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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讨支气管哮喘"缓解期#患者背部腧穴热敏的分布规律及红外辐射客观特征$为临床辨敏施灸$提高灸疗疗效提

供科学指导% 方法!对支气管哮喘"缓解期#患者背部进行灸感法热敏腧穴的探查$探讨支气管哮喘"缓解期#患者背部腧穴热

敏的分布规律&并采用)*+,#" 型热扫描成像系统"))-热断层#$以热敏腧穴绝对红外辐射强度"平均温度'最高温度'最低

温度#及相对红外辐射强度观察指标"

!

.值#$比较热敏腧穴与各对照点/区之间的红外辐射强度差异% 结果!探查到 (% 例支

气管哮喘"缓解期#患者背部热敏腧穴共 &' 穴次$且大多分布在背部足太阳膀胱经$其次是督脉&支气管哮喘"缓解期#患者背

部热敏腧穴平均温度与热敏腧穴所在部位的整体平均温度比较差异具有极显著性意义"!0%$%"#&支气管哮喘"缓解期#患者

背部热敏腧穴与各自对照点
!

.比较差异具有极显著性意义"!0%$%"#% 结论!支气管哮喘"缓解期#患者背部足太阳膀胱经

两外侧线以内$肺俞穴至膈俞穴之间是热敏腧穴的高发区域&支气管哮喘"缓解期#患者背部腧穴发生热敏时$热敏局部的能

量代谢处于较高的水平$能够被红外热像技术客观显示%

关键词!支气管哮喘&腧穴&热敏&分布规律&红外热像

中图分类号!1#23!!文献标识码!4

!!我们过去的研究结果表明$内脏疾病能使体表

经穴敏化"患者体表存在一种特殊的处于热敏状态

的点%这些点对艾条悬灸具有高度的敏感性%能产生

透热&扩热&传热等临床特征%极易激发经脉感传活

动%且使临床疗效大幅度提高' 然而%在临床施灸过

程中如何准确快速地找到热敏腧穴以及热敏腧穴能

否被客观显示%是一个值得探索的问题' 本文通过

灸感法腧穴热敏探测技术探查支气管哮喘!缓解

期#患者体表热敏腧穴的分布%并采用红外成像技

术探讨其红外辐射特征%为临床简化和规范支气管

哮喘!缓解期#患者腧穴热敏的探查方法及对腧穴

热敏的客观定位提供科学依据%现将研究结果报告

如下'

"!临床资料

"$"!一般资料

(% 例受试者均来自江西省中医院住院和门诊

就诊患者%其中男 "# 人%女 "5 人%平均年龄!26$&%

7"3$62#岁'

"$#!诊断标准

参照(支气管哮喘防治指南)

*"+中关于支气管

哮喘的诊断和分期标准'

"$'!纳入标准

!"#符合西医支气管哮喘诊断标准"!##哮喘分

期属缓解期者"!'#患者体表存在腧穴热敏现象"

!2#年龄 "5 ,&% 岁"!3#患者神志正常%言语清晰%

行为配合"!(#自愿受试%签署知情同意书'

"$2!排除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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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妊娠或哺乳期妇女"!'#合并有心血管&肝&肾和

造血系统等严重原发性疾病%或患有影响生存质量

的严重疾病"!2#查找部位皮肤缺损&溃疡等不适宜

施行温和灸者"!3#精神上或法律上的残疾患者'

#!观察方法

#$"!灸感法腧穴热敏的探查

#$"$"!灸材!采用特制精艾绒艾条%规格 ## 88

!直径# 9"#% 88!长度#%江西省中医院生产%材料

为二级精艾绒'

#$"$#!探查环境!保持诊室安静%诊室的温度保持

在 #2 : ,#5 :'

#$"$'!灸态!!"#消除患者恐惧&紧张心态%选择

舒适体位%充分暴露探查部位%放松肌肉%均匀呼吸%

思想集中%体会艾灸时的感觉"!##医生集中注意力

于施灸部位%不断询问患者在艾灸探查过程中的感

,%',

!"#$%&'#"()*%$+ (,-*$.#-#(%$+ /0#%12131.#/#%1

"

""

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6&'.计划#资助项目 #%%6;43##6%#"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 年江西省重大科技创新项

目"江西省教育厅 #%%& 年度科技计划项目$赣教技字*#%%&+#2# 号

通讯作者$陈日新!"63( ,#%男%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艾灸效应及机制研究' <,8=>?$@ABCD>E>C"#'FG=AHH$@H8$@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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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随时调整艾灸的手法与位置'

#$"$2!探查范围!患者背部!;

&

以下)

"#

以上的区

域#'

