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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光照射穴位对两点辨别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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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光穴位麻醉的临床及激光穴位镇痛的

实验研究已证明
,

激光穴位照射能使人体出

现显著的镇痛作用
,

并具有全身性镇痛和镇

痛后效应的特点
&

在针麻原理的研究中
,

曾经

发现针 刺 对某些皮肤感知觉〔∋ 〕
,

例如 两点

辨别觉等有显著地变化
。

本文通过实验研 究

探索这个 问 题
。

这对于了解激光照射穴位后

机体作用 的 特 点 和 镇 痛 原 理 都 是 有 意

义的
&

实验方法和程序

实验设计
、

刺激仪器
、

实验程序详见前

文〔幻
。

本实验使用带有标记距离刻度的
“

触

觉规
&

测 定 两 点 辨别觉的阂限
,

将触觉规

逐渐分开
,

两脚同时接触皮肤
,

以被试 口头

报告刚刚清晰分辨出两点的距离
,

代表两点

阂
&

测定部位在胸
、

腹
、

躁
&

胸部以胸骨柄

中点为起点向下垂直方向
。

腹部以中院穴为

起点向下垂直方向
&

躁部以右外躁上 #厘米处

向上垂直方向
。

在各种刺激前
、

刺激 ( 分钟

和刺激消除后 ∀ 分钟分别测定上述三个部位

的两点阂限
。

实验结果

胸
、

腹
、

躁三个部位接受每种刺激的人

数 都是  人
,

三个部位的总和是 !) 人次
。

一
、

激光照射穴位两 点辨别觉的改变

∗胸 部 两点 阐限的改变 】激 光 照 射

前和照射中两点闭限的均数分 别 为 !
&

) 厘

米 和 #
&

+# 厘 米
,

激光照射穴位使两点闽限

提 高) (
&

, !肠
,

两均数 的 −考 验
,

. / ∀
&

∀ (&

差异显著
。

【腹部 两点阂 限的改变】激 光 照 射 前

和照射中两点阂限的均数分别 为 )
&

)+ 厘 米

和 (
&

## 厘米
,

激光照射穴位使两点阂限提高
&

+ 肠
,

两均数 的 −考 验
,

∀
&

∀ ( / . / ∀
& ,

差异不显著
,

但接近于显著水平
。

【躁部 两点闭限的改变 激光照射照射

前和照射中两点阑限的均 数分别 为 #
&

∀ # 厘

米 和 #
&

 # 厘 米
,

激光照射穴位使两点阐限

提 高! +
&

)肠
,

两均数的 −考验 . / ∀
&

∀ (
,

差异

显著
。

∗激光照射穴位三 个 部 位 总合两点阂

限的改变】激光照射前与照射中 的 两 点 阑

限的均数分别为 #
&

## 厘米和 )
&

!+ 厘米
,

激光

照射穴位使两点阂限提高! 
&

) 肠
,

两 均 数

的 −考验. / ∀
&

∀ ∀
,

差异极其显著
。

二
、

激光照射穴位两点辨别觉改变的后

效应

【胸部两点阂限改变 的 后 效 应 ∗ 激光

照射前和照射消除 ∀ 分钟
,

两 点 阂 限 的均

数分别为!
&

) 厘米和#
&

# ∀厘米
,

激光照射穴

位的后效应使两点阂限提高# !
&

( 帕
,

两均数

的 −考验0/ ∀
&

∀ ( ,

差异显著
。

【腹部两点阂限改变 的 后 效 应】激光

照射前和照射消除 ∀ 分钟
,

两点 阐 限 的 均

数分别为)
&

)+ 厘米和 )
&

(( 厘米
,

激光照射穴

位的后效应使两点阂限提高
&

∀ !肠
,

两均数

的 −考验 01 ∀
&

∀ ∀(
,

差异不显著
。

【躁部两点闽限改变的后效应】激光照

射前和照射消除 ∀ 分钟两点闭限的均数分别

为#
&

 。厘米
,

激光照射穴位使两点闭限提高

! (
&

) 肠
,

两 均 数 的 −考验 ∀
&

1 0 1 ∀
&

∀ (,

差异不显著
,

但 已 接 近于显著水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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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 光 照 射 穴位三个部位总和两点阂

