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窑临床经验窑

艾灸对寒湿凝滞型原发性痛经患者疗效及
穴区血流量的影响

刘姗姗1 摇 陈唯依1 摇 于佳乐1 摇 冉津川1 摇 魏建子2

摇 摇 原发性痛经是指生殖器官无器质性病变袁月经期

发生的以下腹疼痛为主要症状的病症遥 我国痛经发病

率为 33郾 19%袁其中原发性痛经占 36郾 06%袁严重影响

工作者占 13郾 55% 咱1暂遥 现阶段西医治疗多以改善症状

为主袁且存在多种不良反应遥 原发性痛经属于中医学

野经行腹痛冶范畴袁其中寒湿凝滞型是最常见的一种证

型袁其病机属野不通则痛冶袁有医家主张野以通为用冶的治

疗原则咱2暂 遥 灸法的温热刺激作用于穴位后袁可产生野以
温促通冶的效应袁促进和保持气血运行通畅袁从而缓解疼

痛症状袁对原发性痛经具有较好的治疗作用咱3原5暂遥 但临

床上对灸法治疗原发性痛经的疗效机制尚不够深入遥
以往研究证实袁艾灸可提高局部穴位的血流灌注指数袁
改善机体微循环状态咱6暂遥 本研究观察艾灸对寒湿凝滞

型痛经的疗效袁并运用无创激光散斑血流成像技术袁观
察艾灸前后穴区血流灌注情况袁比较寒湿凝滞型痛经患

者与健康人压痛点尧三阴交穴区血流灌注量的差异袁探
讨艾灸疗效的可能机制遥

资料与方法

1摇 诊断标准

1郾 1摇 原发性痛经的诊断标准摇 参照叶原发性痛经

临床指南曳 咱7暂拟定院妇女在经前或行经数小时后出现下

腹疼痛袁可伴有腹泻尧恶心尧呕吐尧疲乏尧眩晕尧头痛等症

状袁偶尔发生晕厥及发热袁甚至影响工作及生活者袁经 B
超及妇科检查袁排除生殖器官明显的器质性病变遥

1郾 2摇 中医辨证分型标准 摇 参照叶中药新药临床

研究指导原则曳 咱8暂属寒湿凝滞证遥 主症院经前或经期小

腹冷痛袁得热则痛减袁月经后期量少袁经血黯而有瘀块袁

或如黑豆汁样曰次症院畏寒袁手足欠温袁带下量多曰舌脉

多为舌苔白腻袁脉弦或沉紧遥
2摇 纳入标准摇 渊1冤符合原发性痛经及寒湿凝滞

证的诊断标准曰渊2冤年龄 18耀30 岁未育妇女曰渊3冤病程

6 个月耀15 年曰渊4冤连续 3 个月经周期的平均疼痛程

度咱 采用视觉模拟评分 渊 visual analogue scale袁
VAS冤暂逸40mm 咱9暂遥

3摇 排除标准摇 渊1冤经 B 超及妇科检查袁合并有子

宫内膜异位症尧盆腔炎尧子宫腺肌病等疾病曰渊2冤月经

周期不规律者曰渊3冤妊娠尧准备妊娠或哺乳期妇女曰渊4冤
合并有心尧脑血管袁肝尧肾和造血系统等原发性疾病及

精神病患者曰渊5冤具备针灸学背景知识曰渊6冤曾接受过

针灸治疗者曰渊7冤针灸干预前 24 h 内服用止痛药曰渊8冤
阿司匹林过敏者遥

4摇 一般资料摇 60 例均为 2018 年 3 7月在上海

中医药大学招募的非针灸专业的原发性痛经患者袁符
合纳入标准遥 年龄 18~27 岁袁平均渊21郾 15依2郾 34冤岁袁
病程 2~8 年袁平均渊4郾 73依1郾 28冤年遥 另招募 20 名来

自上海中医药大学的健康志愿者作为健康对照组袁平
均年龄渊24郾 30依1郾 26冤岁遥

5摇 治疗方法摇 治疗组循脾经压出最痛点袁于月经

来潮前 7 天开始袁采用 5 年陈艾渊1郾 8 cm伊20 cm袁南
阳市卧龙汉医艾绒厂生产冤灸左下肢脾经压痛点袁以
患者局部皮肤有温热感而无灼痛感为适宜遥 每次

20 min袁1 周 3 次袁1 个月经周期 12 次袁共治疗 1 个月

经周期遥 对照组不予处理遥 并分别于治疗结束后 1尧2
个月进行 2 次随访遥 两组的经络定位参照叶腧穴名称

与定位曳 咱10暂 袁艾灸操作参照叶刺法灸法学曳 咱11暂 袁采用温

和灸操作方法遥
6摇 观察指标及方法

6郾 1摇 疼痛评价指标摇 采用 VAS 进行评分袁即院使
用一条长约 10 cm 的游动标尺袁一面标有若干刻度袁
野0冶表示无痛袁野10冶代表难以忍受的最剧烈疼痛袁测试

时受试者面对无刻度的一面袁根据个人感受的疼痛程

度在某一点做标记袁记录者面对有刻度的一面记录其

疼痛程度遥 得分越高袁表示痛经疼痛程度越严重遥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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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记录入组当天尧第 12 次治疗结束及第 1尧2 次随访结

