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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研究!

隔药饼灸对免疫抑制兔血细胞及免疫球蛋白

水平时效关系的比较分析

翟春涛#

"

!

$田岳凤#

$李雷勇%

$贾翠娜#

$邱$桥#

摘要$目的$观察隔药饼灸对免疫抑制兔血细胞及免疫球蛋白水平影响的时效关系"阐明发挥效应的

最佳时间# 方法$

G"

只新西兰大耳白兔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
G

组"分别是空白组$模型即刻组$模型
:

天

组$模型
#"

天组$模型
#:

天组$灸后即刻组$灸后
:

天组$灸后
#"

天组和灸后
#:

天组"每组
#"

只# 除空白

组外"其余
$

组采用腹腔注射环磷酰胺建立免疫抑制兔模型# 造模结束后第
!

天"灸法各组用六味地黄汤组

方药饼"置于神阙$关元$足三里$脾俞$肾俞穴上施灸"隔日
#

次"共灸
#"

次# 空白组$模型即刻组$灸后即刻

组实验结束后第
!

天"模型
:

天组和灸后
:

天组$模型
#"

天组和灸后
#"

天组$模型
#:

天组和灸后
#:

天组

分别于正常饲养
:

$

#"

$

#:

天后检测血细胞系列%

*H&

$嗜中性粒细胞&

6;I

'百分数$淋巴细胞&

JK+

'百分

数$单核细胞 &

+,6,

'百分数$嗜酸性粒细胞 &

;,L

'百分数$嗜碱性粒细胞 &

HML,

'百分数$红细胞

&

NH&

'$血红蛋白&

OPH

'$红细胞压积&

O&)

'$血小板&

QJ)

'("免疫球蛋白
(RP

$

(R+

和补体
&

%

$

&

8

水平#

结果$与空白组比较"模型即刻组$模型
:

天组$模型
#"

天组和模型
#:

天组
*H&

$

NH&

$

OPH

$

O&)

$

QJ)

$

6;I

百分数"免疫球蛋白
(RP

$

(R+

及补体
&

%

明显降低&

Q S"

!

"#

'"

JK+

百分数显著升高&

Q S"

!

"#

'"模型

即刻组$模型
:

天组补体
&

8

显著升高&

Q S"

!

":

'# 与模型即刻组及模型
:

天组比较"灸后即刻组及灸后
:

天组
*H&

$

NH&

$

OPH

$

O&)

$

QJ)

$

6;I

百分数"免疫球蛋白
(RP

$

(R+

均明显升高&

Q S"

!

":

"

Q S"

!

"#

'"

JK+

百分数明显降低&

Q S"

!

"#

')与模型即刻组比较"灸后即刻组补体
&

%

明显升高&

Q S"

!

"#

')与模型
:

天

组比较"灸后
:

天组补体
&

%

明显升高&

Q S"

!

"#

'"

&

8

明显降低&

Q S"

!

"#

'# 与模型
#"

天组比较"灸后
#"

天组
*H&

$

NH&

$

OPH

$

O&)

$

QJ)

"免疫球蛋白
(RP

$

(R+

均明显升高&

Q S"

!

":

"

Q S"

!

"#

'"

JK+

百分数明

显降低&

Q S"

!

"#

'# 与模型
#:

天组比较"灸后
#:

天组
*H&

$

NH&

$

OPH

$

O&)

及免疫球蛋白
(R+

均明显

升高&

Q S"

!

"#

'"

JK+

百分数明显降低&

Q S"

!

"#

'# 与灸后即刻组$灸后
:

天组比较"灸后
#"

天组
*H&

$

NH&

$

OPH

$

O&)

$

(RP

$

(R+

显著升高&

Q S"

!

":

"

Q S"

!

"#

'"

JK+

百分数明显降低 &

Q S"

!

"#

')与灸后
#"

天组比较"灸后
#:

天组
*H&

$

NH&

$

OPH

$

O&)

$

QJ)

$免疫球蛋白
(RP

$

(R+

均显著降低&

Q S"

!

":

"

Q S

"

!

"#

'"

JK+

百分数显著升高&

Q S "

!

":

'#

+,6,

$

;,L

$

HML,

百分数各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Q T"

!

":

'#结论$隔药饼灸可以通过调节血细胞$免疫球蛋白和补体水平来调节环磷酰胺致免疫抑制兔的

免疫功能"且调节作用存在一定的时效关系"在灸治结束后即刻起效"灸治
#"

天效应最佳#

关键词$隔药饼灸) 环磷酰胺) 时效关系) 血细胞) 免疫球蛋白

)><1

#

;@@1-. /@ O120

#

-=U1

#

A1V=2=.1W +/B>0XA.>/Y /Y H4//W &144 =YW (<<XY/R4/0X4>Y >Y (<<XY/AXV

#

V21AA>Z1 N=00>.A

$

[OM( &\XY

#

.=/

#

"

!

