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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病夏治穴位贴敷疗法对非急性发作期支气管

哮喘患者神经 "内分泌 "免疫网络系统的影响

李博林#

$王亚利!

$杨$倩#

$张明泉%

$王鑫国%

$闫翠环%

$师旭亮%

摘要$目的$观察冬病夏治穴位贴敷疗法对非急性发作期支气管哮喘患者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系

统的影响!探讨其可能的作用机制" 方法$

9"

名健康志愿者为正常组!

9"

例非急性发作期哮喘患者为哮喘

组" 正常组不给予干预#哮喘组采用三伏天穴位贴敷治疗!每伏第
#

天贴敷
#

次!共
%

次!在治疗前及第
%

次

贴敷治疗后留取血样" 采用放射免疫法检测两组患者血清免疫球蛋白
;

$

(?;

%&白细胞介素 "

E

$

(F

#

E

%及血

浆
G

物质$

HG

%&血管活性肠肽$

1(G

%的含量!免疫比浊法检测血清免疫球蛋白
I

&

J

$

(?I

&

(?J

%的含量!酶联

免疫吸附法检测干扰素"

!

$

(K5

#

!

%含量!比较两组及哮喘组治疗前后检测指标的变化" 结果$治疗前!与

正常组比较!哮喘组
(?I

&

(?J

&

(K5

#

!

及
1(G

含量降低!

(?;

&

(F

#

E

及
HG

含量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G L

"

!

"9

%#与本组治疗前比较!哮喘组治疗后
(?I

&

(?J

&

(K5

#

!

及
1(G

含量升高!

(?;

&

(F

#

E

及
HG

含量降低!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G L"

!

"9

%" 结论$冬病夏治穴位贴敷疗法可能通过改善免疫功能!调控细胞因子的释放!调

节神经介质!从而起到防治支气管哮喘的作用"

关键词$哮喘#冬病夏治#穴位贴敷#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免疫球蛋白#细胞因子#神经介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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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气管哮喘是一种慢性呼吸系统疾病"其患病率

在国内约为
Eb

'

#

(

"且近年来呈逐年上升趋势'

!

"

%

(

"严

重影响了人们的生活质量"给社会和家庭带来巨大负

担) 现代医学在缓解支气管哮喘临床急性发作上有明

显的优势"但对于非急性发作期的治疗则有治疗费用

高"不良反应大等问题) 中医学的冬病夏治穴位贴敷

疗法治疗支气管哮喘非急性发作期以其疗效显著"治

疗费用低"无明显不良反应等优势"被越来越多的医生

和患者所接受'

E

(

"但其作用机制尚不明确) 本课题组

从整体观念出发"研究该法对非急性发作期哮喘患者

免疫球蛋白*细胞因子及神经介质的影响"以期从神

经"内分泌 "免疫网络系统阐述其可能的作用机制"

为该方法在临床的应用提供依据)

资料与方法

#

$诊断标准$西医诊断标准#参照中华医学会呼

吸病学分会哮喘学组
!""6

年修订的+支气管哮喘防

治指南,

'

%

(中哮喘慢性持续期*缓解期标准"将慢性持

续期*缓解期合称非急性发作期) 中医辨证分型标准#

参考+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

'

9

(制定哮病肺气

亏虚的诊断标准)

!

$纳入标准$符合西医支气管哮喘非急性发作

期诊断标准"符合中医辨证分型标准&年龄
#6 c

79

岁"性别不限&患者同意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

$排除标准$哮喘持续状态或危重病患者&合并

严重心肺功能不全者&合并心血管*肾*肺*造血系统等

严重原发性疾病及精神疾患者&妊娠或哺乳期妇女&贴

敷治疗前
#

周及治疗过程中服用治疗哮喘药物或服用

其他可能干扰实验结果药物的患者)

E

$一般资料$

9"

例河北省中医院呼吸科
!"#E

年
$

月-

!"#E

年
6

月农历.三伏/天参加冬病夏治穴

位贴敷治疗的非急性发作期哮喘患者"作为哮喘组"其

中男性
!#

例"女性
!8

例"年龄
!8 c 79

岁"平均

$

E8

!

"7

%

6

!

