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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激方法与针刺镇痛的实验研究

王极盛 幸代高 孙长华 林淑惠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

引 言

我国独创的针麻已经成为一种麻醉方法

在临床中
%

应用
。

针麻效果确有能达到象科教

电影和示范表演那样的优秀的麻醉水平
。

可

是
,

总的说来现在针麻的镇痛效果
,

还不够

满意
,

影响着针麻的进一步普及推广
。

尽管针麻镇痛不全
,

但是针麻的诞生 促

进了人们对疼痛的研 究兴趣
,

促进了人们寻

找新的抗痛方法的积极性
。

我们企图把祖国医学的理论经验 与现代

科学知识和方法结合起来
,

从人体实验研 究

角度来探索提高针刺镇痛的新途径
,

寻找新

的抗痛方法
。

按摩疗法
、

灸法
、

熏洗疗法是我国劳动

人民长期与疼痛 疾 病作 斗争的医疗手段
,

是祖国医学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

根据辩

证施治的原则
,

在人体一定的穴位或部位施

以机械性刺激或热刺激
,

使人体经络疏通
,

气

血通畅
,

激发人体抗痛
、

抗病的能力
,

达到

镇痛
、

治病的目的
%

我们在针刺镇痛的基础上
,

引入 了现代

医学中电按摩和腊疗的两种技术
,

比较单一

刺激即单纯针刺
、

单纯腊疗
、

单纯 电震动和

复合刺激即震动加针刺
、

腊疗加针刺的镇痛

效果
。

动
,

电压 ! !& 伏
,

功率  瓦
,

频率 & ∋ (& 次 )

秒
。

电动按摩器刺激人体右合谷穴位
%

热刺激使用的是理疗用的腊
,

温 度  !
%

∗

左右
%

放在人体腰部的腊 的 面 积 是 + ∀ +&

, −
,

放在右手合谷部位的面积 是  ∀ . 。−
%

测定仪器
/

弹簧压力测痛器
,

最小压力

为零克
,

最大压力为 && 克
%

被试 的任 务是

当侧痛器压 在皮肤上后
,

刚刚从不痛到感到

痛时
,

立刻报告痛
,

此时的测痛器的压 力数

代表痛闭值
。

本实验采用 + ∀ + 拉 丁刀的实验设 计
,

刺激程序见表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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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和结果