"

)(M6 KX1

#

@1YR

#

"

J( J1>

#

?/YR

%

"

'(M &X>

#

Y=

#

"

=YW ](I ]>=/

#

# &/441R1 /@ M-XVXY-.X21 =YW +/B>0XA.>/Y

"

L\=YB> IY>Z12A>.? /@ &\>Y1A1 +1W>->Y1

"

)=>?X=Y

$

"%""!8

%&

! &/441R1 /@ M-XVXY-.X21 =YW +/B>0XA.>/Y

"

OX<=Y IY>Z12A>.? /@ &\>Y1A1 +1W>->Y1

"

&\=YRA\=

$

8#"!"$

%&

% D1V=2.<1Y. /@ J=0/2=./2?

"

.\1 L1-/YW O/AV>.=4 /@ L\=YB> +1W>-=4 IY>Z12A>.?

"

)=>?X=Y

$

"%"""#

%

MHL)NM&)

%

,0F1-.>Z1

%

)/ /0A12Z1 .\1 .><1

#

1@@1-. /@ \120

#

-=U1

#

A1V=2=.1W </B>0XA.>/Y /Y 04//W

-144 =YW ><<XY/R4/0X4>Y >Y ><<XY/AXVV21AA>Z1 2=00>.A ./ 1BV4=>Y .\1 /V.><X< .><1 /@ 1B12.>YR 1@@1-.5



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

,-./012 !"#$

"

3/45 %$

"

6/

!

#"

!!"#&%!

+1.\/WA

%

)/.=44? G" 2=00>.A ^121 2=YW/<4? W>Z>W1W >Y./ 04=YU R2/XV

"

><<1W>=.1

#

</W14 R2/XV

"

: W=?A

#

</W14 R2/XV

"

#" W=?A

#

</W14 R2/XV

"

#: W=?A

#

</W14 R2/XV

"

><<1W>=.1 =@.12 </B>0XA.>/Y R2/XV

"

: W=?A =@

#

.12 </B>0XA.>/Y R2/XV

"

#" W=?A =@.12 </B>0XA.>/Y R2/XV

"

#: W=?A =@.12 </B>0XA.>/Y R2/XV ^>.\ #" 2=00>.A

>Y 1=-\ R2/XV =--/2W>YR ./ 2=YW/< W>R>. .=0415 ;B-1V. .\1 04=YU R2/XV

"

.\1 /.\12 R2/XVA ^121 R>Z1Y ^>.\

>Y.2=V12>./Y1=4 >YF1-.>/Y /@ -?-4/V\/AV\=<>W1 ./ 1A.=04>A\ ><<XY/AXVV21AA>Z1 2=00>. </W145 )^/ W=?A =@

#

.12 </W14>YR

"

</B>0XA.>/Y R2/XVA ^121 .21=.1W ^>.\ -=U1

#

A1V=2=.1W </B>0XA.>/Y ^\>-\ \120

#

-=U1 ^=A

<=W1 ^>.\ J>X^1> D>\X=YR D1-/-.>/Y _/2<X4= /Y L\1Y`X1

$

&3$

%"

PX=Y?X=Y

$

&38

%"

[XA=Y4>

$

L)%9

%"

Q>A\X

$

HJ!"

%

=YW L\1YA\X

$

HJ!%

%"

/Y1 .><1 1Z12? /.\12 W=?

"

= ./.=4 /@ #" .><1A5 H4=YU R2/XV

"

><<1W>

#

=.1

#

</W14 R2/XV

"

><<1W>=.1 =@.12 </B>0XA.>/Y R2/XV

"

A1-/YW W=?A =@.12 .\1 1YW /@ .\1 1BV12><1Y.

"

:

W=?A

"

#" W=?A =YW #: W=?A /@ Y/2<=4 @11W>YR >Y </W14 : W=?A

#

</W14 R2/XV =YW : W=?A =@.12 </B>0XA.>/Y

R2/XV

"

#" W=?A

#

</W14 R2/XV =YW #" W=?A =@.12 </B>0XA.>/Y R2/XV

"

#: W=?A

#

</W14 R2/XV =YW #: W=?A =@

#

.12 </B>0XA.>/Y R2/XV

"

.\1 04//W -144A

$

>Y-4XW>YR *H&

"

6;Ia

"

JK+a

"

+,6,a

"

;,La

"

HML,:a

"

NH&

"

OPH

"

O&)

"

QJ)

%"

(RP

"

(R+ =YW &

%

"

&

8

41Z14 ^121 W1.1-.1W >Y 1=-\ .><15 N1AX4.A

%

&/<V=21W ^>.\

04=YU R2/XV

"

.\1 41Z14 /@ *H&

"

NH&

"

OPH

"