#$"$3!腧穴热敏的判别方法!按照陈日新*#+教授

所报道的灸感法对腧穴热敏进行定性检测' 艾条悬

灸热敏腧穴时会产生以下六种灸感反应%出现其中

一种或一种以上即可认定为腧穴热敏阳性' !"#透

热$灸热从施灸点皮肤表面直接向深部组织穿透%甚

至直达胸腹腔脏器"!##扩热$灸热以施灸点为中心

向周围扩散"!'#传热$灸热从施灸点开始沿着某一

方向传导%甚至直达病所"!2#局部不!微#热远部

热$施灸部位不!或微#热%而远离施灸部位的病所

处感觉甚热"!3#表面不!微#热深部热$施灸部位的

皮肤不!或微#热%而皮肤下深部组织甚至胸腹腔脏

器感觉甚热"!(#非热感$施灸部位或远离施灸部位

产生酸&胀&压&重&痛&麻&冷等非热感觉'

#$"$(!探查手法!手持调控腧穴燃的热敏灸艾条%

首先在选定穴区周围按下述步骤依次进行回旋&雀

啄&往返&温和灸 2 步法施灸操作' 先行回旋灸 # 分

钟温通局部气血%继以雀啄灸 " 分钟加强敏化%循经

往返灸 # 分钟激发经气%再施以温和灸进行体表腧

穴热敏的探查' 手持调控点燃的纯艾条%在距离选

定部位皮肤表面 ' @8左右高度施行温和灸%以局部

无灼痛感为度' 当患者感受到艾热发生透热&扩热&

传热&局部不!微#热远部热&表面不!微#热深部热

和非热觉中的一种或一种以上感觉时%即为发生腧

穴热敏现象%该探查穴点为灸感法腧穴热敏阳性"详

细记录其位置' 重复激发手法和温和灸法%直至所

有的热敏腧穴被探查出'

#$#!热敏腧穴的红外热象扫描

#$#$"!检测仪器!采用北京贝亿医疗器械有限公

司生产的 )*+,#" 型热扫描成像系统!))-热断

层#' 测量精度7%$%3:%扫描高度 %$& ,"$& 8%聚

焦范围 %$( ,' 8' 美国专利号$(%%#'%('&%京药管

械!准#字 #%%2 第 ##"%%'& 号'

#$#$#!检测环境!检测室安静%密闭%不透光"温度

控制恒定于 ## : ,#3 :%相对湿度0(%I"室内的

空气处于相对静止状态%没有明显的流动'

#$#$'!测量姿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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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患者全身红外辐射

信息能完全收集' 并重点采集患者背部红外辐射信

息'

#$#$2!测量方法!红外检测员对患者进行体表红

外扫描%并在配套电脑记相关数据'

#$#$3!检测流程!!"#受试者进入检测室内%并对

其说明测量姿势及相关注意事项%静候 '% 分钟%在

自然状态下摄下所要观察部位的红外热像图"!##

开始红外辐射测量%图像采集时间 " 分钟"!'#图像

采集完毕%受试者回到治疗室%接受灸感法腧穴热敏

探查'

#$#$(!观察指标!!"#热敏腧穴平均温度 )&最高

温度)8=E&最低温度 )8>C 和
!

.值"!##热敏腧穴

各自旁开 "$3 寸对照点的平均温度和
!

.值"!'#热

敏腧穴所在区域的整体平均温度' 说明$平均温度

)&最高温度 )8=E和最低温度 )8>C 为绝对红外辐

射强度指标%单位:"

!

.%即某点温度与该点所在部

位整体平均温度的差值%为相对红外辐射强度指标%

由)*+,#" 型热扫描成像系统计算得出'

#$#$&!统计学处理!采用 *J**"2$% 统计软件进行

数据分析' 计量资料采用4检验%计数资料用
"

# 检

验%以!0%$%3 为有显著性差异' 以 !0%$%" 为有

极显著性差异'

'!结果

探查到 (% 例支气管哮喘!缓解期#患者背部热

敏腧穴共 &' 穴次%其中经穴共 (# 穴次%经上非穴共

5 穴次%非经非穴共 ' 穴次'

'$"!支气管哮喘"缓解期#背部不同经脉热敏腧穴

数目的比较

以经脉为参考坐标%支气管哮喘!缓解期#患者

背部热敏腧穴的分布区域见表 "'

表 "!背部不同经脉热敏腧穴数目的比较

经脉 穴次 出现率

足太阳膀胱经 3'

&#$(%I

$

督脉 "3 #%$33I

非经非穴 3 ($53I

合计 &' "%%I

!!注$

$

与督脉热敏腧穴数目出现率比较%!0%$%3'

表 " 结果表明$支气管哮喘!缓解期#患者的热

敏腧穴大多分布在背部足太阳膀胱经%其次是督脉'

'$#!支气管哮喘"缓解期#患者背部热敏腧穴的高

发区域

以经穴为参考坐标%把支气管哮喘!缓解期#患

者背部热敏腧穴分为K&4两个区域%K区为背部足

太阳膀胱经两外侧线以内%肺俞穴至隔俞穴之间的

区域"K区以外的区域为 4区' 则腧穴热敏的高发

区域见表 #'