刺激仪器
/

 3 一 ( 电脉冲医疗刺激器
,

刺激人体右三阴交
、

左合谷穴位
,

频率
%

3

次) 秒
,

波 形双向连续尖波
。

电动按摩器
,

以 电磁方法 产 生 机 械震

甲
、

乙
、

丙代表被试
,

每个被试作二个实

验 日
%

4
、

5
、

∗ 代表刺激方法
%

每种刺 激方法

都刺激+& 分钟
。

4 在前  分钟代表针刺刺激
,

在后  分钟仍代表针刺刺激
,

称为持续针刺
。

5在前  分钟代表腊疗的热刺激
,

在后  分钟

代表腊疗加针刺 激
%

∗在前  分钟 代表电按

摩的震动刺激
,

在后  分钟代表震动加针刺

刺 激
。

本实验共有六种 刺 激
,

即 单 纯 针

刺
,

单 纯 腊 疗
,

 单 纯震动
,

!针刺 ∀#

分钟后再持 ∀# 分钟 ∃简称持续针刺 %
,

& 腊疗

加 针刺
,

∋震动加针刺
。

空白对照
,

即对被试测定前臂
、

颈
、

腹

三部位的痛阂后
,

()∗ 隔 # 、 ∀+ 、

∀# 、 ,+ 、 ,#



针刺研究

+& 分钟分别测定上述三个部位的痛闭
。

间隔

 
、

&
、

 分钟与间隔前的!3 人次的痛闽均

数分别为 & (
%

! 克与 & 3
%

3了克
6
间隔加

、

!  
、

+ &分钟与间隔前的 !3 人次的痛阂均数分别为

&  
%

克与 & 3
%

33 克
,

统 计 学 处 理
,

都 是

78 。
。

& 
,

差异不 显著
%

被试在每个实验 日都先测针刺前前臂
、

颈
、

腹三个部位的痛阂各一次
%

前臂的测痛

点是右外关穴位
,

颈部的测痛点是右扶突穴

位
,

腹部的测痛是气海穴位
。

在单纯刺激 

分钟内
,

分别测定  分钟
、

& 分钟
、

 分钟

前臂
、

须
、

腹三个部位的痛阑
%

 分钟后加

一刺 激
,

成为复合刺 激
,

在!& 分神
、

!  分钟

+& 分钟时分别测定前臂
、

顶
、

腹三个部位的

痛阂
。

每一种刺激都有!3 人次的痛阂的测定数

据
%

单一刺激与复合刺 激对痛闹作用的结果

列在表 ! 中
。

衰 ! 单一翩滋与盆合朝滋对启门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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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论
%

不同刺激方法均兵有镇痛效果

针刺
、

按摩
、

腊疗广泛应用于临床疼痛

治疗
。

不仅针刺穴位下能够施行手术
,

而且

按摩穴位下也能够施行手术 〔卜! 〕
%

我们采

用实验方法
,

证实针刺腊疗
、

电震动都能提

高皮肤痛闭
,

在统计学考脸上达到非常显著

的水平
%

腊疗加针刺
、

电震动加针刺都能使

皮肤痛闭升高
,

在统计学上达到非常显著的

水平
%

!
%

提高针刺镇痛的途径

我们认为针麻作为一种麻醉方法的地位

己经确定
,

但是针麻没有达到完全无痛
%

针

麻镇痛尽管达不到完全无痛
,

但是针麻的镇

痛作用还是可以逐步提高的
%

本实验结果提

示
,

在针刺镇痛的基础上
,

适当地在穴位上

施以腊的热刺激和震动刺激可能为提高针麻

效果提供新的探索途径
。

我们认为针麻在临

床上的应用 前 途 是 少部分人 可单纯使用 针

麻
,

大多数人可用 针麻
、

药麻相结合
,

即复合

麻醉
%

在针麻
、

药麻结合中
,

使用震动刺激或

腊疗是否可 以提高复合麻醉的镇痛效果
,

是

值得进一步探讨的
%

针刺在治疗疼痛上有着

较好的镇痛效果
。

在疼痛治疗临床上
,

采用

腊疗加 针刺或者震动加 针刺是否比单纯针刺

的治疗效果好
,

也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
。

我

们认为
,

复合刺激可能是寻找抗痛方法的一

个有希望的途径
。

+
%

该痛不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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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本实验来看
,

无论单一刺激的针刺
、

腊疗
、

震动
,

也无论复合刺激的 腊 疗 加 针

刺
、

震动加针刺都能提高皮肤痛阂
,

但都镇

痛不全
,

即没有达到使皮肤痛阑消头
%

这是

这些镇痛方法区另0<于化学药物阻滞神经传递

的药物麻醉镇痛的根本之点
。

认识这个特点

对于针麻研究有着重要的实践意义和理论意

义 〔+ 〕
。

在实践上
,

使我们实事求是地评价针

麻镇痛的作用
,

科学地确定针麻的适应症
%

应 该指出
,

宣传针麻完全不痛
,

不但不符合

实际
,

反而会失信于病人
%

在理论上
,

使我

们对针味原理的研究建立在针麻临床实践的

基础上
。

如果要求阐 明完 全 不痛 的针麻原

理
,

那是无法办到的
%

小 结

木实验来用拉丁方的实验设计
,

研究了

单一刺激与复合刺激的镇痛作 用
%

研 究结果

表明
/

%

针刺
、

腊疗
、

电震动
、

腊疗加针刺
、

震动加针;0< 都具有提高痛闭的作用
,

在统计

学考验上都达到 了非常显著的水平
%

!
%

复合刺激腊疗加针刺
、

震动加针刺都

比针刺提高痛闹更明显
,

在统计学 考验 仁达

到了显著性水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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