O&)

"

QJ)

"

6;Ia

"

(RP

"

(R+ =YW &

%

>Y ><<1W>=.1

#

</W14

R2/XV

"

: W=?A

#

</W14 R2/XV

"

#" W=?A

#

</W14 R2/XV =YW #: W=?A

#

</W14 R2/XV A>RY>@>-=Y.4? W1-21=A1W

$

Q S

"

'

"#

%"

^\>41 .\1 JK+a W1-21=A1W

$

Q S "

'

"#

%

5 &/<V=21W ^>.\ 04=YU R2/XV

"

.\1 &

8

/@ ><<1W>=.1

#

</W14

R2/XV =YW : W=?A

#

</W14 R2/XV A>RY>@>-=Y.4? >Y-21=A1W

$

Q S"

'

":

%

5 M@.12 .\1 .21=.<1Y.

"

-/<V=21W ^>.\ ><

#

<1W>=.1

#

</W14 R2/XV =YW : W=?A

#

</W14 R2/XV

"

.\1 41Z14 /@ *H&

"

NH&

"

OPH

"

O&)

"

QJ)

"

6;Ia

"

(RP

"

(R+ >Y

><<1W>=.1 =YW : W=?A =@.12 </B>0XA.>/Y R2/XVA >Y-21=A1W

$

Q S"

'

":

"

Q S"

'

"#

%

=YW .\1 JK+a W1-21=A1W

$

Q S"

'

"#

%

5 &/<V=21W ^>.\ </W14

#

><<1W>=.1 R2/XV

"

.\1 &

%

/@ ><<1W>=.1 =@.12 </B>0XA.>/Y R2/XV ^=A >Y

#

-21=A1W

$

Q S"

'

"#

%&

-/<V=21W ^>.\ : W=?A

#

</W14 R2/XV

"

.\1 &

%

/@ : W=?A =@.12 </B>0XA.>/Y R2/XV ^=A >Y

#

-21=A1W =YW &

8

W1-21=A1W

$

Q S"

'

"#

%

5 &/<V=21W ^>.\ #" W=?A

#

</W14

"

.\1 *H&

"

NH&

"

OPH

"

O&)

"

QJ)

"

(RP =YW (R+ /@ #" W=?A =@.12 </B>0XA.>/Y R2/XV ^121 >Y-21=A1W

$

Q S"

'

":

"

Q S"

'

"#

%

=YW .\1 JK+a W1

#

-21=A1W

$

Q S"

'

"#

%

5 &/<V=21W ^>.\ #: W=?A

#

</W14

"

.\1 *H&

"

NH&

"

OPH

"

O&) =YW (R+ /@ #: W=?A =@.12

</B>0XA.>/Y R2/XV ^=A >Y-21=A1W

$

Q S "

'

":

"

Q S "

'

"#

%

=YW .\1 JK+a W1-21=A1W

$

Q S "

'

"#

%

5&/<V=21W

^>.\ ><<1W>=.1 =YW : W=?A =@.12 </B>0XA.>/Y R2/XVA

"

*H&

"

NH&

"

OPH

"

O&)

"

(RP =YW (R+ /@ #" W=?A =@

#

.12 </B>0XA.>/Y ^121 A>RY>@>-=Y.4? >Y-21=A1W

$

Q S"

'

":

"

Q S"

'

"#

%"

.\1 JK+a W1-21=A1W A>RY>@>-=Y.4?

$

Q S

"

'

":

"

Q S"

'

"#

%

5 &/<V=21W ^>.\ .\1 #" W=?A =@.12 </B>0XA.>/Y R2/XV

"

.\1 *H&

"

NH&

"

OPH

"

O&)

"

QJ)

"

(RP

"

(R+ /@ .\1 #: W=?A =@.12 </B>0XA.>/Y R2/XV ^121 A>RY>@>-=Y.4? 4/^12

$

Q S"

'

":

%"

=YW JK+a >Y-21=A1W

$

Q S"

'

":

%

5 )\1 +,6,a

"

;,La =YW HML,a ^121 Y/. A.=.>A.>-=44? A>RY>@>-=Y.4? W>@@121Y. >Y G R2/XVA

$

Q T

"

'

":

%

5 &/Y-4XA>/YA

%

O120

#

-=U1

#

A1V=2=.1W </B>0XA.>/Y -/X4W ><V2/Z1 .\1 ><<XY1 @XY-.>/Y /@ 2=00>.A XY

#

W12 ><<XY/AXVV21AA>Z1 A.=.1 >YWX-1W 0? -?-4/V\/AV\=<>W1 0? 21RX4=.>YR .\1 41Z14 /@ 04//W -144A

"

><<X

#

Y/R4/0X4>Y =YW -/<V41<1Y.

