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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针配合辨证用药对腹水模型动物的

急性利水实验

中药系 张仲一 高 岚

指 导 胡觉民

关健词 头针 黄茂 丹参

几年前
,

我 们完成了用五荃散配合针刺对腹水

模型动物的急性利水实验
〔, ’ ,

在此基础上结合现代

中医药科研的成果
,

又进行了头针配合辨证用药对

腹水模型动物的急性利水实验
,

为 了结合中医的辨

证用药规律
。

我们特别筛选了病态家兔进行实验
,

结

果尚令人满意
,

现报告如 下
。

材料和方法

实验药物

黄蔑
、

丹参
、

党参
、

牛膝
、

肉桂
、

干姜
、

细辛
、

桑枝
、

知母
、

桅子各
,

均购 自本院中医研究所门诊部
,

经药师鉴定无误
。

水煎后分别用 酒精沉淀
,

调

至 。左右过滤沉淀
,

除掉靴质和蛋 白
,

制成注

射液
,

其生药含量为
。

实验动物

雄性家兔 只
,

体重
,

由本院动物

室提供
。

实验方法

家兔的辨证分型

虚证 活泼性差
,

皮毛晦暗
,

肛门周围有大便残

迹或垢物
,

甚至慢性溃疡
,

尿液清澈透明
,

心率

次 分
,

呼吸 次 分
,

舌质淡白
,

苔白

寒证 活泼性差
,

喜欢倦伏
,

肛门周围有新鲜稀

便
,

心率 次 分
,

呼吸 次 分
。

舌质淡 白胖

嫩
,

苔润
,

经 检验 两组正常组与结扎后 分钟相 比

有显著性差异 用益精组后
、 、

分钟

与结扎后 分钟相 比
,

有显著性差异 给

药后 分钟两对 比较 为 峨 分钟

两组 比较 分钟两组相比 为

有非常显著性差异
。

讨论 本文应用 电解式组织血流仪直接测定心

脏组织血流量
,

结果稳定
,

重复性好
,

操作方便
,

并可

动态观察
。

心肌微循环的活体观察比较困难
,

观察大

部是从外周微循环 甲皱球结膜
、

舌
、

唇等 的研究中

得到
。

这些方法不仅需在人体直接试验或用大动物

研究
,

而且各种观察方法个体差异较大
,

易受环境因

素的影响变化
,

也缺乏特异性
,

更重要的是外周循环

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反映 内脏微循环结构和特点
,

还需进一步研究探讨 冠状动脉具有雄厚的储备力
,

需要时
,

不仅冠状动脉之间可 以产生侧支循环
,

心脏

外血液亦可流入冠状动脉‘ , 。

许多研究资料说明‘

侧支吻合网所提供的血流量
,

能在应激状态时维持

缺血心肌的存活力
,

当大冠脉狭窄或闭塞时
,

它 们就

是重要的后继血源
,

对心脏起保护 作用
。

临床上可

见
,

当冠心病病人发生心肌梗塞时
,

有侧支者多半不

引起死亡‘ 。

侧支血流量虽不能预防心绞痛或心肌

梗塞的发生
,

但无害侧支对限制梗塞面积确有一定

作用
,

从而改善梗塞的存活率‘“ , 。

本实验通过直接测

得大鼠心脏组织在正常和循环障碍时组织血流的变

化
,

直接反映了益精注射液具有增加心肌组织血流

量的作用
,

这对于侧支循环的充分建立
,

防止梗塞面

积的扩大
,

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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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证 稍显躁动
,

