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5)。张氏[ 28 ]取定喘、百劳穴用醋酸氢化泼尼松、维丁胶

钙穴位注射治疗 78 例, 治愈 20 例、临床控制 38 例、好

转 18 例、无效 2 例, 有效率 97. 4%。王氏[ 29 ]用鱼腥草

注射液定喘穴注射, 治疗 60 例, 近期治愈 206 例、好转

42 例、无效 12 例。

6　小结与展望

综上所述, 针灸治疗哮喘目前已在临床发挥出了

一定的优势, 众多医家在临床及科研方面都做了大量

工作, 筛选出了确有疗效的一组穴位, 为今后的临床用

穴指出了一条捷径。在治疗方法上也是多种多样, 在继

承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掘了些民间疗法并加以提高, 其

疗效也是令人满意的。这说明针灸治疗哮喘的疗效是

肯定的。但是就目前的报道来看, 尚有些不完全之处例

如: 临床疗效标准尚缺乏统一标准、基础理论及临床科

研尚不够深入、大部分临床资料缺乏对照等等, 这些都

需要在今后的临床及科研中加以完善。我们相信, 通过

大宗临床资料的积累, 引人临床科研设计、衡量、评价

机制一定能使针灸治疗哮喘及科研工作取得更加辉煌

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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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恒磁场对细胞的作用研究

李婷[ 1 ]等用体外吞噬功能测定、酶组织化学染色

和扫描电镜等方法, 观察表面磁场强度为 0. 35T 的永

磁磁场对鸡腹腔巨噬细胞的影响。结果表明, 恒磁场能

使腹腔巨噬吞噬酵母菌的吞噬率显著下降, 显著降低

非特异性酶脂 (N SE) 和琥珀酸脱氢酶 (SDH ) 的活性,

但对酸性磷酸酶 (A CP)和乳酸脱氢酶 (LDH )的活性无

影响。扫描电镜下, 加磁组形态不规则, 表面皱褶少, 对

照组丝状伪足较多, 提示该强度恒磁场对巨噬细胞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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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起抑制作用。