"

=YW >. \=A = -12.=>Y .><1

#

1@@1-. 214=.>/YA\>V5 )\1 1@@1-. >A ><<1W>=.1 =@.12 .\1

</B>0XA.>/Y .21=.<1Y.

"

=YW .\1 01A. 1@@1-. =--X2A /Y .\1 #" .\ =@.12 .\1 </B>0XA.>/Y .21=.<1Y.5

b;K*,NDL

%

-=U1

#

A1V=2=.1W </B>0XA.>/Y

&

-?-4/V\/AV\=<>W1

&

.><1

#

1@@1-.

&

04//W -144

&

><<XY/

#

R4/0X4>Y

$$灸法为中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研究已经证

实"灸法调节机体的免疫功能"主要是释放并激活了体

内被抑制的免疫活性细胞" 恢复并加强了机体的免疫

监视功能"对机体紊乱的免疫功能具有良好的整体和

双向调节作用'

#

%

%

(

) 隔药饼灸是将艾灸*药物*穴位三

者相结合"将药饼放于穴位上进行施灸"药物的药性和

艾绒的火力通过经络*穴位输布渗透并深入于体内"发

挥药*穴*灸三者的协同作用) 课题组前期证实隔药饼

灸能通过调节血细胞*免疫球蛋白及补体的作用达到

提高免疫抑制兔的免疫功能"且作用优于直接艾灸及

假药饼灸'

8

(

) 在此基础上"课题组还发现不同灸量对

免疫抑制兔血细胞*免疫球蛋白及补体均有调节作用"

且以
:

壮组较为突出'

:

(

) 灸法的时效关系是有关时

间因素对艾灸作用影响"艾灸效应在体内的发生和发

展如同药物在体内的浓度随时间而变化表现为药效的

显现与消失过程一样"也存在潜伏期*效应期及后效应

期) 灸法的时效研究有助于灸法的规范化和现代化"

有助于提高灸法的疗效) +针灸资生经,

'

9

(中就有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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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日灸七壮"过七七论"停四五日后"灸七七.* -停

息后灸"令血脉通宣"其风应时立愈.) 结合前期临床

研究中隔药饼灸疗程为
#"

天的实际"本实验在隔药

饼灸治疗结束"后效应观察上"选择了治疗结束后即

刻*

:

天*

#"

天和
#:

天
8

个时间点进行观察) 因此"

本研究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观察隔药饼灸
:

壮灸量对

免疫抑制兔血细胞*免疫球蛋白及补体调节过程中效

应随时间的变化规律"探讨隔药饼灸作用的时效关系)

材料与方法

#

$实验动物$新西兰大耳白兔
G"

只"

%

月龄"体

重$

!

!

:

&

"

!

:

%

UR

"雌雄不限"由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

丰泽园种养农民专业合作社提供 '动物合格证号#

L&cb

$晋%

!"#:

%

"""%

() 饲养温度要求
#$

'

!:

("相对湿度要求
:"a

'

7"a

) 饮用纯净水"定时

定量给予兔生长繁殖饲料'饲料生产许可证号#京饲

证$

!"#8

%

"9":8

() 本实验遵守国家有关实验动物保

护与使用准则)

!

$试药*艾条与仪器$注射用环磷酰胺#

"

!

! RE

支"由山西普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生产批

号#

"8#:"8"#

%&生理盐水#

:"" <J

)

#

!

%: R

"由石家

庄四要有限公司生产$生产批号#

#8#!!$%!"%

%&清艾

条#江苏盱眙华佗中药厂生产$

!: RE

支"生产批号#

!"##"#"7

%&六味地黄汤药物#熟地*山药*山茱萸*

丹皮*泽泻和茯苓购于山西荣华大药房) 血细胞检

测仪$型号#

&;JJ

#

DK6 %7""

%"检测试剂盒#美国雅

培公司生产$原厂配套试剂%&免疫检测仪#美国贝克

曼公司生产&

(RP

*

(R+

及补体
&

%

*

&

8

试剂盒#美国贝

克曼库尔特商贸 $中国% 有限公司生产 $批号#

!"#7"9

%)

%

$药饼制备$按照六味地黄汤组方剂量"制备药

饼) 具体方法#$

#

%熟地*山茱萸#分别加
#"

倍水"浸

泡
# \

"煎煮
%

次"前
!

次各
# \

"第
%

次
8: <>Y

"滤除

煎液"浓缩成膏备用) $

!

%山药*丹皮*泽泻*茯苓打碎

成粉末"过
#!"

目筛备用) $

%

%使用时"将上述调制好

的膏剂与粉末按照六味地黄汤原方比例调匀$熟地)

山茱萸)山药)泽泻)茯苓)丹皮
d$

)

8

)

8

)

%

)

%

)

%

%"用模

具压成直径约
# -<

"厚
"

!

