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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针、电针、温灸对穴位 NO含量影响的
实验比较观察元

阴贲 卉 荣培晶元元 高昕妍 李 亮 何 伟
（中国中医科学院针灸研究所机能研究室 北京 100700）

摘 要：目的：通过观察不同刺激方法对人体穴位一氧化氮（Nitric Oxide, NO)含量的影响，探讨
不同治疗方法的作用机理。方法：对 47例提供了知情同意书的健康志愿受试者进行实验。其中电针
组 11例，男性 5 例，女性 6 例；手针组 13例，男性 7 例，女性 6例；温灸组 16例，男性 8 例，女性 8
例；非刺激对照组 7例，男性 4例，女性 3例。年龄在 25~45周岁。分别选取手厥阴心包经的间使穴和
足太阳膀胱经的承山穴作为刺激穴位，并分别施以电针、手针、温灸刺激，对照组不给予刺激。分别在

同侧经脉的郄门穴和承筋穴对穴位 NO进行微透析采集并分析，比较不同刺激方法对 NO含量的影
响。结果：温灸组皮肤穴位 NO含量高于电针组，电针组高于手针组，所有刺激组高于非刺激对照组
（P约0.05）。结论：虽然不同的刺激方法对穴位 NO含量的影响不同，但 3种刺激方法均可使穴位 NO
含量显著升高。因此，穴位 NO的表达可能是针灸作用的共同物质基础之一。
关键词：手针 电针 温灸 一氧化氮

一氧化氮（Nitric Oxide, NO)是一种可高度弥散
的自由基，它参与机体多种生理与病理功能的调节、

神经信息的传递等，是一种重要的信使分子和效应

分子 [1]。NO在对疾病的治疗中具有复杂的双向调节
作用 [2~3]，NO合成得过多或不足与许多疾病的发生机
制有关[4~5]。进入 20世纪 90年代，有关 NO的研究跨
入一个迅猛发展的阶段，成为生物医学研究领域的

热点和前沿课题之一。许多研究证实，NO的生物学

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手针、电针及灸法是临床上常用的治疗方法，

但由于刺激方式及强度不同等，传统手针、电针与

灸法在临床治疗中的作用也不尽相同 [6~8]。有研究表
明 [9]，电针在对于痛症及神经损伤的治疗中具有优
势，手针则在对机体的免疫调节方面存在优势，温

灸是以温通经络、活血通痹为主要功能特点，在治

疗因寒症引起的疾病中效果显著。手针、电针和温

灸虽然在传递途径上可能存在差别 [10 ~11]，但都能起
到治疗疾病的作用，这其中是否存在着某些内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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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实验结果

元P约0.05与对照组比较；绎P约0.05与手针组比较；银P约0.05与电针组比较。

图 1 刺激及 NO收集部位示意图

相关因素还有待进一步探讨。本实验选用手针、电

针和温灸的刺激方法，观察不同方法刺激对人体穴

位 NO含量的影响。
一、材料与方法

1. 实验分组
（1）手针组。
13例，男性 7例，女性 6例。实验中分别选取手

厥阴心包经的间使穴和足太阳膀胱经的承山穴作为

针刺部位。同时分别在同侧经脉的郄门穴和承筋穴

对局部皮下 NO进行收集。针刺选用 0.25mm伊25mm
毫针，轻刺入穴位约 5耀10mm，手针操作以每分钟 60
次的频率，捻转行针 2min，直到得气。留针 20min，每
5min行针 1次。
（2）电针组。
11例，男性 5例，女性 6例。方法：使用 Skylark

SK-700B 型刺激器，强度 1.0mA ，频率 20Hz，波宽
1.0m sec ，刺激 20min，穴位同前。
（3）温灸组。
16例，男性 8例，女性 8例。方法：采用 NTE-2A

热刺激探头（Thermal Probe and Controller）在手厥阴
心包经的间使穴和足太阳膀胱经的承山穴给与热刺

激 20min。
（4）对照组。
7例，男性 4例，女性 3例。实验时不给予刺激，

同样在郄门穴和承筋穴对局部皮下 NO进行收集。
2. 局部皮下 NO的收集与测定
实验前所有受试者需静坐 15min，心情

放松。女性受试者避开月经期。室温保持在

23耀25益。实验时，分别对 3组受试者在手厥
阴心包经的间使穴和足太阳膀胱经的承山穴

施以手针、电针和温灸刺激各 20min。然后,采
用微透析方法在同侧经脉的郄门穴和承筋穴

收集 NO 20min，见图 1。
在进行膀胱经的微透析时，受试者采取

腹卧位于诊疗台上，在做手厥阴心包经的微

透析时，身体保持坐姿，手臂与心脏维持在

同一水平。实验前后，分别对受试者各测量

一次血压和心率，所有测量指标均在正常值

范围。

收集 NO 前，先用无菌蒸馏水在心包
经的郄门穴和膀胱经的承筋穴进行擦拭，

以保证收集部位的皮肤清洁。然后将 NO 无菌收集
管分别贴敷在上述部位（注意塑料管两端要密封，

管壁要与皮肤紧密接触，避免实验时有液体渗

出）。然后将 NO 清除化合物 4-甲基 3-氧化二苯
（PTIO) 以 1 颐9 的比例溶解于透析底液（VanadiumI原
II/HCl）中进行稀释，再将该溶液注入微透析管内。
微透析管贴附于皮肤穴位表面 20min，以吸收局部
皮下 NO。待 NO 收集完毕后，立即将透析液从微透
析管内抽出，放入另一无菌管内进行测定或冷冻