在腹部可触及坚硬为数较多的 桑枝
、

知母
、

桅子

粪团
,

眼内外毗有分泌物
,

心率 次 分
,

呼吸 药物的选择和使用

次 分
,

有的可见奏翼扇动
,

舌质淡红
,

苔徽黄而 我们选择 了黄蔑和丹参作为主药
,

黄蔑升举阳

干
,

尿液混浊
。

气
、

利尿消肿
,

丹参活血通经
、

祛癖消肿
。

以下各证型

风寒表证 活拨性差
,

鼻孔有分泌物
,

心率 均在上面两味药的基础上辨证辅以它药
。

次 分
,

呼吸 次 分
,

舌质淡红
,

苔薄白而润
。

虚证加入党参
、

牛膝 寒证加入肉桂
、

干姜 热证

家兔的分组和实验方法 加入知母
、

扼子 风寒表证加入细辛
、

桑枝
。

各药均由

将 只各类证型的家兔混放在一起
,

随机分四 兔耳静脉注射
。

对照组用等量生理盐水耳静脉注射
。

组
,

每组 只 分别为对照组 生理盐水组
、

中药组
、

头针的应用

头针组
、

头针中药组
。

先以 的戊巴 比妥钠 。 结合对动物的辨证分型
,

我们选用 了伏脏穴区

行耳静脉麻醉
,

仰卧于兔台上
,

捆绑四肢
,

由兔阴 的上
、

中
、

下三焦穴
,

倒脏穴区的下焦穴及枕后部的

茎插入无菌导尿管 左右
,

压迫腹部排空残尿
。

呼循穴
。

然后分别用 压 生理盐水注入家免腹腔造成腹 将针与头 皮呈 。 。

角
,

斜刺到 头皮穴 内

水模型
。

待用药或针刺后
,

观察 小时的尿量变化
。

。 ,

以上下提插
、

左右捻转
、

快速捣啄手法进

药物剂量 行针刺
。

虚证以捻转手法为主 ,寒证捻转配合小幅度

动物给药剂量按成人的临床剂量折算 黄蔑 提插 热证捻转配合大幅度提插 风寒表证则以提插

。 压
、

丹参 。 ,

党参 。 、

牛膝 。 为主
。

每隔 分钟刺激一次
。

、

肉桂
、

干姜 压
、

细辛
、

辨证施治 除外对照组

裹 中药组
、

头针组
、

中药头针组辨证施治一览表

组 别 兔 号 辨 证 穴 位 刺 法 辅 药

热 证

虚 证

风寒表证

伏脏三焦穴

呼 循 穴

伏脏中下焦穴

倒脏下焦穴

同 号

伏脏下焦穴

呼 循 穴

同 号

捻 转

大提插

捻 转

同上

同 号

捻 转

小提擂

提插

知母 桅子

党参 牛膝

同 号

肉桂 干姜

证证热寒

细辛 桑枝

风寒表证

组

同 号

同 号

同 号

同 号

同 号

同 号

同 号

同 号

同 号

同 号

证证寒热

证证虚热

风 寒 表 证

寒 证

同 号

同 号

同 号

同 号

同 号

同 号

同 号

同 号

同 号

同 号

同 号

同 号

同 号

同 号

同 号

证证证热虚热头针中药组



年第 期 天津中医学院学报

实验结果 见表

表 各组利水实验结果

尿 盆
今 士 值

组组组组

药

服药针中

针

对中头头

经统计学处理 方差分析 四个组尿量均数之间

的差别有高度显著性 。 。

各组利水作用强弱

如下 头针中药组 中药组 头针组 对照组
。

讨论与小结

本文的动物实验表明
,

头针配合辨证用药的

利水作用显著 而单用头针或中药均没有前者利水

效果好
。

在辨证用药方面
,

我们选择了作为主药的黄蔑

和丹参
,

旨在升举阳气
,

行血散癖
,

通经活络
,

利尿消

肿 再依据辨证的结果辅以其它药物
。

对虚证
、

寒证
、

热证
、

风寒表证分别选用了引经药牛膝
、

肉桂
、

知母
、

细辛以入肾
,

这样可以尽快地产生利水效果
。

如寒

证
,

用黄蔑
、

丹参
、

肉桂
、

干姜
,

可归肺
、

脾
、

肾和 三焦

经
,

发挥肺的通调水道
,

脾的运化水湿
,

肾的代谢水

液
,

三焦的疏通水道等作用
,

在引经药 肉桂的率领

下
,

可将腹腔郁积的水液通过 肾的气化作用
,

由膀脱

排出体外
。

实验研究早 已证明牛膝对麻醉兔有利尿

作用‘幻 ,

黄蔑可增加尿量和抓化物的排泄‘, ,“ , ,

而丹

参
、

细辛
、

肉桂
、

干姜等药均可提高心箱出量
,

使循环

血量增加
,

肾血流量增加
,

肾小球滤过率增加
,

因而

尿量也随之增加
。

头针是现代医学大脑皮层功能定位理论与

针刺疗法相结合发展起来的
,

以针刺头皮特定区域

的一种治疗方法 可作用于神经系统
、

内分泌系统
,

对脑干网状结构
、

下视丘脑垂体均有一定作用 头针

出现的利水作用
,

可能是神经体液综合调节的结果
。

因肾血管的神经调节 以交感神经的缩血管作用为

主
,

头针可引起中枢神经系统的电位变化
,

使交感神

经的活动减弱
,

血管扩张
,

肾血流量增多
。

此外
,

头针

可能减少了体液中肾上腺素和去 甲肾上腺 素的含

量
,

也能使肾血管扩张
,

血流量增加
,

使 肾脏排出更

多的尿液
。

实验中可见
,

越是加大头针的刺激量
,

其利水的

效果就越明显
,

这很可能与脑垂体抗利尿激素分泌

的逐渐减少有关
。

因头针能够作用于下丘脑视上核

和室旁核的解剖区域
,

可能使位于那里的神经细胞

分泌抗利尿激素减少
,

降低了远 曲小管和集合管对

水的通透性
,

缩小了肾小管段
,

细胞间隙等处的液体

通道
,

于是水在肾小管的重吸收减少
,

尿量加多
,

排

出机体内的多余水分
。

头针与辨证用药相互为用
,

显现 出较强的

利水效果
,

说明针药并用切实可行
,

值得临床应用
。

总之
,

本文仅是初步实验报道
,

还有待今后进一

步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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