表 #!腧穴热敏的高发区域

高发区域 穴次 出现率

K区 22

(%$#"I

%

4区 #6 '"$#'I

,"',

江西中医药 #%"" 年 " 月第 " 期总 2# 卷第 ''&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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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与4区热敏腧穴数目出现率比较%!0%$%3'

表 # 结果表明$K区即背部足太阳膀胱经两外

侧线以内%肺俞穴至隔俞穴之间的区域是支气管哮

喘!缓解期#患者腧穴热敏的高发区域!!0%$%3#'

'$'!腧穴热敏的红外辐射特征比较

从患者 &' 穴次中随机抽取 #% 个背部热敏腧穴

与各自旁开 "$3 寸对照点红外辐射强度!平均温度

和
!

.值#进行比较!表 '#'

表 '!热敏腧穴与对照点红外辐射的比较

项目 L

&

576

热敏腧穴) #% #6$#6 7%$6%

'

对照点) #% #5$(& 7"$"%

整体) #% #5$#( 7"$""

热敏腧穴
!

. #% %$65 7%$3'

#

对照点
!

. #% %$2" 7%$22

!!注$

'

与整体)比较%!0%$%""

#

与对照点
!

.比较%!0%$%"'

表 ' 结果表明$支气管哮喘!缓解期#患者背部

热敏腧穴平均温度与热敏腧穴所在部位的整体平均

温度比较差异具有极显著性意义!!0%$%"#"支气

管哮喘!缓解期#患者背部热敏腧穴与各自对照点

!

.比较差异具有极显著性意义!!0%$%"#'

2!讨论

支气管哮喘属中医学-哮证.-喘证.等范畴%针

灸治疗取穴以特定穴如背俞穴&募穴及五输穴为主'

然而%目前临床研究多局限在基于腧穴静息态的效

应研究%尚未充分认识到腧穴自身不同机能状态

!即腧穴静息态与敏化态#是腧穴效应产生的重要

影响因素' 近年来%国内有关内脏体表相关的研究

进展揭示$内脏疾病能使体表经穴敏化%包括痛觉过

敏&痛觉异常&热觉异常及其他神经源性炎症反应

等%它们或单独存在%或相互并存%构成了疾病体表

征象的重要组成部分"敏化的经穴更具经穴效应特

异性%更易激发感传' 疾病能激发腧穴由静息态跃

迁至敏化态%处在敏化态的腧穴对外界相关刺激呈

现特异性的-小刺激大反应.

*'+

%选取敏化的腧穴

作为首选的穴位施治%往往能取得高效&速效*2 ,(+

'

本研究对 (% 例支气管哮喘患者体表进行了热

敏腧穴探查%结果显示%在背部足太阳膀胱经两外侧

线以内%肺俞穴至心俞穴之间有一个腧穴热敏高发

区域' 背俞穴位于背部足太阳膀胱经第一侧线%即

背部正中线!督脉# 旁开 "$3 寸处%其上下排列与脏

腑位置的高低顺序基本一致%具有扶正补虚&调节脏

腑机能的作用%主要治疗相应脏腑的疾患' 肺俞穴

处于背部第 ' 胸椎旁开 "$3 寸-所.%为肺经经气输

注于背部之处%与肺脏有内外相应的关系%它不但是

邪气侵入肺脏的部位%也是反映病证%接受刺激达到

治疗作用的特殊部位' 现代研究证明%针灸肺俞穴

能明显改善肺功能%增加肺容量%对治疗呼吸系统疾

病具有相对特异性*& ,5+

' 根据神经节段支配理论%

凡处于同一神经节段的穴位%其主治功能大体相同%

表现有明显的-分段.特征' 肺脏的神经节段为 )

"

,)

3

%而肺俞在 )' 神经节段%心俞在 )

3

神经节段%

因此%支气管哮喘患者亦多在心俞穴处出现热敏'

近年来有研究表明%内脏发生病变时%体表相应

经脉&腧穴局部出现能量代谢的变化%呈现高温表

现%并能被红外热像图记录下来*6 ,""+

' 热敏现象作

为体表,内脏相关一种新的表现形式%其传热&透

热&扩热等特征表现与能量代谢关系紧密' 本试验

对支气管哮喘!缓解期#患者热敏腧穴穴区的红外

辐射强度特征进行了分析和比较%结果显示%热敏腧

穴的辐射强度与其旁开 "$3 寸对照点比较有显著

性差异' 另一项结果发现热敏腧穴的平均温度与其

所在部位的整体平均温度存在差异%热敏腧穴的红

外辐射强度高于整体的平均强度%说明热敏腧穴局

部的能量代谢处于较高的水平%内脏的病理变化引

起了体表特定部位的代谢改变' 这种现象与体表,

内脏相关理论是符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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