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

!

基
础
研
究
!

""""""""""

"
"

""""""""""

"
"

#

#

#

#

特约栏目 江中集团

灸感法与红外法检测支气管哮喘!慢性持续期"患者
肺俞穴热敏态的对比研究$

%

!陈日新!陈明人!李巧林!!"#江西中医学院附属医院!南昌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热敏灸重

点研究室!南昌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腧穴敏化三级实验室!南昌 $$%%%&#

摘要!目的!对支气管哮喘"慢性持续期#患者肺俞穴热敏态分别用灸感法与红外法进行检测对比$探讨腧穴热敏态红外客观

显示的可能性% 方法!选取支气管哮喘"慢性持续期#患者 () 例"肺俞穴 )* 穴#$其中男 '' 例$女 '+ 例% 灸感法以艾灸后热

感扩散或传导的长径
&

"% ,-为肺俞穴区热敏态阳性&红外法以
!

艾灸前肺俞穴区高于对照点区平均温度的差值
"

.

&

%#$ /

为肺俞穴区热敏态阳性&或
#

艾灸肺俞穴区后沿肩背部产生片状扩散的红外辐射增强区域"温度升高 %#0/以上#的长径
&

"%

,-为肺俞穴区热敏态阳性% 比较两种方法对支气管哮喘"慢性持续期#患者肺俞穴区热敏态的检测差异% 结果!支气管哮喘

"慢性持续期#患者肺俞穴区呈热敏化态时$其红外辐射强度多呈现高温特征$与灸感法比较$其敏感性"真阳性率#为 &)#

%1$特异性"真阴性率#为 &(#$1$准确性为 &&#+1&艾灸热敏态肺俞穴区后$产生明显的沿肩背部片状扩散的红外辐射增强

区域$与灸感法比较$其敏感性"真阳性率#为 +)#$1$特异性"真阴性率#为 +0#%1$准确性为 ++#'1% 结论!""#支气管哮喘

"慢性持续期#患者肺俞穴区热敏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被红外成像客观显示% "'#艾灸热敏态腧穴产生的腧穴热敏现象"如扩

热'传热#$不仅可以被受试者主观感觉$而且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也能被红外成像客观显示%

关键词!热敏化&红外辐射&客观显示&肺俞穴

中图分类号!2'(0!!文献标识码!3

!!支气管哮喘属于中医学哮病范畴$是由于宿痰

伏肺$遇诱因或感邪引触$以致痰阻气道$肺失肃降$

气道挛急所致发作性的痰鸣气喘疾患% 发作时喉中

哮鸣有声$呼吸气促困难$甚则喘息不能平卧为主要

表现&"'

% 热敏灸治疗该病有较好疗效 &''

% 由于热

敏灸是基于选择热敏腧穴进行艾灸的新疗法$而目

前腧穴热敏态主要以艾灸时患者产生的透热(传热(

扩热(局部不!微#热远部热(表面不!微#热深部热

和非热觉等 & 种主观感觉为标准$其客观显示方法

与指标尚未见报道% 本项研究采用热断层扫描成像

!445#技术与热敏灸感探测技术$对支气管哮喘

!慢性持续期#患者肺俞穴热敏态进行检测对比研

究$探讨腧穴热敏态红外客观显示的可能性%

"!资料与方法

"#"!研究对象

共收集支气管哮喘!慢性持续期#患者 () 例

!肺俞穴 )* 穴#$均为江西省中医院住院或门诊患

者% 经灸感法探测$剔除透热(局部不!微#热远部

热(表面不!微#热深部热和非热觉热敏态类型肺俞

穴 (' 穴$实际纳入扩热与传热 ' 种热敏态类型与非

热敏态肺俞穴 0+ 穴%

"#'!诊断'纳入及排除标准

"#'#" 诊断标准!参照)支气管哮喘防治指

南*+

&$'

,'",

!!"#$%&"!'()$#* '+,)#-","'$#* ./"$01020-"."$0

$

国家-十一五.科技支撑计划项目+'%%&637"'6%( 8'"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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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复发作喘息(气急(胸闷或咳嗽$多与接触变

应原(冷空气(物理(化学性刺激(病毒性上呼吸道感

染(运动等有关% !'#发作时在双肺可闻及散在或

弥漫性$以呼气相为主的哮鸣音$呼气相延长% !$#

上述症状可经治疗缓解或自行缓解% !(#除外其它

疾病所引起的喘息(气急(胸闷和咳嗽% !0#临床表

现不典型者!如无明显喘息或体征# 应至少具备以

下一项试验阳性+

!

