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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刺麻醉的大量临床实践和实验研究表

明针麻效果存在着明显 的个体差异
,

这种差

异是可以预见的
。

例如
、

不少工作看到患者

针前痛闹和耐痛 闭 水 平 及其针后提高情况

〔”
、

患者的针感和耐针 情 况〔幻都 和针麻效

果有关
。

针感和耐 针 即 人 对酸
、

麻
、

胀
、

痛
、

沉的感觉和耐受情况
,

可以 认为是某种

与皮肤有关的驱体感觉
 

因此
、

皮肤某些感

觉的特点可能是与针麻效果有联系的
 

设想
,

皮肤触觉
、

痛觉的敏感性可能是

神经系统皮肤分析器强
、

弱 特 性 的 一种表

现
。

触觉
、

痛觉阐限较 低 则 对 刺激比较敏

感
, ,

因而具有易衰竭
、

!

耐力低的特点
,

它是

否是影响耐痛
、

耐针从而影响针刺效应的一

个因素呢∀

本工作探讨对电刺激的 皮 肤感觉 电触

觉闭即 电感受闽及电痛觉阐 的敏 感 性这一

心理特点同针麻效果的关系
,

为研究临床规

律
、

提供预测指标
、

并探讨这种因素在针麻

过程中的作用
,

从 而 了解 一 些 针 麻 的 道

理
。

方 法

一 测试对象

# ∃ % ! 至 #∃ % &年肺切除 针 麻手术患者 #∋ (

人
、

# ∃ % %年颅脑针麻手术患者 &∃ 人
、

于术前

一周内在实验室进行测试
 

二 测试内容

# 肺切除术
)

针刺部位 三阳络
、

榔门

的电感受阂 即 电触 和电反应 即阑 电刺激

量增加至手指抽动的闭值
∗

手 术部位 右胸

部乳下肋间 的 电感受阂和 痛 阐 共 四 项 指

标
。

+ 颅脑手术
)

针刺部位 金门
、

商丘 的

电感受阂和电反应阂 ∗
针刺部位 拈竹 的电

感受阂 双尖波脉冲及方波脉冲两项 和痛阑

方波脉冲
∗
手术部位 率谷

、

方波脉冲 的

电感受闭和痛闭共七项指标
。

三 仪器及测试方法

针刺部位 电极为直 径 #厘米和 + 厘米的

园 银片
,

刺激器 为改装 的北京(+ (一% 型 电

麻 仪
,

频率为 + +∋ 赫 兹
,

在线路中串联一个

改装的微安表
,

记录电流
 

刺激逐步加强至

被试有感觉时的微安数
,

作为穴位电感受阔

限
。

测试三次
,

取第二
、

三次的平均值
。

随

后继续缓慢匀速加大刺激量
,

以 被 试 手 指

或 脚 趾 有 轻 微 抽 动 时 的 微 安 数 作为

电反应闽
,

测试两次或三 次
,

取 平 均 值
 

如果第一
、

二次测 试值极为 接近
,

可只测

二次
 

测试手术部位皮肤感觉用 单脉冲方波刺

激器
,

频率为每秒 + ∋∋ 次
,

波宽 ,毫秒的连续方

波
,

并联一 电子管电压 表记录电压
。

刺激电

极为直径 #毫米的白金丝
,

外 套直径 约 − 毫

米的塑料管
。

塑料的横切面垂直贴紧测试位

置的皮肤
,

管 口内涂满导电糊
,

白金丝接近

而不接触皮肤
。

参考电极为直径 ! 厘米的园

银片
,

固定于 腹部 肺切除 或小腿 内侧 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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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手术
 

测 试时
,

记录逐渐 加大 或减小

电刺激至 电感觉 一般为
“

麻
” “

疏疏
”

或
“

扎
”

感 出现或 消失在电子 管电压表上的有效电

压值
。

肺切除患者的阑限值是用这种上行或

下行方法测试两次以上所得结果的平均值
 

痛问的测试方法与此相同
 

肺切除和颅脑手

术患者的测试方法大致 相同
 

肺切除 患者

先后使用了两台类似刺激器
,

用同一方法分

别处理数据
,

所得结果完全一致 .

