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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
,

是一个人智力水平的客观标志之

一
。

有关记忆研究
,

是 当代学术界的一个重

要课题 ; 人们正在从多学科角度对记忆进行

综合性探讨
t ‘ · “〕 。

根 据防治考场综合征研

究实践体会
〔” 和理论推导

〔‘’ ,

我们认为针

刺百会有可能对记忆产生积极的影响
。

我国

古代医籍文献中的记载也提示了这
一
点

。

为

最后澄清这一学术问题
,

我们特进行了如
一

!;

实验性观察
。

1 观察对象和方法

观察对象包括在读高中二年级 学生 1 17

名和昆明种雌性小白鼠4叮飞
。

学生中男性 58

名
,

女性5 9名 ; 年龄为 15 、 17 岁
。

平均记忆

商为 12 透
.

0 (属于超常f江)
。

小 n毛111省药检

所和哈尔滨兽药厂动物室提供
。

全部受试对

象均按事先设计规定选择样本
,

然后随机抽

样分组
。

针刺百会穴
,

采用以迎随补泻为主的手

法
。

先将 28
一

号华佗牌银柄不锈钢毫针以平刺

角度顺着或逆着经脉
Z心血循行方向刺 入 1

.

0

时深
,

得气后以 3 6 0
。

幅度捻转 20 次
,

留针

3 0 m in
,

起针前再次捻针20 次
。

捻针速度 1 20

次/ m in
。

针具以高压灭菌法消毒
;
穴位体表用

酒精棉消毒
。

百会穴取于两耳尖连线中点
,

后

发际正中直上 7 时
。

小鼠则模拟人体)Jdr 穴定

位
。

学生针刺一律规定为午后 3 ~ 4 时
,

取

坐位
。

小鼠针刺深度为0
.

3时
,

捻针 3 O s e c后

出针 ; 才于d l 次
,

连续 4 次后休息 3d 再进行

针刺
,

共施行 4 个刺程
。

药物对照用的是沈

阳军区哈尔滨制药厂生产的脑复康 (乙酚胺

毗咯烷酮 )
。

学生受试者每 d服 3次于饭后
,

每次 2 片
,

舟片0
.

4 9 ,

连续3d
,

第4d 进行检

测
。

小鼠实验用药按 体 重 相 适应的剂量给

药
,

连续4W
。

效应指标之一采用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

所编制的记忆童表
,

包括两套图表和 5 项分

测验
。

检测与针刺保持双盲
。

两次检测分别

使用不同量表
,

间隔 IW 进行实验性检测
。

非时相性观察在起针后 10 m in 开始检测
。

仃

次检测必须在 45 m in 内完成
。

检测在安静房

间内实施
。

受试者均属于 首 次 接 触这种检

测
。

效应指标之二是D S一 2小鼠 Y 型电迷官

检测空间辨别学匀和记忆再现能力
,

记录和

比较各组达到连续10 次正确反应所需的测试

次数 (学习成绩) 和 2 科, 后承测所需测试次

丈勿 (记忆再现 )
。

2 结果及其分析
2

.

1 一次针刺百会对学生即时记忆的影响

实验观察结果
,

先将原始分换算成量表

分和记忆商
,

以资比较分析
。

本组学生记忆

商平均 12 4
.

0 ,

较一般同龄组均值 1 0 3
.

0明显

偏高
。

(表 1 ) 尤其联想记忆更为突出
。

这

可能跟本组观察对象 属 于 重点中学学生有

关
。

表 1 本组与一般同龄组各分里表均值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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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 这一点

再次证明
,

不论男生或女生
,

只要付出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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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
,

都会取得同样学习成绩
,

不存在谁先

谁劣的问题
。

表 2 记忆商与性别

人数 记忆商 (又土SD )

男 生 58 123
.

6 土9
.

5

女 生 59 123
.

9 土 8
.

6

记忆商与各学科考试总分呈显著正相关

行二 0
.