支气管激发试验或运动试验阳

性"

#

支气管舒张试验阳性&一秒钟用力呼气容积

!.:;"#增加 "01以上$且 .:;" 增加绝对值 <'%%

-='"

$

最大呼气流量!>:.#日内变异率或昼夜波

动率
&

'%1%

符合!" ?(#条或!(#(!0#条者$可以诊断为支

气管哮喘%

"#'#'!分期!$"

!根据临床表现哮喘可分为急性发

作期!@AB,@CDBEFGH#(慢性持续期!I@CJFJE@HE#和缓解

期% 慢性持续期是指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每周均不

同频度和!或#不同程度地出现症状!喘息(气急(胸

闷(咳嗽等#"缓解期是指经过或未经治疗$症状(体

征消失$肺功能恢复到急性发作前水平$并维持 ( 周

以上%

"#'#$!纳入标准!!"#支气管哮喘!慢性持续

期#的诊断标准"!'#年龄 "* 8&0 岁"!$#受试者神

志正常$言语清晰$行为配合$能正确表达灸感"

"#'#(!排除标准!!"#受试者被探查部位皮

肤缺损(溃疡等不适宜施行温和灸者"!'#合并有

肝(肾和造血系统等严重危及生命的原发性疾病以

及精神病患者(妊娠或哺乳期妇女% !$#可造成气

喘或呼吸困难的其它疾病患者如支气管扩张(肺心

病(肺纤维化(肺结核(肺脓疡等%

"#$!445扫描数据采集

!"# 检测仪器+采用北京贝亿医疗器械有限公

司生产的4K78'" 型热断层扫描成像系统!445#%

!'#检测环境+检测室安静$密闭$不透光$温度控制

在 '' 8'0 /% !$#测量姿势设定+患者两手臂自然

下垂$置于身体两侧$肩背部正对检测仪器$以便重

点采集肺俞穴区(对照点区艾灸前后的红外辐射信

息% 设计一套固定的扫描姿势$按照面部(后头部(

背部(腰部(下肢后面(下肢正面(腹部(胸部(胸部左

侧位(胸部右侧位的顺序进行全身扫描$以完全收集

患者全身红外辐射信息% !(#检测流程+

!

检测准

备+患者进入检测室内$填写病例观察表$并对其说

明测量姿势及相关注意事项$静候 $% 分钟后%

#

图

像采集+在自然状态下根据观察标准采集红外热像

图$并重点采集肺俞穴区红外热像图%

#

灸感法肺

俞穴热敏检测+图像采集完毕$受试者回到治疗室$

接受灸感法肺俞穴热敏检测!艾条悬灸 "% 分钟#%

$

"% 分钟艾条悬灸结束后$受试者再次进入检测室

内$进行第 ' 次全身红外辐射图像采集$重点采集两

肩背部的红外辐射信息$记录艾灸反应区域的长径%

"#(!灸感法腧穴热敏态检测

按陈日新报道的灸感法对腧穴热敏态进行定性

检测&('

% 灸感法腧穴热敏探查过程中$可能产生透

热(传热(扩热(局部不!微#热远部热(表面不!微#

热深部热和非热觉等 & 种受试者可明确感知的反

应$出现其中一种或一种以上即可认定为该腧穴为

热敏化态$即该腧穴热敏态阳性% 本试验仅观察 &

种热敏态阳性类型中的扩热与传热 ' 种!剔除透

热(局部不!微#热远部热(表面不!微#热深部热和

非热觉 ( 种热敏态类型#% 艾条直径 '' --%

"#0!观察方法

!"# 肺俞穴区与对照点区设定+肺俞穴按全国

统编教材)针灸学*第 & 版定位$仅观察左侧肺俞

穴"对照点区设定为左侧肺俞穴旁开 ( 寸的半径 "#

% ,-的非经穴圆形区域% !'# 观察指标+灸感法以

热感扩散或传导的长径
&

"%,-为肺俞穴区热敏态

阳性$反之L"%,-为肺俞穴区热敏态阴性% 红外法

以
!

肺俞穴区与对照点区平均温度的差值
"

.

&

%#

$/为肺俞穴区热敏态阳性!由成像系统自动计算

得出$单位/#$反之 L%#$/为肺俞穴区热敏态阴

性"

#

艾灸肺俞穴区后沿肩背部产生片状扩散的红

外辐射增强区域!温度升高 %#0/以上#的长径
&

"%,-为肺俞穴区热敏态阳性!由成像系统自动计算

得出$单位/#$反之 L"%,-为肺俞穴区热敏态阴

性%

'!结果

'#"!支气管哮喘"慢性持续期#患者肺俞穴区热敏

态灸感法与艾灸前红外法两种检测法的比较!见表

"%

表 "!肺俞穴区热敏态灸

感法与艾灸前红外法两种检测法的比较

组别
H

!穴#

灸感法热敏
态阳性!个#

灸感法热敏
态阴性!个#

敏感性1

!真阳性率#

特异性1

!真阴性率#

准确性1

红外法热敏态阳性!个# $% '%!3# "% !6#

红外法热敏态阴性!个# '+ )!9# "*!M#

&)#%

3N3O9

&(#$

MN6OM

&&#+

3OMNP

总例数!个# 0+!P# ')!3O9# '*!6OM#

!!表 " 结果显示$支气管哮喘!慢性持续期#患者

肺俞穴区发生热敏化时$其红外辐射强度多数显示

高温特征$与灸感法比较$其敏感性!真阳性率#为

&)#%1$特异性!真阴性率#为 &(#$1$准确性为 &&#

+1%

'#'!支气管哮喘"慢性持续期#患者肺俞穴区热敏

,$",

江西中医药 '%"" 年 " 月第 " 期总 (' 卷第 $$+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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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灸感法与艾灸后红外法"见图 & 8图 )#两种检测