限改变的后效应】激 光 照 射 前 和 照 射 消

除 ∀分钟
,

两点阂限的均数分别为 #
&

# #厘米

和 #
&

  厘米
,

激光照射穴位 使 两点 阑 限提

高 +
&

, !肠
,

两均 数 的 −考验
,

0/ ∀
&

∀
,

差

异非常显著
。

三
、

针刺下两点阅限的改变

【针刺下三个部位总和两点 阑 限 的 改

变∗ 针刺刺激前和刺激中的两点阂限的均数

分别为#
&

, 匣米和 )
&

() 厘米
,

针刺使两点闹

限提高
&

! 帕
,

两均数的 −考验
,

0/ 。
&

∀ ∀
,

差异极显著
。

∗针刺下三个部位总和两点阂限改变的

后效应∗ 针刺刺激前和刺激消除 ∀ 分钟
,

两

点闭限的均数分别为#
&

, 厘米和 )
&

+ 厘米
,

针刺使两点闭限提高
&

呱
,

两均 数 的 − 考

验 ∀
&

1 0 1 。
&

∀(
,

差异不显著
,

但 巳接近于

显著水平
&

四
、

空白对照下两点闻限的变化

第一次和间隔 ( 分钟后第二次测定
,

两

点阐 限 均 数 分 别 为 #
&

(+ 厘 米和 #
&

) ∀ 厘

米
,

间隔 ( 分钟测定
,

两点阂限降低 )
&

) 肠
,

两均数的−考脸0 1 ∀
&

∀ (
,

差异不显著
。

第一次测定和间隔#∀ 分钟测定
,

两点阐

限的均数分别为#
&

(+ 厘米和#
&

# 厘米
,

间隔

# ∀分钟测定两点阐限降低+
&

( 肠
,

两均数的

−考验
,

0 1 ∀
&

∀(
,

差异不显著
。

五
、

激光暗示下对两点闻限的作用

激光暗示对三个部位总和两点阅限的作

用

激光暗示刺激前和刺激中两点阑限的均

数都是 #
&

) 厘米
,

两均数的 −考验
,

0 1 ∀
&

∀(
,

差异不显著
。

激光暗示对三个部 位总和的两点闽限没

有发现后效应
&

激光暗示刺激前和刺激消除 ∀ 分钟
,

两

点闽限均数分别为#
&

) 厘米和 #
&

”厘米
,

激

光暗示消除 ∀分神比暗示前的两点闽限增高
&

2 ) 肠
,

两均数的 −考验
,

01 ∀
&

∀(
,

差异不

显著
&

六
、

激光与针3∗4
、

空白对照
、

激光暗示

下海两点闷限作用的比较

激光照射穴位下两点阂限减刺激前两点

阑限的差数
,

!) 人次的均数为。
&

) 厘米
,

针刺

刺激中两点阑限减刺激前两点阂限的差数
,

!) 人次的均数为。
&

,# 厘米
,

空 白对照间隔 (

分钟第二次测定的两点闭限减第一次测定的

两点闻限的差数
,

! )人次的均数为∀
&

, 厘米
,

激光暗示 中两点阑限减刺激前两点闭限的差

数
,

!) 人次的均数为零
。

激光照射穴位下两点

闭限减刺激前两点闭限差数的均数与针刺刺

激中两点阑限减刺激前两点阂限差数的均数

的 −考验
,

0/ 。
&

∀(
,

差异不显著
&

激光照射穴

位下两点闭限减刺激前两点阑限差数的均数

与空白对照间隔 ( 分钟第二次测定的两点阑

限的差数的 均 数 的−考 验 0/ ∀
&

∀ ∀
,

差 异

极显著
&

激光照射穴位下两点阂限减刺激前

两点阂限的差数的均数与激光暗示下两点闭

限减刺激前两点闭限的差数的均数的 − 考验
,

0/ ∀
&

∀ ∀
,

差异极显著
。

激光照射消除 ∀ 分钟

时两点阑限减刺激前两点闭限的差数
,

!) 人

次的均数为∀
&

(# 厘米
,

针刺刺激 消除 ∀ 分钟

时两点阂限减刺激前两点阂限的差数
,

!) 人

次的均数为。
&

! 厘米
,

空 白对照间隔#∀ 分钟

测定的两点阐限减第一次测定的两点阂限的

差数
,

!) 人次的均数为∀
&

)( 厘米
,

激光暗示

消除 ∀ 分钟两点阂限减刺激前两点阂限的差

数
,

! )人次的均数为∀
&

∀ )厘米
&

激光照射消

除∀ 分钟时的两点阂限减刺激前两点阐限的

均数与针刺刺激消除 ∀ 分钟的两点阑限减刺

激中两点阂限的均数 的 − 考 验
,

0 / ∀
&

∀ (
,

差

异不显著
。

激光照射消除 ∀ 分钟两点网限减

刺激前两点闽限的均数与空白对照 #∀ 分钟两

点阑限减第一次测定的两点阔限的均 数 的 −

考验
,

. / 。
&

∀ ∀
,

差异极显著
&

激光照射消除

后 ∀ 分钟两点阂限减刺激前两点阂限的均数
一

