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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证针刺治疗功能性消化不良的临床观察

杨"洋#

"艾"芬#

"马朝阳!

"万文俊!

"李海燕!

摘要"目的"观察辨证针刺与普通针刺治疗功能性消化不良!

FG?BH03?<1 I>J.6.J0<

"

KC

#的疗效差异$

方法"采用
:=B61

软件随机数分组技术将
9"

例
KC

患者分为辨证针刺组!

&%

例#和普通针刺组!

&7

例#$

辨证针刺组取中脘%天枢%足三里为主穴"并根据患者症状辨证分型后选取不同的配穴进行治疗$ 普通针刺

组仅选取与辨证针刺组相同的主穴进行治疗$ 两组患者均每天针刺
#

次"每次
&" ;0?

"

7

天
#

个疗程"

共
!

个疗程$分别于治疗前%

!

个疗程后测定患者的空腹胃泌素!

L<JH/0?

"

L-M

#%胃动素!

,3H010?

"

,*N

#水

平"评估治疗前%

!

个疗程后及治疗后
#

个月受试者的生活质量评分!

&7

#

0H6; MO3/H

#

F3/; P6<HO MG/Q6>

"

MK

#

&7

#及尼平消化不良指数!

56.6<? C>J.6.J0< )?I6=

"

5C)

#"

5C)

包括症状指数!

56.6<? C>J.6.J0<

M>;.H3; )?I6=

"

5CM)

#和生活质量指数 !

56.6<? C>J.6.J0< N0F6 RG<10H> )?I6=

"

5CNR)

#$ 结果

与本组治疗前比较"两组治疗
!

个疗程后
L-M

与
,*N

水平均增高!

S T"

!

"$

#"且辨证针刺组优于普通针刺

组!

S T"

!

"$

#$ 与本组治疗前比较"两组患者
!

个疗程后及治疗后
#

个月
MK

#

&7

及
5CNR)

评分均增高

!

S T"

!

"$

#"

5CM)

评分下降!

S T"

!

"$

#&与普通针刺组比较"辨证针刺组
!

个疗程后及治疗后
#

个月
MK

#

&7

及
5CNR)

评分均明显增高!

S T"

!

"$

"

S T"

!

"#

#"治疗后
#

个月
5CM)

评分低于普通针刺组!

S T"

!

"#

#$

结论"辨证针刺能明显改善
KC

患者的消化不良症状并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临床疗效显著$

关键词"功能性消化不良&针刺&辨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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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性消化不良$

FG?BH03?<1 I>J.6.J0<

!

KC

%是反

复或持续出现餐后饱胀不适)早饱)上腹痛或上腹烧灼感!

伴有食欲不振)嗳气)恶心或呕吐等症状!经实验室检查排

除引起这些症状的器质性疾病的一组临床综合征* 它是

一种常见的消化系统疾病!其发病率高达
!"a

$

$%a

!约

占消化科门诊的
%"a

'

#

(

!属中医学之+胃脘痛,)+痞满,)

+纳呆,等病症范畴* 现代研究证明针刺治疗功能性消化

不良有效'

!

!

&

(

!但是目前国内针刺治疗缺乏统一的辨证分

型和疗效评定标准!选穴混乱!无法确定最有效的选穴配

方!从而无法评价各种方法的差异性'

%

(

* 针对上述问题!

本课题分别采用辨证针刺)普通针刺对
KC

患者进行治

疗!通过比较两种方案的治疗效果!以期为针刺治疗功能

性消化不良的治疗方案和选穴标准提供一定参考!并进

一步对其机制进行研究!现报道如下*

资料与方法

#

"诊断标准"

KC

西医诊断标准#符合
!""7

年

罗马
!

学术委员会制定的
KC

诊断标准'

$

(

* 中医辨证

分型标准#参照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消化系统疾病专

业委员会
!""%

年通过的功能性消化不良的中西医结

合诊治方案$草案%

'

7

(

!将
KC

分为肝气郁结证)脾胃气

虚证)肝气犯胃证及湿热滞胃证
%

型*

!

"纳入标准"$

#

%符合
KC

诊断标准及中医辨

证分型标准&$

!

