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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光穴位镇痛的实验研究

王 大柱 %山西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

王极盛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

王友 良 %北京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 &

引 言

近年来激光已广泛应用于 医学领域作为

诊断和治疗
。

激光穴位麻醉已获成功
,

这就

向人们提出了很多问题
∋
激光穴位是否具有

镇痛作用 ( 激光穴位镇痛是否具有后效应(

激光穴位镇痛是局部的还是全身性的 ( 激光

穴位镇痛是不是由暗示造成的 ( 激光穴位镇

痛的效应与针刺镇痛效应那个小 ( 等等
。

对

正常人体进行激光穴位镇痛的实验研究
,

对

于确立激光穴位麻醉的地位和探讨激光穴位

麻醉原理都是十分必要的
。

实验方法和程序

实验设计
∋

本实验采用拉丁方法的实验

设计
,

进行男女两组 ) ∗ ) 拉丁方的实验
,

被试者年龄均在 +, ∃ −, 岁之间
。

正交拉丁方

见表
。

甲
、

乙
、

丙
、

丁代表被试者
,

每个被试

裹 ) ∗ )拉. 方的实验设计

者作四个实验 日
/

0 代表空白 %简称对 照 &
#

1 代表激光穴位照射刺激 % 以下简称激光刺

激&
# 2代表针刺刺激

# 3 代表激光 暗 示 刺

激
。

空白刺激即对照
,

除 不 施 以任 何刺激

外
,

其余按一般实验程序和步骤进行
#
激光

刺激采用太原 市第十三中学制造的 4 5一 6型

氦氖激光器同时照射双侧合谷穴位
,

激光功

率为 − 毫瓦
,

激光器发生管照射端面与穴位

的距离为7 厘米
,

照射时间为+, 分钟
∋

针刺

刺激双侧合谷穴
,

进针获得
“

针感
”

后接通

8 一 9  , 7 电针麻仪刺激
,

电脉冲频率为 +
/

7

次: 秒
,

波型为连续双向尖脉冲波
,

强度 以

被试者能耐受为度
,

刺激 +, 分钟
,

激光暗示

刺激的方法是用激光器照射距离合谷穴−, 厘

米以外的床 上
,

但告诉被试者给予 了激光刺

激
,

被试者可 以看见反射到墙上 的 红 色 光

斑
,

同时主试者在暗示刺激 期间与激光刺激

一样戴上有色眼镜
,

并询问被试 者 有何 感

觉
。

实验程序
∋

实验于室温 6;
<

2 安 静 的实

验室内按下列步骤进行
。

/

实验开始时
,

被试者平卧在床上
,

在

被试者的颈胸部间置一头部 面 架 并 铺设中

/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幸代高同志 参加了本

实验的设计并承担了统计处理工作
/

山西医学院何

大卫同志承担了统计处理工作
。

赵嘉训
、

陈业芬同

志参加了实验工作
。

一丁一2301一徒一2130一乙一1320一甲一0132一=粼=掩一一二一一一四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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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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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
,

使被试者着不见颈部以下的一切情形
/

进行刺激以前
,

先进行前面引言中所说的测

定
,

称为诱导前检测
/

+
/

根据拉丁方顺序
,

按每个被试者各该

次的实验项 目进行实验
。

−
/

各种刺激的诱导期均为 +, 分钟
,

诱导

7 分钟时进行一次测定
,

称为诱导中检侧
。

)
/

诱导结束后再等 , 分钟进行第三次测

定
,

称为诱导后检测
/

目的在于了解镇痛的

后效应
。

7
/

测定痛闭系采用北京人民手术器械厂

试制的弹簧笔式压 力测 痛 仪 %量 程 为 。∃

。。>克
, ! ? 笔头 & 测痛

。

测痛部位分别测

定被试者的胸部胸骨柄中点
,

腹部中皖穴部

位和右外躁上 − 厘米处的痛阂
/

9
/

所有的实验 操作包括激光照射
、

针刺

诱导
、

痛阑测定分别 固定专人操作和记录
。

实验结果

一
、

由表 + 可知
,

在空白条件下胸
、

腹
、

跺三部位及其总和于 7 分钟间隔时间内痛阂

自然波动的≅均值都大于 ,
/

,7
,

差 异都不显

著
。

在激光刺激条件下胸
、

腹的痛阐达到非

常显著性水平
,

对跺部痛闭的提高达到显著

性水平
,

激光对三部位总和痛阔的提 高达到

了极显著的水平
/

针刺对胸
、

腹痛阂的提高达到非常显著

性水平
,

对躁部痛闭的提高达到 显 著 性 水

平
,

对三部位总和痛闹的提高达到 了极显著

的水平
/

激光暗示对胸
、

腹
、

躁的痛阂提高达不

衰+ 四种不同物滋对各郁位扁门作用的比较
/

三部位之和一

位

一·
部一∋

一腹

痛一
 

演一
一

一
胸一

激期刺时
激别刺类

刺激前痛阂均数

刺激中痛阂均数

! 考 验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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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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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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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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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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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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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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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0
#