法的比较

见表 '%

表 '!肺俞穴区热敏态灸

感法与艾灸后红外法两种检测法的比较

组别 3!穴#

灸感法热敏
态阳性!个#

灸感法热敏
态阴性!个#

敏感性1

!真阳性率#

特异性1

!真阴性率#

准确性1

红外法热敏态阳性!个# $% '$!3# +!6#

红外法热敏态阴性!个# '+ &!9# '"!M#

+)#$

3N3O9

+0#%

MN6OM

++#'

3OMNP

总例数!个# 0+ !P# ')!3O9# '*!6OM#

!!表 ' 结果显示$艾灸支气管哮喘!慢性持续期#

患者肺俞穴区后$发生热敏化的肺俞穴区产生明显

沿肩背部片状扩散的红外辐射增强区域$与灸感法

比较$其敏感性!真阳性率#为 +)#$1$特异性!真阴

性率#为 +0#%1$准确性为 ++#'1%

$!讨论

支气管哮喘!简称哮喘# 是由多种细胞!如嗜

酸性粒细胞(肥大细胞(4淋巴细胞(嗜中性粒细胞(

气道上皮细胞等# 和细胞组分参与的气道慢性炎症

性疾患&0'

% 这种慢性炎症导致气道反应性的增加$

通常出现广泛多变的可逆性气流受限$引起反复发

作性的喘息(气急(胸闷或咳嗽等症状$常在夜间和

!或# 清晨发作(加剧$西医治疗哮喘已取得较大突

破$但在远期疗效和预后的评价上并不令人十分满

意%

虽然针灸治疗哮喘目前已在临床发挥出了一定

的优势$但至今为止$人们对腧穴的认识仅仅停留在

对传统腧穴的字面诠释与临床应用$临床医生多注

重腧穴配伍(辨证选穴$临床研究局限在基于腧穴是

一种固定部位!静息态#的效应研究$尚未充分认识

到腧穴治疗效应产生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是当人体

处于不同机能状态!健康或疾病状态#时$腧穴呈不

同的状态!静息态或敏化态#% 且由于对哮喘病因

病机和辨证分型的认识不一$针灸治疗选穴处方繁

多且不统一"灸法研究多为有损伤的天灸和化脓灸$

并未形成规范化的优化治疗方案$不利于研究成果

的推广和交流%

腧穴热敏化学说的提出则认识到了腧穴随人体

体状态变化而变化这一重要现象$且通过对这一现

象的总结$发现了其内在规律% 腧穴热敏化是一种

腧穴敏化新类型$其主要表现形式是透热(扩热与传

热% 以相同艾火(相同距离在热敏穴和非热敏穴上

施灸时$非热敏穴出现灼痛$而热敏穴不但无灼痛$

而且感觉舒适$并且极易激发感传令热感渗透远传$

达到-气至病所.的效果$从而显著提高临床疗

效&& 8)'

%

背俞穴循经感传的研究结果表明$背俞穴的感

传不仅与各自相对应的脏腑$而且与十二经脉息息

相通&"%'

% 肺俞穴为足太阳膀胱经穴$肺脏的背俞

穴$为肺脏经气转输之处$是临床诊治肺系疾病的重

要穴位% )甲乙经*曰+-治肺寒热$呼吸不得卧$上

气呕沫$喘$气相迫逐$胸满肋膺急$息难.% 支气管

哮喘是肺脏疾病的常见病证$对于支气管哮喘!慢

性持续期#患者$肺俞穴区往往是腧穴热敏化现象

的高发区之一$在此区域进行艾条悬灸$多能产生扩

热(透热(传热的腧穴热敏化感传现象% 本研究结果

显示$在 445成像中$多数支气管哮喘!慢性持续

期#患者的肺俞穴区呈现高温态$与灸感法比较$其

敏感性!真阳性率#为 &)#%1$特异性!真阴性率#

为 &(#$1$准确性为 &&#+1% 表明支气管哮喘!慢

性持续期#患者肺俞穴区热敏态在一定程度上可被

红外成像客观显示% 对肺俞穴区艾灸后$处于热敏

化态!如扩热(传热类型#的肺俞穴区$其艾灸反应

区域在红外成像中呈现沿沿肩背部扩散的片状高温

区$与灸感法比较$其敏感性!真阳性率#为 +)#$1$

特异性!真阴性率#为 +0#%1$准确性为 ++#'1%

表明艾灸处于热敏化态!如扩热(传热类型#的肺俞

穴$其热敏反应!如扩热(传热#在一定程度上能通

过445红外成像客观显示$这对热敏灸的动物实验

研究可能将提供一个可以参考的客观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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