!"

%岁&病程
% c !9

年"平均 $

8

!

7!

%

#!

!

%$

%岁) 健康志愿者
9"

名为河北省中医院体检中

心体检确认无疾病的健康者"作为正常组"其中男性

!%

名" 女 性
!$

名" 年 龄
%# c 7%

岁" 平 均

$

9#

!

6E

%

$

!

9#

%岁) 两组性别*年龄等比较"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

G d"

!

"9

%"具有可比性)

9

$治疗方法$正常组#不给予任何干预) 哮喘

组#进行穴位贴敷治疗) 贴敷药物由白芥子*细辛*甘

遂*元胡*半夏*白芷*洋金花*炙麻黄组成"其剂量比例

为#

!

!

#

&

#

!

9

&

#

!

!

&

%

&

#

&

#

&

#

&

#

!

9

) 研末姜汁调) 患者

于夏季.三伏/头伏*二伏*三伏的第
#

天各贴
#

次"共

贴
%

次) 贴敷穴位选取#大椎"定喘"肺俞"膈俞"肾俞"

天突"膻中"足三里) 依据患者耐受程度"每次贴
! c

7 P

)

7

$样本采集方法$正常组志愿者留取血样

#" <F

$其中
9 <F

用含有肝素抗凝的一次性真空采

血管采血"另外
9 <F

用不加抗凝的一次性真空采血

管采血%&哮喘组患者分别于治疗前及第
%

次贴敷治

疗后采集血样"方法与正常组相同) 血样常温静置

# P

"以
% 9"" / D<=-

离心
#" <=-

后"取上清液于冻存

管中" "

6"

'保存)

$

$检测指标及方法$均严格按照试剂盒说明进

行检测)

$

!

#

$免疫指标检测$采用放射免疫法检测血清

(?;

含量"采用免疫比浊法检测
(?I

*

(?J

含量)

$

!

!

$细胞因子检测$采用放射免疫法检测血清

(F

#

E

含量"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检测血清
(K5

#

!

含量)

$

!

%

$神经介质检测$采用放射免疫法检测血浆

1(G

*

HG

含量)

6

$统计学方法$采用
HGHH #%

!

"

统计软件进

行分析) 计量资料以
e

%

Q

表示"每组治疗前后总体均

数比较"差值符合正态分布时采用配对
N

检验"若差值

不符合正态分布时采用秩和检验&组间总体均数比较"

方差齐时采用
N

检验"若方差不齐时采用校正
N

检验)

G L"

!

"9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

$两组血清免疫球蛋白含量比较$表
#

%$治疗

前"与正常组比较"哮喘组
(?I

*

(?J

含量降低"

(?;

含量

表
#

#两组血清免疫球蛋白含量比较$

e

%

Q

%

组别 时间 例数
(?I

$

?DF

%

(?;

$

(_D<F

%

(?J

$

?DF

%

哮喘 治疗前
9"

#

(

967

%

"

(

779

!

E6%

(

"9E

%

E$

(

87E

!

$

(

%!!

%

!

(

8E7

!

治疗后
9"

!

(

%!6

%

"

(

7%"

"

%#E

(

7#8

%

E$

(

!6E

"

6

(

%#"

%

!

(

#"#

"

正常 ---

9" %

(

7"E

%

"

(

7$6 7E

(

89!

%

#8

(

#7$ ##

(

6%!

%

!

(

%!9

$$注#与正常组比较"

!

G L"

!

"9

&与本组治疗前比较"

"

G L"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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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G L"

!

"9

%&与本组治疗前比

较"哮喘组治疗后
(?I

*

(?J

含量升高"

(?;

含量降低"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G L"

!

"9

%)

!

$两组血清细胞因子含量比较$表
!

%$治疗前"

与正常组比较"哮喘组
(K5

#

!

含量降低"

(F

#

E

含量升

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G L "

!

"9

%&与本组治疗前比

较"哮喘组治疗后
(K5

#

!

含量升高"

(F

#

E

含量降低"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G L"

!

"9

%)

表
!

#两组血清细胞因子含量比较#$

e

%

Q

%

组别 时间 例数
(K5

#

!