%年龄
#b c 7$

岁&$

&

%在治疗前至少

#$

天内没有服用过任何胃肠促动力药!未参加其他临

床研究者&$

%

%签署知情同意书*

&

"排除标准"$

#

%精神病患者&$

!

%恶性肿瘤或

患有其他严重消耗性疾病者&$

&

%易合并感染及出血

者&$

%

%合并心血管)肝)肾)消化)造血系统等严重原

发性疾病者&$

$

%孕妇及哺乳期妇女&$

7

%依从性差者*

%

"一般资料"

9"

例均为
!"##

年
7

月-

!"#!

年

#!

月武汉市中心医院急诊科)康复科)消化科的住院

部及门诊
KC

患者* 对所有入选的患者进行编号!采

用电脑软件随机分组法即
:=B61

随机数分组技术将所

有患者随机分为辨证针刺组 $

&%

例%)普通针刺组

$

&7

例%*两组患者年龄)病程及病情比较$表
#

%!差异

均无统计学意义$

S d"

!

"$

%*

表
#

#两组一般资料比较

项目 辨证针刺组$

&%

例% 普通针刺组$

&7

例%

性别$男
E

女%

#8E#$ #9E#8

年龄$岁!

=

%

J

%

&$

&

7b

%

$

&

&% &&

&

&$

%

%

&

!7

病程$月!

=

%

J

%

%$

&

"#

%

9

&

#! %&

&

#!

%

7

&

&%

病情$例%

"上腹痛
#& #"

"上腹烧灼感
#" ##

"餐后饱胀不适
#b #8

"早饱感
## 8

"食欲不振
!& !%

"反酸
#9 !"

"恶心或呕吐
9 8

"嗳气
## #"

""注#病情中多数患者同时伴有数个症状

$

"治疗方法

$

!

#

"针刺取穴"辨证针刺组进行辨证分型并给

予配穴主穴 $每种证型均应选取%# 中脘)天枢 $双

侧%)足三里$双侧%* 配穴#肝气郁结证配膻中)章门&

脾胃气虚证配脾俞)胃俞&肝气犯胃证配期门)太冲&湿

热滞胃证配阴陵泉)内庭* 普通针刺组#取与辨证针刺

组相同的主穴进行治疗!不进行辨证分型!无其他辅助

用穴* 穴位定位参照沈雪勇所著.经络腧穴学/

'

9

(

*

针具选择#选用苏州医疗用品厂生产的华佗牌一次性

针灸针! 规格为
&"

号
#

!

"

$

!

!

"

寸毫针*

$

!

!

"针刺方法"患者取卧位或坐位!常规消毒

后!针身与皮肤呈
#$

'

c8"

'!进针深度
"

!

$

$

#

!

$

寸*

针刺后提插捻转至得气!频率约
b"

次
E;0?

!捻转幅度

为
8"

'

c#!"

'!提插幅度为
! c& ;;

* 接南京济生医

疗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
P-5M

#

!""-

型韩氏穴位神

经刺激仪!选连续波!频率
!E#"" PY

!以患者耐受为

度!留针
&" ;0?

* 两组均每天针刺
#

次!连续
7

次治

疗为
#

个疗程!疗程间休息
#

天!共
!

个疗程*

7

"观察指标及检测方法

7

!

#

"胃泌素$

L<JH/0?

!

L-M

%)胃动素$

,3H010?

!

,*N

%水平测定"采用放射免疫法* 放射试剂采用北

京福 瑞 生 物 公 司 生 产 提 供 $批 号#

!"#"#!!b

!

!"###"!&

%! 放射免疫室采用
L'

#

#!"""

放射免疫计

数器检测* 分别于治疗前后上午
b

#

""

抽取空腹血液

! ;N

进行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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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

"健康相关生活质量评分$

&7

#

0H6; MO3/H

#

F3/; P6<HO MG/Q6>

!

MK

#

&7

%"按积分法'

b

!

8

(计分后!

采用极差法计算总的转化分* 公式#转化分
e

'$原始

分数(最低可能分数%

E

$最高可能分数 (最低可能分

数%( )

#""

* 得分越高表明生活质量越高*

7

!