2 2 7 3
,
p < 0

.

0 5 )
。

这 恰 好从一个偏

面论证了本组学生平均记忆商偏高的原因
。

表 3 各组记忆商改变情况

例数
- 记忆商

实验前

(X 士SD )

实验后

补法组

泻法组

空白组

药物组

12 1
.

7 上9
.

4

126
.

2 士8
.

0

12 1
.

2 上8
.

8

126
.

8 土9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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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士9
.

3

129
.

8 士 10
.

2

124
.

6 上 11
.

1

132
.

3 士7
.

4

表 3 结果说明了针刺
一

「沉探J
‘

记忆的影响

是有条件的
。

一次针刺百会穴对学生 即时记

忆的影响
,

在本组观察中以补法组较明显
,

且优于脑复康药物对照组
;
平均可提高8

.

。,

相当于基础水平的 6
.

5厂 (P < 0
.

0 1 )
。

而泻

法组则改变不明显
,

与空广!对照组相接近
。

(P> 0
.

05 ) 从分量表着
,

针刺效应主要 衷

现在指向记忆和联想学习两个方而
。

2
.

2 一次针刺效应的时相性特征

在我们早期实验研究中发现
,

针刺效应

具有明显的时相性特征
t 气’ 。

这 一 特征衷现

在针刺对记忆影响效应土亦末能 fj:j 外
。

州

4 ) 起针后 5 m in 属于负性波功
, 二

、

l乙均 「阶

6
.

7 ,

但时间持续很短 ; 起针 IOm in 就步入

正 向波动
,

并维持111 左右
;
其 波 动幅度不

高值提数

30303027

表 4 一次补法针刺百会对学生不同时间里记忆商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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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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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 6
.

7 寺 3
.

9 寺 2
.

3 寺 2
.

5 令 0
.

8 十 4
.

5 于 8
.

8 令 11
.

3 十 3
.

8 寺 0
.

5 十

大
,

最高方 达 3
.

幻 1
.

5h 后又 返回负性波

动
,

约维持半 h 左右或更长些 , 下降最多者

是起针后 Z h
,

平均为 4
.

5 , 3、 4h 进入第二

个高峰 , 这一峰值水均为1 1
.

3
,

相当于原记

忆水平的 1 0
.

3万
,

远 远 超过第一个高峰 ;

,

sh以后开始逐渐衰减
,

到 6h则近于消失 ; 不

同指标的共同特点是双峰曲线 , 第二个高峰

多高于第一个高峰
,

且持续时间较长 , 两次

检测结果和实验结果之不同
,

主要反映在程

度上 , 此乃具体条件差异所致
。

可见
,

针刺

效应和条件之间的关系是极为密切的 ; 条件

的任一方面有了差异都会影响效应
。

2
.

3 多次针刺百会对小鼠记忆的影响

记忆受心理因素影响
。

人类心理活动最

复杂
。

为排除心理因素的干扰
,

使这一针刺

效应得到客观的承认
,

我们又观察了多次针

刺百会对小鼠记忆的影响
。

结果
,

这一针刺

效应再次获得实验的论证
; 以补法多次连续

针刺百会穴
,

可明显增强小鼠学习成绩和记

忆再现能力
。

(表 5
、

6 ) 补法优于泻法
,

表 5 多次针刺补泻百会对小鼠空间辨别学习的影响
一

”
”

”
’

二, 拭二认。
”

’

一垮俏
.

茂犷一
’

。 , 。
处乡和越鲜因 于了兮石

洲 P价
二、 素中的要点 A

’
(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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泻 法 组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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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

捻针30叮d , 4W
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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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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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捻针30
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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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丫
19

.

0 士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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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5

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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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多次针刺补泻百会对小鼠记忆再现的影响

例数
24h 后记
忆再现X 上 P值
SD (次)

补 法 组 10

泻 法 全巳 10

处理和彼试因

素中的要点

顺经循行针百会
,

捻针30
,

ld
,

4 W
名

.