% -<

的药饼)

8

$穴位选择$穴位选取#神阙*关元*足三里

$双%*脾俞$双%*肾俞$双%) 穴位定位#参照郭义主编

+实验针灸学,

'

7

(常用动物穴位定位法及拟人比照法)

:

$分组$

G"

只新西兰大耳白兔采用随机数字表

法分为
G

组"分别是空白组*模型即刻组*模型
:

天组*

模型
#"

天组*模型
#:

天组*灸后即刻组*灸后
:

天

组*灸后
#"

天组和灸后
#:

天组"每组
#"

只)

9

$模型制备$参照文献'

$

%

##

("环磷酰胺致免

疫抑制模型的剂量为
7:

'

#!: <REUR

"造模时间为
%

'

:

天"均可以出现不同程度的免疫抑制"表现为实验

动物体重明显下降"白细胞$

*H&

%数量明显降低)

在预实验中"选取环磷酰胺的剂量为
G" <REUR

"腹腔

注射"连续
:

天)在造模第
%

天"实验动物表现出严重

的抑制状态"至第
:

天造模结束时动物死亡率已达到

9"a

) 由于死亡率过高"抑制状态过于严重"对环磷

酰胺的剂量和造模时间做了探索性研究"剂量调整为

9" <REUR

"造模时间调整为
7

天"造模结束后"动物出

现了精神状态差"饮食少"有脱毛现象"体质量显著下

降"

*H&

数量显著下降"且动物死亡率较改良前下降

了
!"

!

9a

) 综合动物造模后一般情况及指标检测动

物已处于抑制状态"采用该改良后的模型方法)

各组均适应性饲养
7

天后"除空白组外"其余
$

组

按照预实验改良后的造模方法进行造模"每天上午按

照
9" <REUR

剂量腹腔注射环磷酰胺$用生理盐水稀

释%"每天
#

次"连续注射
7

天"制备免疫抑制兔模型)

空白组注射等量的生理盐水"每天
#

次"连续
7

天)

7

$隔药饼灸及方法$参照参考文献'

#!

() 造模

结束后第
!

天"灸法各组均进行隔药饼灸治疗) 将动

物固定于兔台"施灸前将动物穴位处皮毛剪去"暴露其

穴位) 将用模具制成的药饼放置在神阙*关元*足三里

$双%*脾俞$双%*肾俞$双%"使用艾柱制作模具将艾绒

制成底径
"

!

$ -<

*高
"

!

: -<

"质量约
"

!

% R

的圆锥

形艾柱"置于药饼上"以线香点燃"燃尽更换"每穴连灸

:

壮"隔日
#

次"共灸
#"

次) 空白组和模型各时间组

绑缚固定于兔台"不做任何处理)

$

$检测指标及方法$空白组*模型即刻组*灸后

即刻组实验结束后第
!

天"模型
:

天组和灸后
:

天组*

模型
#"

天组和灸后
#"

天组*模型
#:

天组和灸后
#:

天组隔药饼灸后正常饲养
:

*

#"

*

#:

天后分别采用

!"a

乌拉坦溶液按照
: <JEUR

剂量麻醉"腹腔静脉取

血
#" <J

) 血细胞检测仪观察外周血细胞系列的变

化#'

*H&

*嗜中性粒细胞$

6;I

%百分数*淋巴细胞

$

JK+

%百分数*单核细胞$

+,6,

%百分数*嗜酸性粒

细胞$

;,L

%百分数*嗜碱性粒细胞$

HML,

%百分数*

红细胞 $

NH&

%*血红蛋白 $

OPH

%*红细胞压积

$

O&)

%*血小板$

QJ)

%(免疫检测仪检测免疫球蛋白

(R+

*

(RP

和补体
&

%

*

&

8

的变化)

G

$统计学方法$采用
LQLL !!

!

"

统计软件进

行统计分析"实验数据以
B

&

A

表示"采用单因素方差

分析$

,Y1

#

*=? M6,3M

%进行组间比较"组间两两比



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

,-./012 !"#$

"

3/45 %$

"

6/

!

#"

!!"#)%!

较采用
JLD

#

.

检验"

Q S"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

$各组
*H&

*

NH&

*

OPH

*

O&)

*

QJ)

及
JK+

*

6;I

*

+,6,

*

;,L

*

HML,

百分数水平比较$表
#

%$

与空白组比较"模型各时间组
*H&

*

NH&

*

OPH

*

O&)

*

QJ)

*

6;I

百分数明显降低"

JK+

百分数显著升

高$

Q S"

!

"#

%) 与模型即刻组及模型
:

天组相应时间

点比较"灸后即刻组及灸后
:

天组
*H&

*

NH&

*

OPH

*

O&)

*

QJ)

*

6;I

百分数均明显升高$

Q S "

!

":

"

Q S

"

!

"#

%"

JK+

百分数明显降低$

Q S"

!