肺切除患者在测试皮肤感觉前后进行 了

试针条件下脉搏
、

呼吸
、

皮肤 电位三项指标

的生理预测 〔! 〕
。

结 果

每项指标均按测试结果分布情况划分为

不敏感
、

一般和敏感三类
 

对肺切除患者
,

以测试 的平均数 / 士

标准差 0 为 划 分标准
,

大于 / 1 李0 者
石

为不敏感
,

小于 2者为 敏 感
,

其余为

一般
 

对肺 切除患者用 四项指 标综 合评定

时
,

有两项敏感即评为较敏感
∗
有两项或两

项以上不敏感
,

无一项敏感即评为不敏感
,

余评为 一般
。

颅脑手术患者
,

因疾病本身可能影响皮

肤感觉
,

被试间闹值离散度很大
,

故取上
、

下四位数作为划分 标 准
,

大于 上四 分 位数

3
)
者为不敏 感

,

小于下四 分位 数 3
∗ 者

为敏感
,

界于 其间 者属 于一般
。

然 后结合

七项指标的敏感情 况作出综合评定
,

如七项

中有三项敏感
,

其余属一般
,

即属较敏感类
,

如两项以上不敏感
,

其 余属一般即属不敏感

类
,

此外即属 一 般
。

针麻效果评级按 全国统一标准评定
,

仅

在 4级 内按病人术中疼痛表现及用药情 况又

分为 5 上
,

4 和 4 下 三级
 

一 各项感觉敏感性特点与针麻效果的

关系

将各项感觉敏感性特点分别与针麻效果

比较
,

可以看到
,

在肺 切除 #∋ (例
,

四 项感

觉中除针刺部位电反应闭外
,

其敏感程度都

和针麻效果有明显关系
。

即敏感者多属于麻

效果较差的
,

较不敏感者多属于针麻效果较

好的 6 7
 

∋ &
 

针 刺部 位电 反应阂高低和

针麻效果相 关 虽 不显 著 6 8
 

∋ &
,

但在肺

切除术 电反应敏感的 #− 人中只有 + 人为针麻

效果好的
,

在 与其他指标结合的情况下对预

测仍有参考意义
。

从颅脑手术患者的单项指标来看
,

只有

率谷和金门电感受闭的敏感情况和针麻效果

有相关趋势
。

即不敏 感者效 果较好
 

率谷

电感 受 闭 & &例
,

9 :; +
, < = ;; !

 

+ & ∃
,  

+ ∋ 8

6 8
 

# ∋ ∗ 金门电感 受闭 &∃ 例
,

9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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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看 到其余五 项 指标和

针麻效果间有明显相关
。

二 皮肤敏感性综合预测

根据前述标准
,

对照皮肤敏感性综合结

果与针麻效果关系
,

可见以皮肤敏感性综合

预测
,

#∋ (例肺切除患 者中
,

符合 者−− 例
,

占− >肠
,

完全不符合者只有 ! 例
,
经统计学

处理
,

肺切除四项皮肤感觉的综合敏感情况

与针麻 效果之间 有 极 为显 著的 相 关 6 7
 

∋∋ #
,

即敏感者效果多较差
,

不敏感 者 效

果多较好
。

&∃ 例颅脑手术患者中
,

按上述标准符合

者 !& 例
,

占%( 肠
,

完 全 不符 合 者 % 例
,

占

#+ 肠
 

由此同样观察到皮肤感觉的综合敏感

性与针麻效果之间相关显著
,

即综合情况较

不敏感 者 针效 较 好
< = ? #%

 

( ∋(
,

9: ; !
,

6 7
 

∋ ∋ &
 

三 皮肤感觉敏感性与生理预测

将同一肺切除患者的生理预测结果与皮

肤感觉敏感性综合预测结果对照
,

可以看到

两者间有显 著 的 一 致关系 ≅ “; # (
 

( ( &,

〔注 〕在单项分析时
,

将不敏感和一般结合为

不敏感类
,

与敏感类相比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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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9: ; !
,

6 7 ∋
 

∋&
,

即生理预测 , 级 差
,

多

半皮肤感觉较敏感 # % Α > >
,

很少为不敏感者

0Α > >
 

讨 论

一
、

针刺麻醉过程所 包含的针感
,

耐针

和痛等因素
,

都是叭体感觉
。

国内大量研究巳

表明耐痛阂高低同针麻效果有一定关系〔。 。

本工作也看到肺切除患者对痛敏感者针麻效

果较差
 

同时还看到针刺部位或手术部位的

电感受阂都和针麻效果有显著相关
∗ 开颅术

的单项指标只有二项和针麻效果间有相关趋

势
,

其关联不如开胸术明显
,

可能是因为其

病种复杂
,

手术种类不一
,

开刀部位不同
,

针刺穴位各异
,

临床条件不一致的缘故
。

但

七项指标结合起来仍有显著相关
 

看来
,

皮

肤感觉敏感性的个体差异在针麻中是有一定

作用的
 

山于有的患者皮肤敏感是在针刺部

位表现
,

有的则是在手术部位表现
,

综合指

标能把两方面都包含在 内
,

可较单项指标更

全面地反映问题
 

皮肤敏感性综合预测与两种 手术实际针

麻效果符合率可达 −∋ 帕左右
,

在 #∃ %−年全国

针麻综合预测协作工 作中采用了我们提出的

触觉指标
,

结果在 其他一些手术中也看到针

刺部位 内关 触觉敏感者效果较差
,

更证实

了皮肤的触觉特点与针麻效果有显著关系
。

看来此一综合指标在针麻手术预 测 中有 参

考价值
,

特别是触觉的敏感性作 为 针 麻 预

测指标是值得注意的
。

这 一指标 的测 定 简

便易行
,

且对患者毫无痛苦
,

便 于 推 广 应

用
。

但也有部分病例不符合
,

如肺切除患者

敏感者中有四例针效达到 4级效果
。

这 ! 例

都是较年轻的 #− 一 +> 岁 女性患者
 

其中 +

例生理预测也是 , 级
。

她们的两种预测是在

月经期间进行而手术是在 月经期后进行的
,

是否月经期间植物神经系统不够稳定
, ‘

皮肤

感觉敏感性增高
,

尚待探索
 

二
、

本工作结果证实了我们的如下设想
)