&

"尼平消化不良指数评分$

56.6<? C>J.6.

#

J0< )?I6=

!

5C)

%"包括症状指数$

56.6<? C>J.6.J0<

M>;.H3; )?I6=

!

5CM)

%和生活质量指数 $

56.6<?

C>J.6.J0< N0F6 RG<10H> )?I6=

!

5CNR)

%

'

#"

(

*

5CM)

总

分
e

症状出现的频率
f

程度
f

影响度!分值越高表明患

者症状越重*

5CNR)

得分转换#首先将各个条目的原

始分相加为
M

!总的最小分为
,

$每个条目最小可能得

分的总和%!

[

$总的得分的最大范围%!则转换后的总得

分
e#""

(0'$

M

(

,

%

E[

( )

#""

1* 得分越高!表明患

者生活质量越高*

MK

#

&7

及
5C)

评分表均于治疗前)

!

个疗程后及治疗后
#

个月由受试者填写*

9

"统计学方法"采用
MSMM #8

!

"

统计软件进

行分析* 计量资料以
=

%

J

表示!两组间比较用成组
H

检验!不满足条件者用秩和检验*

S T"

!

"$

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结""果

#

"脱落情况"治疗过程中!辨证针刺组脱落
!

例

$因晕针自行退出
#

例!因个人事件不能按时接受治

疗
#

例%&普通针刺组脱落
$

例$因故不能按时治疗

!

例!因要求其他治疗方式中断
#

例!自行要求退出治

疗
#

例!因晕针退出
#

例%*

!

"两组治疗前)

!

个疗程后
L-M

及
,*N

水平比

较$表
!

%"与本组治疗前比较!两组患者治疗
!

个疗

程后的
L-M

水平与
,N*

水平均明显增高 $

S T

"

!

"$

%!且辨证针刺组较普通针刺组增高更明显

$

H

L-M

e!

!

"87

!

H

,*N

e!

!

%%#

!

S T"

!

"$

%*

&

"两组
MK

#

&7

)

5CM)

及
5CNR)

比较 $表
&

%"

与本组治疗前比较!两组患者治疗
!

个疗程后)治疗后

#

个月
MK

#

&7

评分)

5CNR)

评分均明显增高!

5CM)

评

表
!

#两组治疗前)

!

个疗程后
L-M

及

,*N

水平比较"$

?@EN

!

=

%

J

%

组别"" 例数 时间
L-M ,*N

辨证针刺
&!

治疗前
$#

&

b#

%

#$

&

b! ##"

&

8%

%

&7

&

"!

!

个疗程后
7$

&

&b

%

#8

&

!7

!"

#$#

&

&b

%

&b

&

#!

!"

普通针刺
&#

治疗前
$!

&

&8

%

#b

&

#$ ###

&

89

%

&$

&

$9

!

个疗程后
$7

&

"7

%

#$

&

97

!

#!8

&

"&

%

&%

&

&9

!

""注#与本组治疗前比较!

!

S T "

&

"$

&与普通针刺组同期比较!

"

S T"

&

"$

分降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S T"

!

"$

%&与普通针刺

组比较!辨证针刺组
!

个疗程后)治疗后
#

个月
MK

#

&7

及
5CNR)

评分均增高$

S T"

!

"$

!

S T"

!

"#

%!治疗后

#

个月
5CM)

评分与普通针刺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

S T"

!

"#

%*

讨""论

中医学认为
KC

多由情志内伤)饮食伤胃)劳倦伤

脾所致! 基本病机是肝郁气滞)脾运失职)胃失通降*

本病病位在胃!涉及肝脾两脏* 治疗上实者应施以理

气消食!虚者重在健脾和胃!对于虚实并见之候!宜攻

补兼施!补消并用* 现代研究证明!针灸治疗
KC

的主

要作用机制在于调节胃肠激素分泌)影响神经通路)改

善胃肠运动功能等几方面'