∗ ∀

+ , −
#

− − ∗

光痛镇激

刺激前痛阂均数

刺激中痛阀均数

! 考 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

∗ 1

+ . −
#

− ∗

∗ − &
#

∀ %

∗ % 1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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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

& 1

∗ 1 0
。

∀ 0

+ , −
#

− − ∗

刺痛针镇

1 1

/ 2

−%一%−11

刺激前痛闽均数

刺激中痛3稠均数

! 考 验

& −
#

− −

& −
#

− −

+ 4 −
#

− %

& ∀
#

% −

& ∗
#

∃ %

+ 4 −
#

− %

0 ∀
#

% −

∗ ∗−
#

−

+ 4 −
#

− %

& &

0 −

+ 4 5

白昭一空对

刺激前痛闭均数

刺激中痛 6阅均数

! 考 验

& ∀
#

% −

∗ − 1
#

∀ %

+ 4 −
#

− %

755
#

55

∗ ∗%
#

− −

+ 4 −
#

− %

∗ ∃ −
#

− −

∗ 1 )
#

∃ %

+ 4 −
#

− %

∗ − ∃

∗ ∗&

+ . −
#

− %

光示激暗

习,

⋯
88

#
每种刺激三个部位共/∃ 人次

,

四种 927 激共0) 人次
。

到显著水平
,

对三部位总和痛阂的提高却达 三
、

两个拉丁方的被试间
、

每个拉丁方

到了显著性水平
#

的各被试间
、

各次实验间
、

各种刺激间对痛

二
、

激光镇痛后效应 . 表 1 : 对胸
、

腹 阂的作用是否有差异见表 / . 取胸
、

腹
、

躁

痛闭的提高达到非常显著性水平
,

对躁部痛 三 部位的痛闹提高百分比的总均数为数据 :
。

闽的提高达到显著性水平
,

对三部位总和痛 由表 / 可见
,

只有各种刺激间有非常显著的

网的提高达到了极显著水平
。

差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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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 − 滋光镇痛的后效应

刺时

刺激前痛Β鞠均数

诱导完后 , 分

Χ考脸

一

洽等
一

节
一

、卜
部
‘

≅

ΔΔ
·

∋∀⋯
≅

∋∋
·

∋∀⋯
≅

∋∋
·

∋&⋯
≅

∋∋∋
∋

∋∀

激期
激别

,

痛光刺类一激镇

一一天
Ε

一灰
Ε

一 ∀一百一下一丁一厂
一!一∀一

五Ε

一

变变 异 来 源源 ; ;;; Φ ΓΓΓ Η ΙΙΙ ϑϑϑ ≅≅≅

总总
,

................................. −
/

+ ) ΚΚΚΚΚΚΚΚΚΚΚ拉拉丁方 间
,

ΛΛΛ − − ) 9 9
/

− 7 )
/

ΚΚΚ
/

,  999 Μ ,
/

, 777

甸甸个拉丁方的各被试间
,

000 7 )
/

ΚΚΚ !!! 7 − −
/

777 +
/

 ))) Μ ,
/

, 777

各各次实验间
,

111 9 , ,
/

))) −−− 9 9
/

,,, +
/

    Ν ,
‘

, 777

各各种刺激间
,

222  
/

−−− 7  −
/

ΚΚΚΚΚ Μ ,
/

,

ΛΛΛ Ο 000 Κ 7
/

−−− −  −
/

ΚΚΚΚΚΚΚ

ΛΛΛ Ο 111 ) 7
/

+++ −−− − )
/

+++++++

ΛΛΛ Ο 222 , ) Κ
/

   −−− )
/

抽抽样误差
,

333 , +
/

999 +++ )
/

77777  −
。

+++ !+++++++++

ϑ ,
/

, 7 , ,
+ Π )

/

Κ 7 ϑ ,
/

,
, ,

+ 二 /

− −

ϑ ,
/

, 7 , −
,

+ Π −
/

) ϑ,
/

,
,

−
,

+ 二 7
/

7

四
、

每两种刺激之间均数差异是否显著 白
、

针刺与暗示的均数也都有显著差异
#

见表 7
。

从表 7 可见
,

激光与空白
、

激光 与 有激光 与针刺的均数间无显著差异
。

激光暗示的均数间都有显著差异
# 针刺与空

衰 7 各种刺激之间对痛门作用的差异

Ο 一 9
/

  Ο 一 ) Κ
/

− Κ 7

激光刺激 丸 9
/

9 7 ,
+

/

+ Κ 7

%+‘一 7 Κ &

Ο5Ο ;针刺刺激 / ∀
#

1 ∀ %

/ /
#

) ) ∃ #

. ∃ %
#

) ∀ 0 :