针麻效果可 能和神经系统 机 能状态 强弱有

关
。

设想在机能弱化的情况下
,

患者难于耐

受适 当的针感
,

对疼痛刺激也较为敏感
,

从

而影响针麻效果
。

而皮肤感觉综合敏感性又

同进 针时脉搏
、

呼吸
、

皮电等生理预测很一

致
,

表明皮肤感觉综合敏感性在某种程度上

能反映患者对针刺的敏感或耐受情况
。

全国

针麻综合 预测再次看到基础耐痛闹和针麻效

果有密切关系
,

耐痛也可看作中枢机能特点

的另一种表现
,

即工作能力限度的表现
,

这

也是神经系统机能强弱特性的一种表征〔>〕
。

因此我们认为
,

触觉过敏或耐痛不高都是神

经系统机能弱性表征
,

它可能是影响针刺效

应的一个重要因素
。

我们的工作还看到
,

患者的皮肤感觉综

合敏感性和入手术室时情绪状态有关
,

敏感

者入手术室时大多情绪紧张
,

而情绪紧张又

大多针麻效果差 〔&〕
。

我们关于暗示的工作还

表明
,

皮肤感觉综合敏感者多易 接 受 暗示

〔( 〕
。

国外也有人在工作中看到
,

神经 系 统

弱型者较易接受暗示
。

看来
,

皮肤感觉综合

敏感性这一心理
、

生理特点是一种影响较广

泛
、

较基本的个体差异
,

很可能它是有关神

经系统机能强
、

弱特性方面的差异
。

三
、

国内已有工作表明
,

针感中有粗
、

细等 四类神经纤维在 起作用 〔%
一

#∋ 〕
 

在本研

究中
,

针刺部位 与手术部位 电感受性均同针

麻效果有关
,

这提示传导非痛的电触刺激的

粗纤维及其有关的中枢机能状态特点 如强
、

弱 在针刺麻醉中可能有重要作用
,

它可能通

过影响针感 包括耐针 而作用于针麻过程
。

痛阂及耐痛阂高者针麻效果较好
,

除了考虑

目前针麻手术尚存在镇痛不 全因素外
,

也应

考虑传导痛刺激的细纤维及其有关中枢的机

能状态的作用
。

在临床上
,

对痛和对针的敏感

情况往往是一致的
。

从全国综合预测工作中

看到 了耐痛与针效的关系
,

这可能是由于痛

感中细纤维起作用
,

而针感中也有细纤维参

咚,
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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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

本工作 结合 痛觉和 非痛觉特 点进行预

测
,

可 以较全面地反映患者对针和痛两方而

的敏感情况
,

同针刺效应有较密切的关系
∗

在具体方法 上尚有待进一步的探索
。

小 结

一
、

本工作对 电刺激的皮肤感觉敏感性

和针麻效果的关系
,

对在针麻下行肺切除的

#∋ (例和行开颅 术的&∃ 例患者进 行了研究
。

于术前对患者进行 了针刺部位的电感受阑
、

电反应成和手术部位的 电感受闭及痛阂的测

试
。

结果表 明
,

肺切除患者
,

三项皮肤感觉

都和针刺效 果有 明显 相关 6 7
 

∋ & ∗
开颅

术患者
,

两项电感受阂和针麻效果有正的相

关趋势
。

综合 所 测各 项结果 和针麻 效果对

照
,

符合率达− ∋呱左右 肺切 除术 −> 肠 ∗ 开

颅术宁(肠
,

经统计分析
,

两者间 有极显著

相关
 

看来
,

皮肤感觉综合敏感性可作为针

麻效果预测的参考
。

其中电感受闭和针麻效

果的明显关系特别值得注意
。

二
、

皮肤敏感性综合预测结果和脉搏
、

呼吸
、

皮电等生理预测结果对照
,

两者间有

很显著的一致关系
。

这表明皮肤感觉综合敏

感情况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机体对针刺刺激

的敏感情况
。

三
、

对所得结果进行 了讨论
,

提出 了我

们的看法
)

皮肤感觉过敏可能是神经系统机

能弱性的一种表现
,

是影响针刺效应的机体

机能状态的一个重要方面
。

针刺部位和手术

部位 电感受阑都和针麻效果有关
,

提示传导

这种非痛的电触刺激的粗纤维及其有关中枢

的机能特点在针刺麻醉中可能有重要作用
 

痛觉敏感性与针麻效果有关
,

也可从细纤维

及其机能特点在针麻中的作用来理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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