##

(

#%

(

* 本课题组从中医学

基础理论出发!立足整体!以中脘)足三里)天枢三穴为

主穴!三穴远近配伍!既调理胃肠腑气!又运转腹部气

机!再根据患者症状辨证分型后选择合适的配穴进行

治疗!结果提示!采用辨证针刺治疗
KC

!既能改善患者

的胃肠激素水平!还能明显提高患者生活质量!较普通

针刺法治疗
KC

疗效更好*

随着对胃肠激素的认识的深入!目前已知胃肠激

素对消化系统的生理功能具有重要的调节作用!其中

,*N

与
L-M

的分泌异常被认为与
KC

的发病有较密

切的关系'

#$

(

*

L-M

由胃窦黏膜中的
L

细胞产生后引

起胃酸分泌!并促进胃的运动*

,*N

产生并分布于十

二指肠和近端空肠黏膜隐窝中
,3

细胞!能引起胃)小

肠)结肠及食管下端扩约肌收缩! 从而促进胃排空)小

表
&

#两组
MK

#

&7

)

5CM)

及
5CNR)

评分比较"$分!

=

%

J

%

组别 例数 时间"""

MK

#

&7 5CM) 5CNR)

辨证针刺
&!

治疗前
7#

&

$8

%

&

&

7& %8

&

b%

%

##

&

%9 $%

&

%%

%

$

&

8!

!

个疗程后
b%

&

$%

%

$

&

8&

!"

#b

&

8%

%

8

&

&"

!

9#

&

%!

%

9

&

!&

!"

治疗后
#

个月
b#

&

#8

%

%

&

!7

!""

!"

&

bb

%

8

&

&!

!""

9$

&

$&

%

$

&

&"

!""

普通针刺
&#

治疗前
7!

&

7"

%

%

&

%% $"

&

7b

%

8

&

78 $&

&

%7

%

$

&

97

!

个疗程后
b#

&

%%

%

7

&

!!

!

!#

&

!&

%

b

&

&8

!

7&

&

##

%

9

&

"7

!

治疗后
#

个月
9$

&

%#

%

%

&

&&

!

!9

&

%$

%

8

&

%8

!

$8

&

"b

%

$

&

$7

!

""注#与本组治疗前比较!

!

S T"

&

"$

&与普通针刺组同期比较!

"

S T"

&

"$

!

""

S 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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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4 &$

!

53

!

%

肠及结肠蠕动* 但也有不少报道指出这种胃肠激素的

改变与患者的症状改变未呈现特异的相关性'

#7

(

!其评

价疗效有待商榷* 为此!本课题另外选用了
MK

#

&7

及

5C)

两个量表指标来观察辨证针刺治疗
KC

的临床

疗效*

量表是临床症状与生活质量相结合的疗效评价体

系* 在国外!神经康复科医生已经开始运用量表在治

疗前对患者的病情进行评估!通过评估结果制定与之

相对应的治疗措施!进而提高临床疗效'

#9

(

*

MK

#

&7

是

美国波士顿健康研究所研制的简明健康调查问卷!从

生理)情感)精神等
b

个维度来评估患者的生存质量!

系统全面*

5C)

是从患者症状改善程度以及精神)行

为)饮食)睡眠
%

个基本生活层面来评估患者的生活质

量*

MK

#

&7

与
5C)

均被广泛用于人群的生活质量测

定及实验效果评价等!其信度及效度得到国内多位学

者的肯定'

#b

!

#8

(

*

本研究通过观察
KC

患者胃肠激素水平的变化及

国际通用的生活质量评价体系的评分变化来判断
KC

的疗效!结论客观可靠* 研究结果显示!治疗结束后辨

证针刺的治疗效果优于普通针刺法!说明辨证针刺能

够更好的改善患者的症状!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治

疗后
#

个月随访时与普通针刺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说明辨证针刺疗效更持久* 两组患者
L-M

)

,*N

水平的变化!说明不同的配穴方案在治疗
KC

时

疗效有差异性!而辨证针刺组患者的改善更明显!提示

疗效更好* 由此可见!对患者的病情进行评估分型!采

取合适的治疗方案对
KC

的治疗有重要意义* 但是辨

证针刺治疗
KC

是否能持久有效还需进一步随访观

察!且本研究中辨证针刺组!仅对纳入患者的病情和选

穴进行辨证!而辨证针刺组中各证型之间的选穴及治

疗效果差异!尚需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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