$

O?D<F

%

(F

#

E

$

-?D<F

%

哮喘 治疗前
9"

#6

(

8#6

%

%

(

8""

!

#

(

"8%

%

"

(

!%9

!

治疗后
9"

!7

(

$E6

%

%

(

#6E

"

"

(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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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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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 ---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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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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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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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与正常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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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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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与治疗前比较"

"

G L"

!

"9

%

$两组血浆神经介质含量比较$表
%

%$治疗前"

与正常组比较"哮喘组
1(G

含量降低"

HG

含量升高"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G L"

!

"9

%&与本组治疗前比较"哮

喘组治疗后
1(G

含量升高"

HG

含量降低"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G L"

!

"9

%)

表
%

#两组血浆神经介质含量比较

$

O?D<F

"

e

%

Q

%

组别 时间 例数
1(G HG

哮喘 治疗前
9"

#7!

(

"#9

%

!E

(

9E7

!

9E

(

$87

%

8

(

#8%

!

治疗后
9"

#$9

(

86#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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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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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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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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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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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L"

!

"9

讨$$论

冬病夏治是中医学.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和.未病

先防/的疾病预防观的具体运用"将五行生克制化和

经络调节等治法相结合"在夏季阳气旺盛之时激发人

体正气从而起到对冬季易发疾病的防治作用'

7

"

$

(

) 冬

病夏治防治哮喘有多种方法"笔者选择最具代表的穴

位贴敷疗法进行研究) 穴位贴敷疗法将药物贴于穴

位"通过经络与脏腑之间的内在联系使药效得到发挥"

以达到整体调节"平衡阴阳"条畅气血"内病外治的目

的) 正如徐灵胎+医学源流论,言#.汤药不足尽病"用

膏帖之"闭塞其气"使药性从毛孔而入腠理"通经贯络"

或提而出之"或攻而散之"较服药尤为有力/) 一直以

来"冬病夏治穴位贴敷疗法在防治哮喘的医疗实践中显

示疗效确切"但其作用机理尚未明确) 课题组依据中医

学整体观"研究穴位贴敷对非急性发作期哮喘患者免疫

球蛋白*细胞因子及神经介质的影响"从神经 "

内分泌"免疫网络系统探讨冬病夏治穴位贴敷的作用

机理)

支气管哮喘是多种免疫炎性细胞和细胞因子参与

的气道慢性变态反应过程"在此过程中自主神经对肺

功能有重要调节作用'

6

(

) 支气管哮喘患者血清总
(?;

水平是其免疫病理改变的重要指标'

8

(

)

(?;

能够激活

嗜碱性粒细胞*肥大细胞"同时激活参与体内抗原呈递

的细胞"因此
(?;

是引起哮喘发病的关键环节'

#"

(

) 而

哮喘发病的重要机制之一则是由
)P!

型淋巴细胞调

节产生特异型
(?;

以及嗜酸性粒细胞在气道内和肺组

织滞留引起的过敏性反应导致的气道高反应和气道内

炎症'

##

(

) 生理条件下"

)P!

细胞的调节功能受
)P#

细

胞功能制衡"并不能产生过多特异性
(?;

"但
)P#D)P!

细胞功能失衡则可能产生大量特异型
(?;

"致使免疫

应答异常从而引起气道炎症反应"进而诱发哮喘的发

生"哮喘患者
)P#D)P!

细胞功能失衡表现为
)P#

细胞

亚群功能低下"

)P!

细胞亚群功能亢进'

8

"

#!

(

) 而细胞

因子
(K5

#

!

和
(F

#

E

分别为
)P#

*

)P!

细胞的特征性细

胞因子"两者含量异常在哮喘的发病中起到重要作

用'

#

"

%

(

)

(F

#

E

在哮喘的炎性反应中发挥重要作用"能

够调节
(?;

水平促使嗜碱性粒细胞*肥大细胞增多"引

起和加重哮喘炎性免疫变态反应"而
(K5

#

!

能够拮抗

(F

#

E

的这种效应'

#E

"

#9

(

) 研究表明"血清
(K5

#

!