9 土 1
.

1 ( 0
.

0 1

逆经循行针百会
,

捻针30
户
/ d

,

4 W

脑复康口服 200 9 /

15
.

5 上3
.

2 > 0
.

05

脑 复康 组

空白对照组

kg
,

4 W

固定动作不针刺
,

30口 / d
,

4 W

9
.

6 士 1
.

2 ( 0
.

0 1

16
.

7 士 1
.

6

也优于脑复康药物对照组 ; 这一结果与学生

实验结果完全吻仇 尤其 2 4h 后记忆再现能

力的增强
,

是成倍的
;
补法组 24 h 后重测获

将正确结果所需测试次数平均8
.

9次
,

而空自

对照组平均为1 8
.

7次
。

这充分表明
,

牛卜刺增

强记忆效应是肯定的
。

3 讨论

早在 《黄帝内经 》成书年代就对记忆有

所认识
。

如 《灵枢》本神篇中写道
:

,’, 合有

所忆谓之意
,

意 之所存谓之 志
” 。

这里的

“
意

”
指记忆能力

, “
志

”
指记忆的储存

。

,’, 合者君主之官
,

神明出焉
” ( < 素问

·

灵兰

秘典论 》)
“

头者精明之府
” (《素间

·

脉要精

微论》)
, “

头者人之元首
,

人神之所注
”

(《千全要方 > ) 等论述
,

则指出了记忆的

物质基础在于心
,

在于头脑
。

< 灵枢
·

本神 > 篇还指出
: “

肾盛怒而

不止则伤志
,

志伤则喜忘其言
” ; “

上气不

足
,
下气有余

,

肠胃实而心肺虚 , 虚则营卫

留子下
,
久之不 以时上

,

故善忘也
。 ”

在此

不仅论述了记忆障碍
,

并 闸 明 了其发病原

因
。

‘

以后更进一步指出
,

健忘的病因主要是

思虑过度
,

伪海不足
,

心肾亏损而使机体的
飞 玉

阴阳平衡遭到破坏
,

从而 引 起脑力衰退所

致
。

在治疗上提倡滋养心肾
,

如获神散
、

枕
,
}
“
丹和定志丸等

。

针灸治疗健忘
,

早在宋代

《铜人输穴针灸图经 > 一 书 中 即 有记载
:

“
惊悸健忘

,

针入 (百会) 二分
,

得气即

洱
,

可灸七壮至七七壮即」匕
”
可见

,

针刺

百会提高记忆是有文献恨据的
。

百会穴位于头顶正
‘
!