"#

%&与模型
#"

天组比较"灸后
#"

天组
*H&

*

NH&

*

OPH

*

O&)

*

QJ)

均明显升高$

Q S "

!

"#

%"

JK+

百分数明显降低$

Q S

"

!

"#

%&与模型
#:

天组比较"灸后
#:

天组
*H&

*

NH&

*

OPH

*

O&)

均明显升高$

Q S"

!

":

"

Q S"

!

"#

%"

JK+

百分数明显降低$

Q S "

!

"#

%) 与灸后即刻组比

较"灸后
:

天组
*H&

明显升高$

Q S "

!

"#

%"

6;I

百

分数明显降低$

Q S"

!

":

%&灸后
#"

天组
*H&

*

NH&

*

OPH

*

O&)

升高"

JK+

百分数*

6;I

百分数明显降低

$

Q S"

!

":

"

Q S"

!

"#

%&灸后
#:

天组
*H&

明显升高"

6;I

百分数明显降低$

Q S"

!

"#

%) 与灸后
:

天组比

较"灸后
#"

天组
*H&

*

NH&

*

OPH

*

O&)

均显著升高

$

Q S "

!

":

"

Q S "

!

"#

%"

JK+

百分数明显降低$

Q S

"

!

":

%&灸后
#:

天组
6;I

百分数较灸后
:

天组明显

降低$

Q S"

!

":

%) 与灸后
#"

天组比较"灸后
#:

天组

*H&

*

NH&

*

OPH

*

O&)

*

QJ)

均显著降低 $

Q S

"

!

":

%"

JK+

百分数显著升高$

Q S "

!

":

%)

+,6,

*

;,L

及
HML,

百分数各组间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

意义$

Q T"

!

":

%)

!

$各组
(RP

*

(R+

水平比较$表
!

%$与空白组比

较"模型各时间组
(RP

*

(R+

明显降低$

Q S"

!

"#

%) 与

模型即刻组比较"灸后即刻组
(RP

*

(R+

均有不同程度

的升高$

Q S "

!

":

%&与模型
:

天组比较"灸后
:

天组

(RP

*

(R+

均有不同程度的升高$

Q S"

!

":

%&与模型
#"

天组比较"灸后
#"

天组
(RP

*

(R+

明显升高 $

Q S

"

!

"#

%&与模型组
#:

天比较"灸后
#:

天组
(RP

有升

高趋势"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Q T"

!

":

%"

(R+

明显升

高$

Q S"

!

":

%) 与灸后即刻组*灸后
:

天组比较"灸后

表
#

%各组
*H&

*

NH&

*

OPH

*

O&)

*

QJ)

及
JK+

*

6;I

*

+,6,

*

;,L

*

HML,

百分数水平比较$$

B

&

A

%

组别
Y

*H&

$ *

#"

#!

EJ

%

NH&

$ *

#"

#!

EJ

%

OPH

$

REJ

%

O&)

$

a

%

QJ)

$ *

#"

#!

EJ

%

空白
#" $

"

!#

&

#

"

"$ 9

"

!:

&

"

"

7$ #%8

"

##

&

#8

"

G$ %G

"

78

&

!

"

8: :87

"

9"

&

#!9

"

!"

模型即刻
#"

%

"

99

&

"

"

:8

!

8

"

!:

&

"

"

79

!

G:

"

:"

&

#7

"

"!

!

!G

"

#!

&

8

"

:7

!

%:7

"

""

&

!9

"

$!

!

模型
:

天
#"

%

"

:7

&

#

"

"#

!

8

"

!9

&

"

"

79

!

G9

"

%G

&

#7

"

$%

!

!G

"

#:

&

8

"

98

!

%89

"

G"

&

#!8

"

:#

!

模型
#"

天
#"

%

"

97

&

!

"

#$

!

8

"

!G

&

"

"

7%

!

G9

"

G$

&

#:

"

%"

!

!G

"

#7

&

8

"

7G

!

%::

"

$%

&

#99

"

$"

!

模型
#:

天
#"

8

"

#$

&

#

"

#G

!

8

"

%"

&

"

"

8G

!

G7

"

88

&

7

"

8G

!

!G

"

:%

&

!

"

87

!

%9:

"

!:

&

7G

"

9!

!

灸后即刻
#"

:

"

:8

&

"

"

G#

""

8

"

G%

&

"

"

$8

"

##8

"

G8

&

#7

"

%"

"

%%

"

:#

&

8

"

77

"

:"$

"

:"

&

#G%

"

"G

"

灸后
:

天
#"

7

"

G:

&

!

"

"!

""##

:

"

"$

&

"

"

9:

"

##:

"

7"

&

#:

"

%$

""

%%

"

:!

&

%

"

GG

"

:#"

"

#8

&

#"%

"

:!