与激光咕示消除 ∀ 分钟两点闽限减刺激前两

点 阂限的均数的 −考 验
,

0 / ∀
&

∀ (
,

差 异 显

广



∀ (

著

、

讨 论

一
、

激光照射穴位下两点阅限作用的特

点

激光照射穴位对胸
、

腹
、

跺三个部位总

和的两点闭限有着明显的提高
,

统计学考验

达到极其显著的 水平
,

从 实 验 的 结 果 来

看
,

激光照射穴位对两点阂限作用有三个特

点
5

&

全舟性特
&

点 激光照射双合谷
,

使胸
、

腹
、

躁部的两点阂限都有很大的提高
,

胸部

两点阂限提高) (
&

, !肠
,

差异显著
,

躁 部 两

点阂限提高!+
&

)肠
,

差异显著
,

腹部两点闭

限提高
&

+肠
,

接近显著性 水 平∃∀
&

1 01

∀
&

∀ ( %
。

因此可以认为
,

激光照射穴位 对 两

点阑限的作用具有全身性的特点
,

但是不同

部位两点阂限提高的程度不同
。

!
&

阅限不消失特点 激光照射双合谷
,

虽然使胸
、

腹
、

跺部两点阂限及其三个部位

总和的两点阐限有着明显的提高
,

但是闭限

并不消失
。

#
&

后效应的特
&

叙 激光照射穴位对两点

阂限的改变不仅表现激光照射穴位过程中
,

而且激光照射消失 ∀ 分钟后
,

这种作用还不

同程度地保持着
&

胸部两点 阑限仍高# !
&

(肠
,

差 异 显 著
。

躁 部两点 阑 限 提 高!(
&

) 肠
,

差异接近显著性水平 ∃∀
&

1 0 1 。
&

∀ ( %
。

腹部

的两点闭限基本上接近激光照射前的水平
。

三个部位总和的两点阂仍提高 +
&

, 肠
,

差异

非常显著
。

因此可以认为激光照射穴位使两

点阂限改变具有后效应的特点
。

激光穴位镇痛也具有上述三个特点
&

二
、

激光与针刺
、

激光暗示
、

空白对照

下网点阅作用的比较

激光照射穴位使三个部位两点阂限的提

高在统计学上达到极其显著的水平
6
针刺使

三个部位两点阂限的提高也达到 了极其显著

性的水平
&

激光与针刺对两点闽限的提高
,

但 在 统 计 学考验上
,

差异无显著性水平
&

激光暗示没有使三个部位总和的两点阀限发

生变化
,

而激光与激光照射暗示对两点闭限

的统计学考验
,

差异极其显著
&

空白对照使

三 个 部 位 总和的两点闭限降低 )
&

) 呱
&

激

光与空白对照对两点阂限变化的 统 计 学 考

验
,

差异极其显著
。

激光照射穴位刺激消除

∀ 分钟
,

三个部位的两点阂限提高在统计学

上 达 到 极 其显著的水平
,

针 刺 刺 激 消除

∀ 分钟
,

三个部位两点阂限的提 高 接 近 于

显著性水平
。

激光后效应与针刺后效应使两

点阑限提 高
,

但在统计学上没 有 达 到 显著

性水平
&

空白对照
,

间隔#∀ 分钟测定的两点

阂限 比第一次测定降低 +
&

(肠
,

激光照射消

除 ∀ 分钟与空白对照#∀ 分钟测定 ∃即 第三次

测定 % 在两点阂限的变化
,

在统计学上达到

极其显著的水平
&

激光暗示刺激消除 ∀ 分钟

比刺激前的两 点 闷 限 高
&

) 肠
。

激光照时

消除 ∀ 分钟与激光暗示消除 ∀ 分钟二者的两

点阂限提高
,

在统计学上达到了极其显著的

水平
。

三
、

暗示与两点闻限

激光照射穴位无论在照射中和刺激消除

∀ 分钟
,

都能使三个部位总和的 两 点 刚 限

提高达到了极其显著的水平
。

而激光暗示无

论在刺激中和刺激消除 ∀ 分钟
,

都没有使三

个部位总和的两点阑限产生明显变化
,

因此

可以认为
,

激光暗示对两点闭限的变化不起

作用
&

激光暗示对激光镇痛起着一定的作用

〔# 〕
。

这是激光照射穴位下两点闭限的 作 用

与镇痛阂的作用不同点
。

其原因可能在于痛

觉与暗示有很大的关 系
&

小 结

一
、

激光照射穴位两点阐限明显提 高
,

它具有全身性
、

闭限不消失 以及后效应的三

个特点
。

二
、

激光与针刺在对 两点阂限的提 高上

没有显著性差异
&



针刺研究

没有看到暗示在激光照射穴位下使两点阑限发生改变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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