, ,

属杆脉要穴
,

又

与足太阳
、

手少阳
、

足少阳和足厥阴等经脉

交会
。

< 灵枢
·

海论 》箱指出
: “脑为髓之

海
,

其输上 在其盖
,

一

l了在风府
” 。

这里的

“
盖

”
字即指百会穴

。

可见百会穴不仅与全

身各部位有着广泛的联系
,

一

与脑髓关系尤为

密切
。

百会穴能治疗睡忘不是偶然的
,

是有

其经络学根据的
。

针刺百会可调节全身各经

脉之经气
,

使气血流畅
, _

L行荣于脑 ; 脑靛

充盛
,

并同时醒脑升阳和宁心安神
,

故可增

强记忆
,

改善健忘状态
。

我们的系列实验性观察
,

为针刺百会增

强 记忆效应提供了有力的实验根据
,

论证了

我们的推理和经验
;
针刺百会增强记忆

,

不

再是可能的
,

而是肯定的
,

但又是有条件的
。

山于情况的千差万别
,

条件也并非是一成不

变的
。

在我们观察的条件下
,

以迎随补法最

好
,

而泻法则不明显 ; 补法组 的均值不仅明

显高于空白对照组
,

也优于脑复康药物对照

组
。

脑复康即乙酞胺毗咯烷酮
,

可影响端脑

的可塑性
,

促进膝肌休的信息传递和蛋白质

合成
,

增高腺昔激酶活性
,

从而对缺软发抨

保护作用
,

是唯一没有争论的一类新型记忆

增进剂
「6 ’。

针 刺增强记忆的效应优于脑复

康
,

说明这一结论更为可信
。

通过条件的优

选而不断提高这一效应是可能的
。

针刺的这一效应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

而

是具有明显的时相性特征的
; 也就是说

,

什

么时间生效
,

什么时间产生什么样的效应
,

什么时问达到高峰
,

又是什么时间开始衰减

并直到消失
,

是一个完整的过程
。

揭示这一

点不仅具有实用意义
,

更具有重要的理论意

义
。

解释其不同高峰的形成机制
,

无疑有利

于阐明这一效应的作用原理
。

揭 示 了 这一

点
,

也为针灸效应 的时相性理论丰富了新的

内容
。

时相性具体特点不 可 能 是 千篇一律

(下转第4 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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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讨论 血压
,

增加食欲之功能
,

但对 H b 升高平行

肾功衰竭属于中医学中正虚邪实
,

湿浊 关系不明显
,

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

两组间比

!’」热 及
’

}于兀虑 衰
、

浊邪雍闭范畴
,

以大黄为 较结果表明
,

都能改善浊邪塑闭和水钠漪留

i二保倒灌肠治疗慢性肾衰已为医家所接受
,

症状
,

但胶囊组效果强于灌肠组
,

且可调节

蛾氏
〔” 曾分析国内灌肠处方19 份

,

对于慢性 脏腑气机之升降
,

消除和缓解消化道症状
,

仔衰患者湿浊
、

毒邪
、

癖血的排泄有一定作 克服了灌肠后尿量增强不明显
,

食欲无太大

!月
。

了J’人 认为
〔” 大 黄降尿索氮是通过减少 改善且部分患者见胃寒

、

腹痛
、

肛灼症状之

肠道对氦华酸的吸收
,

升高
_

血中必需氨基酸 弊端
,

可能与药物吸收内毒素有关
。

卜可时
,

浓度
,

利用氨重新合成蛋 白质而起作用
。

有 增强活血化癖之功能
。

临床上易
一

与补肾补虚

人认为 “ ’
大 黄 还 可以抑 制 体内蛋白质分 药配伍治疗

,

可长期服用
。

解
。

也有人认为
〔5 ,
大黄无 降 低 尿 素氮作

)!!
。

本项实验以大黄炮制水解得以没食子酸

为主要成份
,

附以对内毒素有强吸附作用的

药物
,

并保留大黄部分活血化疲和推陈致新

等功能
,

结果表明对尿素氮和血肌醉都有降

低效果
,

经加工炮制的大黄制剂消除了长期

用以致苦寒伤阴之弊
,

且有清利头目
,

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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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勺;
情况和条件变

一

J
’ ,

日才才11性的具体特点也

会相应地发生变化
,

但其根本特征一般不该

轻易改变
。

多次针刺百会的效应是由一次性效应积

累的结果
。

多次针刺百会可提高小鼠的记忆

能力
,
完全可以说明其一次性针刺效应的客

观存在
。

小鼠也有心理活动
,
但就针刺效应

米说应该是不存在心理因素的干扰
。

根据这

两点
,

我们有充分理由来说明
,
上述的钊刺

增强记忆效应不是心理因素作用的结果
,

是

针刺作用于脑穴通过经络的广泛联系和信
,

忿

代谢环节
,

对机体产生整体性影响的结果
。

本组实验对象全部属于正常人和正常小

鼠
。

所以这里的针刺效应
,
无疑属于对生理

记忆功能的影响
。

对病理记忆状态会产生什

么样的影响
,
尚有待今后去进行探索

。

但就

针刺防治考场综合征来说
,
仅采用百会一穴

却能收到明显提高考分的临床效果
,
其中必

然有增强记忆效应的机制参与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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