水平与

(?;

含量呈负相关"

(F

#

E

水平与
(?;

含量呈正相

关'

#9

(

) 实验结果显示"哮喘患者治疗前血清
(?;

*

(F

#

E

*

(K5

#

!

含量与正常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G L"

!

"9

%"表明患者体内
)P#D)P!

细胞功能失衡并

诱导产生大量
(?;

) 因此纠正
)P#D)P!

细胞失衡"调

节免疫功能是防治哮喘的重要环节) 通过穴位贴敷疗

法干预后血清
(?;

*

(F

#

E

*

(K5

#

!

含量与治疗前比较"均

有改善"表明该方法能够调节细胞因子的分泌"纠正

)P#D)P!

细胞失衡"抑制
(?;

介导的变态反应) 哮喘

发病与免疫机制密切相关"哮喘患者
)P#

功能减弱则

可能出现
(?I

*

(?J

含量的降低'

#7

(

"因此监测血清免疫

球蛋白的含量对了解患者整体免疫状况和哮喘发生发

展的趋势有重要意义) 实验结果显示"哮喘患者血清

(?I

*

(?J

含量降低"穴位贴敷疗法能够提高患者血清

(?I

*

(?J

含量$

G L"

!

"9

%"表明该方法能够提高哮喘

患者的整体免疫力从而达到防治哮喘的作用)

神经因素被认为是哮喘发病的重要环节) 支气管

受复杂的自主神经支配"除胆碱能神经*肾上腺素能神

经外"还有非肾上腺素能非胆碱能$

5I5&

%神经系

统) 其神经递质主要是神经肽类"这些神经肽对支气

管的收缩*血液循环及呼吸道黏液分泌都有重要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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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神经肽
1(G

*

HG

是气道
5I5&

神经系统释放

的神经递质"在哮喘发病机制中有突出作用'

#$

(

"研究

发现"

1(G

*

HG

在哮喘患者的免疫应答中代谢异常"引

起
(?;

升高"参与变态反应'

#6

(

)

HG

可促使支气管收

缩*粘液分泌和血浆渗出增加"导致气道狭窄*气流受

阻*气道炎症加重"刺激
(?;

的产生)

1(G

对支气管平

滑肌有松弛作用"是目前发现的最强的
!

源性支气管

扩张剂"且具有较强的抑制炎症介质释放和抗损伤的

作用"调节血清
(?;

水平"参与调节免疫反应)

1(G

与

HG

的失衡往往导致哮喘的发生和加重'

6

"

#8

(

) 实验结

果显示"哮喘患者治疗前血浆
1(G

含量降低*

HG

含量

升高$

G L"

!

"9

%"表明哮喘患者神经调节机制异常&通

过穴位贴敷疗法干预后血浆
1(G

含量升高*

HG

含量

降低$

G L"

!

"9

%"表明该方法能够调节神经介质的释

放进而达到防治哮喘的目的) 实验表明"哮喘的发病

是由多因素共同参与"每个因素都不是单独存在"而是

互相影响"共同作用"打破机体的平衡才导致了疾病的

发生) 穴位贴敷疗法通过干预机体细胞因子的分泌"

神经介质的释放"从而改善免疫功能"进而起到防治支

气管哮喘的作用)

冬病夏治穴位贴敷疗法防治非急性发作期支气管

哮喘疗效确切"但难以从单一机理阐述其作用机制)

无论是免疫功能*细胞因子还是神经介质都是相互影

响"交络成网"共同作用参与了疾病发生发展的全过

程) 因此课题组从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系统探讨

其可能作用机制"以期从整体观对其作用机制做出合

理解释) 通过上述实验表明冬病夏治穴位贴敷疗法

能够提高机体保护因子"降低致病因素"通过调控机

体细胞因子的分泌"调节神经介质的释放"进而改善

免疫功能"从而达到防治支气管哮喘的作用) 因患

者对贴敷药物的耐受程度不同"所以贴敷时间存在

差异"这种差异符合中医辨证论治的.因人制宜/"故

目前尚不认为该差异对实验结果存在显著性影响)

由于条件所限"未能研究该方法对于急性发作期哮

喘患者的干预影响"且对于神经 "内分泌 "免疫网

络系统的研究还在初探阶段"对于其内在联系还有

待于更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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