1 −
#

1 & ∀ #

. ∃ /
#

∃ & ∀ :

激光暗示

空白对照

#
有显著差异

∗ )
#

0 & &

∗
#

0 % −

; 一 ∗
#

0 % −

% 0
7 ∀ − − #

. 1 ∃
#

0 & 1 :
/ %

#

/ ∃ % #

. ∃ %
#

) ∀ 0 :

∗ %
#

− 1 &

. ∃ / 一 & ∀ :

讨 论

一
、

激光穴位刺激的镇痛作用

从表 ∃ 可以看出空白对照
,

无论胸
、

腹
、

跺及三部位之总和
,

间距 ∗% 分钟 两 次 前 后

测痛
,

痛阑的均数差异都不显著
。

而激光刺

激后
,

无论胸
、

腹
、

躁及三部位总和痛闭提

高均数比激光刺激前痛 阂均数在统计学上都

达了显著性水平 . 跺部 : 或非常显著性水平

. 胸
、

腹 : 或极显著性水平 . 三部位总和 :
#

这充 分表明激光穴位刺激确有镇痛作用
,

此

与山西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麻醉科的临床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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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结果完全一致
。

激光照射双侧合谷
,

对胸
、

腹
、

躁部位

都有显著的镇痛作用
,

提示激光镇痛效应是

全身性的
,

胸
、

腹部痛闭提高达到非常显著

性水平 % ≅Ν 。
/

, &
,

而躁部痛阂提高达 到

显著性水平 %≅Ν ,
/

,7 &
/

从表 − 可 以看出
,

激光镇痛具有后效应

特点
,

即激光照射停止后 , 分钟测痛
,

这时

的痛闭比激光照射前的痛阑在胸
、

腹部仍达

到非常显著性水平
,

在跺部 达 到 显 著性水

平
,

三部位总和极显著性水平
,

激光镇痛的

后效应也是全身性的
。

二
、

暗示与激光镇痛

激光镇痛与暗示 有什 么 关系( 从 表 +

的结 果 来 看
,

激 光暗示胸
、

腹
、

跺三个部

位痛闭的提高都达不到显著性水平
/

而激光

照射穴位却使胸
、

腹痛阑提高达到非常显著

性水平
,

躁部达到显著性水平
/

由此可见
,

激光镇痛不是由暗示因素造成的
/

但激光暗

示可使胸
、

腹
、

躁痛阑有一定的提高
,

而三

个部位痛闭均数比 暗 示 前 达到了显著性水

平
,

这说明暗示因素在激光镇痛中也起着一

定的作用
/

激光暗示前总的痛闭均数 为 , +
/

7 克
,

激光暗示中总的痛阖均数为  
/

−− 克
,

激光

暗示提高痛闭 + 肠
。

而激光刺激前总的痛阂

均数为  ,克
,

激光刺激中 任
、

的 痛 阂均数为

+
/

Κ 克
,

激光使痛阂提高7 肠
。

从表 7 还

可以看出
,

激光 与激光暗示的均数间有着显

著差异
。

这些都说明暗示在激光镇痛中虽有

一定作用
,

但不是主要作用
。

三
、

激光镇痛与针刺镇痛的比较

表 + 中激光使胸
、

腹痛闭 提 高 达 到非

常显 著 性 水 平
,

使躁部痛闭提高达到显著

性水平
,

使三个部位总痛阂提高达极显著性

水平
。

而从表 7 可以看出激光与针刺的均数

间无显著差异
。

表明激光镇痛与针刺镇痛效

应是相近似的
。

四
、

激光镇痛的个体差异性

激光穴位镇痛和针刺镇痛一样有很大的

个体差异性
,

例如 +号被试者激光穴位照射着

前三个部位痛阑之和为79
/

9Κ 克
,

照射 7 分

钟时再测痛 !阂均值仅为 −
/

−− 克
∋
被试者) 号

平常经常失眠
,

激光穴位照射前三个部位痛

闭之和为 , −
/

− −克
,

而照射 7 分钟时再测痛

阑均值则提高达 + , 9
/

9Κ 克
,

该被试者不仅痛

阂提高显著
,

而月激光刺激 , 分钟以后即主

诉嗜睡
/

总 结

一
、

激光照射穴位有镇痛作用
,

且具有

全身性镇痛和镇痛后效应的特点
。

二
、

激光镇痛效应 与针刺镇痛效应大致

相同
,

并且有个体差异性
。

三
、

激光镇痛作用不是由暗示因素决定

的
,

暗示在激光镇痛中起一 定作用
,

但不是

主要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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