束后痛经 VAS 读值遥
6郾 2摇 激光散斑仪检测穴区血流量摇 治疗组于第

1尧6尧12 次治疗前及第 1尧2 次随访应用 moorFLPI鄄2
型激光散斑血流成像系统渊北京吉安得尔科技有限公

司生产冤检测压痛点尧三阴交穴区血流量曰对照组检测

三阴交穴区血流量遥
7摇 统计学方法摇 采用 SPSS 23郾 0 统计软件进行

分析遥 计量资料用 x依s 表示遥 四次 VAS 值采用单因

素重复方差分析袁血流量治疗前后比较采用配对 t 检

验袁两组间比较采用两独立样本 t 检验遥 P<0郾 05 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遥
结摇 摇 果

1摇 脱落情况摇 治疗组因不能按时完成治疗及自

动退出试验者 6 例袁实际完成 54 例袁脱落率为 1郾 0%
渊6/60冤<15% 咱13暂 袁符合统计学要求袁对照组无脱落遥

2摇 治疗组治疗 12 次后及随访后 VAS 评分比较

渊图 1冤摇 治疗 12次后及两次随访 VAS 评分值均小于入

组当天 VAS评分袁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渊P<0郾 01冤遥

摇 摇 注院与入组当天比较袁 鄢P<0郾 01
图 1摇 治疗组治疗 12 次后及随访后 VAS 评分比较

3摇 两组三阴交穴区血流量比较渊表 1冤 摇 治疗组

治疗期间三阴交穴区血流量较对照组入组当天更高

渊P<0郾 01冤曰但随访期间两组三阴交穴区血流量比较袁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渊P>0郾 05冤遥

4摇 治疗组压痛点与三阴交穴区血流量比较渊表 2冤
治疗组治疗期间压痛点尧三阴交穴区血流量持续升高袁
随访期间血流量明显下降袁但压痛点血流量均高于三阴

交穴区血流量渊P<0郾 01冤遥

表 2摇 治疗组压痛点与三阴交穴区血流量比较摇 渊PU袁 x依s冤
时间

血流量

压痛点 三阴交穴区

入组当天 181援 60依121援 11* 161援 29依106援 45
第 6次治疗 205援 53依180援 88* 182援 30依145援 07
第 12 次治疗 227援 03依137援 25* 191援 62依108援 01
第 1次随访 102援 42依53援 17* 90援 64依47援 47
第 2次随访 87援 79依28援 13* 82援 31依28援 19

摇 摇 注院与三阴交穴区同期比较袁 鄢P<0郾 01

讨摇 摇 论

灸法是通过对经络穴位的温热性刺激袁加强机体气

血运行袁从而达到临床治疗目的遥 叶灵枢窑刺节真邪曳篇
指出院野脉中之血袁凝而留止袁弗之火调袁弗能取之冶遥 临

床和实验研究证实袁艾灸既可以缓解原发性痛经患者发

作时的疼痛程度及伴随症状袁还能对其进行有效的预

防咱14原16暂遥 本次临床结果显示袁在治疗 1 个月经周期后袁
痛经程度得到了明显的缓解袁并且在接下来的随访中袁
痛经程度一直保持在稳定的低水平状态遥 证明了艾灸

对于治疗寒湿凝滞型痛经患者有明显疗效遥
阿是穴既是机体内的病理生理状态在体表局部的

外在反应表象袁也是诊断治疗疾病的核心要点咱17暂遥 笔

者将循经压痛点作为治疗穴位袁临床上常用治疗原发

性痛经的三阴交作为参考穴位咱18暂 袁探究不同状态下压

痛点与三阴交穴区血流量的差异遥 结果显示袁痛经患

者治疗前压痛点血流量明显高于三阴交穴区袁治疗后

压痛点血流量下降更加明显袁说明所选取压痛点是最

佳的疾病反映点遥
有研究表明袁原发性痛经患者存在一定程度的子

宫微循环障碍袁常表现为子宫动脉血流速度减慢尧血流

阻力增大及血液瘀滞等咱19原21暂袁表现为局部任脉穴位血

流灌注降低袁体表红外温度降低咱22暂 袁故在与之相关的

远道脾经穴位上表现出血流量代偿性增加袁体表红外

温度升高咱23暂遥 同时艾灸通过影响微血管舒缩功能袁使
体内微循环血流重新分布袁改善子宫微循环袁最终缓解

痛经咱24原26暂 遥 本试验应用 moorFLPI鄄2 型激光散斑血

流成像系统检测不同状态下穴区血流量袁发现痛经患

者治疗前三阴交穴区血流量明显高于健康人遥 这可能

是局部穴区血流量代偿性增加所导致的遥
表 1摇 两组三阴交穴区血流量比较摇 渊PU袁 x依s冤

组别 例数
三阴交穴区血流量

入组当天 第 6 次治疗 第 12次治疗 第 1 次随访 第 2次随访

治疗 60 161援 29依106援 45* 182援 30依145援 07* 191援 62依108援 01* 90援 64依47援 47 82援 31依28援 19
对照 20 97援 27依61援 10 97援 27依61援 10 97援 27依61援 10 97援 27依61援 10 97援 27依61援 10

摇 摇 注院与对照组同期比较袁 鄢P<0郾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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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治疗过程中袁艾灸作为一种热刺激袁通过局部物理的

热传导引起局部穴区血流量持续上升袁在治疗结束后袁
人体的微循环血流量重新分布袁使得压痛点尧三阴交穴

区血流量下降袁并且趋于正常状态血流量遥
综上袁艾灸通过改善人体微循环血流量使穴区代

偿性的血流增加恢复正常状态遥 本试验的不足之处在

于缺少健康受试者动态的血流量变化及局部任脉穴位

血流量的对比遥 对此袁笔者将在接下来的研究中进一

步观察尧探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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