""

灸后
#"

天
#"

G

"

%:

&

#

"

89

""##$

9

"

#G

&

"

"

8G

""##$$

#%#

"

9%

&

$

"

"%

""#$

%$

"

%9

&

!

"

9#

""#$$

:%G

"

%"

&

G$

"

8$

""

灸后
#:

天
#"

7

"

7$

&

#

"

#$

""##%

:

"

%$

&

"

"

:$

""%

##7

"

""

&

#!

"

:9

"%

%8

"

%G

&

%

"

7%

"%

8%"

"

%"

&

G9

"

#"

%

_

值
!%

"

87 ##

"

9 $

"

%9 G

"

8% %

"

G:

Q

值
" " " " "

组别
Y

JK+

百分数

$

a

%

6;I

百分数

$

a

%

+,6,

百分数

$

a

%

;,L

百分数

$

a

%

HML,

百分数

$

a

%

空白
#" !!

"

!$

&

9

"

GG 7!

"

"#

&

7

"

9G %

"

:8

&

#

"

%! "

"

"8

&

"

"

"# "

"

%7

&

"

"

!"

模型即刻
#"

:%

"

#"

&

##

"

7:

!

:!

"

"$

&

$

"

#8

!

:

"

GG

&

#

"

:7 "

"

"$

&

"

"

"% "

"

#!

&

"

"

"7

模型
:

天
#"

::

"

7%

&

#8

"

7#

!

8G

"

GG

&

##

"

7!

!

$

"

:#

&

!

"

#: "

"

"G

&

"

"

": "

"

!7

&

"

"

#!

模型
#"

天
#"

:G

"

9$

&

G

"

"$

!

:!

"

%$

&

!!

"

99

!

7

"

::

&

8

"

"# "

"

"$

&

"

"

"8 "

"

!:

&

"

"

!!

模型
#:

天
#"

:9

"

$7

&

#7

"

#$

!

:8

"

9G

&

!%

"

$#

!

7

"

"!

&

%

"

77 "

"

"8

&

"

"

"# "

"

!"

&

"

"

#!

灸后即刻
#"

%G

"

79

&

##

"

!%

""

7$

"

8:

&

:

"

:"

""

!

"

%8

&

#

"

"$ "

"

"8

&

"

"

"# "

"

!#

&

"

"

"$

灸后
:

天
#"

%%

"

9G

&

#!

"

#:

""

9%

"

!"

&

#"

"

99

"#

8

"

:$

&

#

"

!% "

"

"!

&

"

"

"# "

"

%"

&

"

"

#:

灸后
#"

天
#"

!%

"

:!

&

:

"

:#

""##$

:$

"

$"

&

#"

"

#:

##

8

"

$7

&

#

"

## "

"

"!

&

"

"

"! "

"

8#

&

"

"

"7

灸后
#:

天
#"

%!

"

G!

&

#!

"

"9

""%

8$

"

G"

&

##

"

G!

##$

:

"

8!

&

#

"

:# "

"

"%

&

"

"

"# "

"

!#

&

"

"

"8

_

值
#!

"

G 8

"

9# "

"

98 #

"

"7 "

"

:#

Q

值
" " "

"

78 "

"

%G "

"

$8

$$注#与空白组比较"

!

Q S"

!

"#

&与模型组同时间点比较"

"

Q S"

!

":

"

""

Q S"

!

"#

&与灸后即刻组比较"

#

Q S"

!

":

"

##

Q S"

!

"#

&与灸后
:

天组比

较"

$

Q S"

!

":

"

$$

Q S"

!

"#

&与灸后
#"

天组比较"

%

Q S"

!

":



!!"#*%! 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

,-./012 !"#$

"

3/45 %$

"

6/

!

#"

#"

天组
(RP

*

(R+

明显升高$

Q S "

!

":

%) 与灸后
#"

天组比较"灸后
#:

天组
(RP

*

(R+

明显降低 $

Q S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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灸法"古代称灸鴌"是用艾绒或其他药物放在穴位

上烧灼*熏熨"借其温热刺激与药物作用"温通气血*扶

正祛邪*调整阴阳平衡来达到防治疾病目的的外治方

法) 艾灸具有双向调节机体免疫系统的功能"既能使

紊乱的免疫功能得到调整"也能增强机体的防病抗病

能力'

#%

(

) 从免疫机制角度来讲"艾灸似乎是具有类似

抗原的免疫作用"可激活*调节机体免疫机制'

#8

(

) 隔

药饼灸属于灸法中的间接灸"是集腧穴的特殊作用*药

物有效成分的透皮吸收和艾绒燃烧时产生的热力三位

一体相结合而产生的一种-综合效应.的疗法) 本研

究采用的药饼为六味地黄汤"该方为滋阴补肾之方"临

床广泛应用于各科疾病) 药理学研究发现"六味地黄

汤组成药物及复方中均含有增强机体免疫功能的多种

活性物质"这些活性成分对改善机体免疫功能均具有

一定的协同作用'