保存待测。

NO在生物体内含量低、半衰期短、易被氧化，因
此，对 NO分子的直接测定非常困难。本实验采用化学
发光法，通过测定 NO的稳定代谢产物硝酸根 NO3-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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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硝酸根 NO2-的含量来间接反映 NO含量的变化[12]。
3. 统计学分析
所有数据使用通用的数据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学

处理，并以独立 t检验对实验数据进行显著性分析，
以 P约0.05 作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检测标准。实验
结果以直方图形式显示，见图 2。

二、结 果

本研究采用独立 t 检验对实验数据进行显著性
分析。分别将手针组、电针组、温灸组及非刺激对照

组的 NO 含量进行比较。结果显示，各组间 NO含量
的比较均有显著性差异（P约0.05）。其中温灸组高于
电针组，电针组高于手针组，所有刺激组均高于非

刺激对照组。承筋穴的温灸组与电针组比较，温灸

组 NO 含量有明显高于电针组的趋势，但无显著性
差异。

三、讨 论

一氧化氮（NO）是一种具有生物活性的气体小分
子物质，其化学性质活泼，极易穿过细胞膜扩散到机

体的各个部位，参与机体生理与病理功能的调节。因

此，NO 既是维持生理条件下稳态平衡的重要物质，
也是很多疾病发病机制中的关键因素，在维持机体

正常生理功能活动中具有复杂的双向调节作用[2~3]。NO
就像一种神经递质，具有广泛的信号机制和功能，而

且其在体表的表达与经络或穴位上的功能活动有关
[13]。皮肤中丰富的植物神经网是针灸信号传递的主
体，而经线上交感神经递质的富集性传递，与经络线

的特性有关[14]。NO能够激活中枢和周围神经系统释
放去甲肾上腺素（NE），而 NE 的传导对皮肤神经元
的交感神经激活起信使作用，使交感神经的活性增

强[15]，从而促成了穴位良导性。同时 NO是内皮细胞
结合间隙连接的有效调节因子，NO供体可通过减低
抑制性 (神经、肌肉) 接头电位而增进缝隙连接的交
流从而增强电导性 [16~17]。因此，认为穴位 NO含量的
增加是穴位活性的表达方式之一。

针法和灸法一直以来都是中医临床中常用的且

已被证明是十分有效的治疗方法。由于其操作简单、

无毒副作用，一直受到广大患者的普遍欢迎。近年

来，随着针灸器具的不断发展，治疗手段也趋于多样

化。但手针、电针和灸法仍然是针灸治疗中的主流方

法，并且在临床应用中表现出各自的优势，是互相不

可替代的。

有研究表明 [10]，手针与电针由于刺激方式不同，
传导途径也不尽相同，手针信息主要是在浅部-皮肤
中传递，电针信息则主要在深部组织中传递。而温灸

则是以温热作为刺激，其主要作用方式是通过热辐

射和热传导完成[11]。但无论手针、电针或温灸，在临床
应用中都能达到治疗疾病的作用，说明它们可能存

在着某些共同的物质基础。本研究结果表明，手针、

电针和温灸均能使穴位 NO含量升高，与对照组比较
有显著性差异，说明适宜的穴位刺激是针灸治疗疾

病的有效手段，而这种刺激所引起的穴位 NO含量的
变化，可能就是针灸作用的物质基础之一。温灸的作

用高于手针和电针，可能是因为温灸在穴位上的温

热刺激面积相对手针和电针的刺激面积大，而刺激

范围的扩大则对相邻穴位的影响增强，从而表现为

穴位 NO含量升高更加明显。从实验结果看出，电针
和手针虽同属于针刺，但作用程度也并不完全相同。

客观上讲，电针的作用不仅具有机械的刺激作用，还

有电流刺激作用，因此，电针的综合刺激作用要大于

手针，也就表现为电针刺激时穴位 NO含量高于手针
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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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ison of the Effects of Acupuncture, Electro-acupuncture and Warm-moxibustion
at Acupoints on NO Contents

Ben Hui袁 Rong Peijing袁 Gao Xiyan袁 Li Liang袁 He Wei
(Department of Physiology, Institute of Acupuncture and Moxibustion,
China Academy of Chinese Medical Sciences, Beijing 100700, China )

Abstract: The mechanisms of different treatment methods were explored by determining the impact of different stimu鄄
lation methods on the NO content at acupoints. The experiment was carried out for 47 healthy volunteers with informed
consent. For the 11 cases in the electro -acupuncture group, 5 were male and 3 female. For the 13 cases in the
acupuncture group, 7 were male, and 6 female. For the 16 cases in the warm-moxibustion group, 8 were male, and 8
female. For the 7 cases in the control group, 4 were male, and 3 female. The age was from 25 to 45 years old. Jianshi
on the Pericardium Meridian of Hand Jueyin and Chengshan on the Bladder Meridian of Foot-Taiyang were selected as
the stimulation points. Acupuncture, electro-acupuncture and warm-moxibustion were given separately. No stimulation
was given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NO content at Ximen and Chengjin was determined by the ipsilateral Meridians,
and the effects of the different stimulation methods on the NO content were compared. The NO content at the acupoints
was higher in the warm moxibustion group than in the electro-acupuncture group, higher in the electro-acupuncture
group than in the acupuncture group, and higher in all three stimulation groups than in the control group 渊P <0.05冤.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although the different methods had different effects on the NO content at the acupoints, they
all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the NO content at the acupoints. The NO expression at acupoints may be one of the common
material bases of acupuncture effects.
Keywords: Sacupuncture曰Electro-acupuncture曰Warm-moxibustion曰NO

50

PDF 文件使用 "pdfFactory Pro" 试用版本创建 www.fineprint.cn

http://www.fineprint.cn
http://www.fineprint.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