#:

(

) 临床及实验研究证实"六味地黄

汤不仅可以作为免疫促进剂促进和增强机体的免疫功

能"也可以对紊乱的免疫功能具有双向调节作用"且调

节免疫的作用优于其类方'

#9

"

#7

(

) 因此"在本项目采用

六味地黄汤作为药饼进行研究) 研究中选取的穴位神

阙*足三里*关元*脾俞和肾俞一直被认为是传统保健

要穴"具有抗御病邪*维持人体阴阳平衡等双向调节作

用'

#$

(

) 关元亦称丹田"足三阴经*任脉之会"小肠之募

穴"有温肾固精*补气回阳*通调冲任*理气和血之功

效"为保健灸之要穴) 神阙"属任脉"位于腹之中部"为

中下焦之枢纽"有温补元阳*健运脾胃*复苏固脱之效)

足三里是足阳明胃经合穴"也是全身强壮穴"具有扶正

培元*补虚益气"提高机体免疫功能"是强身保健*延年

益寿的重要穴位) 背俞穴中脾俞和肾俞"可调补脾肾

之气"两穴同用可达到补肾滋阴*健脾益气之功"进而

增强先后天治本) 诸穴合用"共奏补肾固本*扶正培

元*健脾延年之效"从而提高机体的免疫力)

灸疗作用的最佳效应期是指从施灸开始达到最大

灸疗效应所需的时间"对不同的治疗目的具有不同的

最佳效应期"因此明确其最佳效应期有利于指导艾灸

治疗"临床灸法疗程的选择及疗程间的间隔"提高临床

疗效) 实验研究发现"一次性隔盐壮灸-神阙.穴"小

鼠的脾脏
6b

细胞活性在
!8 \

之内迅速上升"

8$ \

后
6b

细胞活性有所下降"但还是显著高于对照组"其

后
7! \

和
#!" \

后恢复到原来水平'

#G

(

) 有研究通过

比较隔药灸脐法和隔淀粉灸脐法对功能性便秘患者的

临床起效时间和疗效维持时间的差异"发现且隔药灸

脐法治疗功能性便秘见效快"起效时间及疗效维持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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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间优于隔淀粉灸脐法"隔药灸脐法治疗功能性便秘频

次以一周两次为宜'

!"

(

) 由此可见"如果灸疗时间过

短"其灸疗效应达不到最佳效应"则不能达到最佳的治

疗效果&如果灸疗时间长于其最佳效应期"不但不能增

强疗效"反而可能使得施灸穴位产生疲劳而降低疗效)

结合课题组前期的临床研究"本研究在灸后观察时间

间隔选择上以
:

天为一观察时间点进行观察"观察灸

后即刻*灸后
:

*

#"

*

#:

天隔药饼灸灸后效应的变化

情况)

本研究通过设立了与隔药饼灸治疗后各观察点相

对应不同时间点的模型组进行比较"发现自然病程恢

复对免疫抑制兔模型的影响不明显) 研究结果显示"

隔药饼灸可以通过调节血细胞*免疫球蛋白和补体水

平来调节环磷酰胺致免疫抑制兔的免疫功能"这与前

期实验研究结果一致'

8

"

#!

(

) 调节作用存在一定的时效

关系"

*H&

*

NH&

*

OPH

*

O&)

*

QJ)

*

JK+

百分数及

(RP

*

(R+

在灸后
#" W

达到最佳效应期&

6;Ia

灸后

即刻为最佳效应期&补体
&

%

灸后
:

天为最佳效应期"

补体
&

8

灸后
:

天开始起效"直至灸后
#:

天效应一直

持续存在"表明隔药饼灸对不同的指标影响程度不同"

影响各指标的最佳效应期也存在不同) 从多项指标的

变化趋势分析"灸治结束后即刻开始起效"灸治结束后

#"

天达到最佳效应期"随后灸疗效应开始出现衰减)

时间是影响灸法疗效的一个重要因素"为深入研

究隔药饼灸对机体免疫力调节过程中作用时间的变化

规律"艾灸的效应期*后效应期及最大效应发挥的时间

位点将是今后研究的重点"以期为临床隔药饼灸治疗

免疫功能低下疾病疗程的选择及疗程间的间隔提供理

论依据) 在研究艾灸时效性的过程中"本研究在隔药

饼灸治疗结束后效应观察时间点的选择上结合了前期

临床研究"选择了
:

天作为间隔时间进行观察"在时间

间隔的选择上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因此"今后在进一

步研究中"应根据本项目研究的结果进一步增加或改

变更多的时间间隔点"以便进一步明确其发挥最大效

应的时间点"从而使得实验研究能更准确地指导临床

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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