王信良[ 2 ]等报告, 将小鼠置于磁感强度 0. 3T 的直

流电磁场中, 每天 10 分钟, 连续两周。结果显示白细胞

数比实验前下降 26. 5% , 停止磁场处理, 白细胞继续

下降至 32. 4% , 提出磁场可能对骨髓造血功能有抑制

作用, 或是磁场缩短白细胞的寿命。

乐秀鸿等[ 3 ]报告, 对家兔和大鼠加 25m T、50m T、

75m T、100m T 的恒定磁场, 每天 12 小时, 连续 7 天, 且

75m T、100m T 加磁组增设 14 天加磁实验。结果表明

75m T 加磁组骨髓细胞增生活力具有非常显著的促进

作用, 100m T 加磁组的效应不一致, 而 25m T 和 50m T

未见明显作用, 提示一定强度的磁场具有促进骨髓细

胞增生活力的作用。

田立健等[ 4 ]把手术伤坐骨神经处理后的家名兔分

为实验组与对照组, 实验组将表面磁感强度 0. 2T 磁

片埋于被损伤神经象皮下, 对照组不埋磁片, 其余条件

实验组, 在不同时间取两组兔神经组织进行电镜观察。

对照组第 7 天和第 14 天髓神经损伤严重, 髓鞘和轴索

溶解破裂形在虫蚀样图像, 雪旺氏细胞浆内可见类似

损伤, 第 21 天和第 28 天仍可上述类似损伤。磁疗组第

7 天髓神经纤维正常结构被破坏, 雪旺氏细胞胞浆内

形成许多大小不等电子密度不同的同心圆排列结构及

脂滴, 雪旺氏细胞核正常, 胞膜完整。第 14 天髓神经纤

维轴索恢复原有形态, 但部分结构呈灶性松散, 轴索中

线粒体及雪旺氏细胞胞浆内线粒体扩张。第 21 天髓神

经纤维鞘基本恢复, 轴丝略有松散。

董庆滨等[ 5 ]将磁场处理后的小鼠肝细胞癌H
22注

入小鼠腹腔和左前肢腋窝皮下试验小鼠分为空白对照

组、加N 极组、加 S 极组, 两加磁组使用 150m T 的恒定

磁场。各组小鼠形成腹水的平均时间: S 极组 12. 9 天,

N 极组 9. 8 天, 对照组 8. 5 天; 小鼠平均存活时间: S

极组 8. 2 天, N 极组 6. 2 天, 对照组 5. 5 天; 观察到形

成实体瘤的平均时间: S 极组 26 天, N 极组 11. 5 天,

对照级 10. 8 天。表明磁场特别是 S 极磁场对小鼠肝细

胞癌H
22有明显的抑制作用。

赵大源[ 6 ]等使用 0. 2T 磁感强度的恒磁源作用于

兔腹部呈十安状 5 片、背部脊柱两侧凹陷处各 5 片, 第

天 30 分钟, 8 周后使用M T T 法检测两组兔的自然杀

伤 (N K)细胞活性。结果得出加磁实验组的N K 经胞活

性明显增强, 表明应用磁疗方法可增强机体的免疫和

免疫调节功能, 提高机体防病抗病能力。

吕安林[ 7 ]等报道, 体外培养离体兔主动脉平滑肌

细胞, 分成实验组和对照组, 对照组持续培养 72 小时,

实验组 24 小时后将培养板置于 0. 35T 的恒磁场中继

续培养 48 小时。实验组的主动脉平滑肌细胞的增殖数

量显著低于对照组, 说明恒磁场对平滑肌细胞的增殖

有抑制作用, 对 PTCA 支架后冠脉再狭窄可能具有预

防效果。

2. 旋转磁场对细胞作用研究

肖忠文[ 8 ]等使用旋转时平均磁感强度为 0. 18T 的

旋转磁场, 给小鼠每天加磁两次, 每次 30 分钟, 连续 5

天后, 进行红细胞、白细胞计数。得出加磁组白细胞降

低有显著差异, 认为磁疗可能有使白细胞减少的副作

用。

于玲娜[ 9 ]对健康人离体血液加旋转磁场, 磁头转

速 3000röm in, 磁感强度 0. 08～ 0. 09T , 作用时间分别

为 10、15、20、25、30 分钟, 制取细细胞和白细胞电镜标

本, 进行电镜观察。结果发现在磁场作用 15 分钟组中

可见细细胞体积明显增大, 不规则形红细胞较多; 在磁

场作用 15、20 分钟组中, 部分标本白细胞中小淋巴细

胞核缩小、位于一侧、并有崩溃, 中性细胞膜不齐、胞浆

中出现空泡, 单细胞质内出现核糖聚集现象, 呈密度不

均的团状。表明磁场可使红细胞体积增大, 携带氧能力

增加, 有利于改善组织血氧状态, 促进代谢; 并可使白

细胞产生应激反应, 代谢加强, 部分细胞发生超微结构

改变。

夏绪刚等[ 10 ] 使用转速 2500röm in, 表面场强 0.

08T 旋转磁场。测定经细胞 SOD、GSH Px、GSH。结果

表明旋转磁场能明显增强红细胞 SOD、GSH Px 的活

性, 而对 GSH 无明显作用。

杨修益等[ 11 ] 使用磁头场强 400mm T , 旋转时

182m T , 转速 2400röm in 的旋转磁场, 磁头紧巾小鼠背

部, 加磁 30 分钟, 每日 1 次, 连续 7 天。光镜所见以肝

小叶中央静泳为中习细胞疏松、肝糖元减少或明显减

少, 电镜所见肝细胞枯否氏细胞明显增多。而对心、脑、

肾组织细胞超微结构影响不大。

高美华等[ 12 ]使用转速为 2000röm i 旋转磁场, 磁感

强度 0. 2T , 磁头紧巾瘤鼠脾区, 每次 20 分钟, 每日 1

次, 共 14 天。采用定量溶血分光光度计测定、特异玫瑰

花结形成细胞活性, 促进B 细胞分化、增值为浆细胞;

同时促进特异玫瑰花结形成、IgG 和血清凝聚素的产

生。

亢国英[ 13 ]等对烫伤大鼠加旋转磁场, 转速 2000rö

m in, 磁感强度 0. 2T , 磁应距烫伤面 0. 5cm , 每天定时

加磁两次, 每次 30m in, 连续进行 10 天。对照组烫伤 1

周后, 光镜下可见溃疡表面有渗出层, 皮下汗腺消失,

肉牙组织轻度增生, 多量炎细胞浸润延伸至模纹肌。磁

疗组磁疗 1 周后光镜下可见溃疡表面渗出层消失,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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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区域表皮增生覆盖表面, 皮下纤维较多, 并见纤维

化, 少量炎细胞浸润。

3. 低频电磁场对细胞作用研究

肖畅[ 14 ]等报告, 应用峰值为 15T 的泳冲强磁场作

用于人 T 淋巴细胞白血病M T - 2 细胞及正常人淋巴

细胞, 使磁力线垂直通过细胞培养板, 经触发按钮发放

一个脉冲为处理一次, 分别每天处理 2、5、10、20 次, 连

续处理 4 天。结果对正常人淋巴细胞无任何影响, 但使

M T - 2 细胞增殖缓慢、细胞活力下降和可溶性白细胞

介素 ( s IL - 2R ) 释放减少, 并随磁场处理次数的增加

而逐渐明显, 尤其经脉冲磁场每天作用 20 次效果更为

明显, 说明脉冲磁场能选择性地抑制白血病细胞生长,

即有选择性地抑制肿瘤细胞的生长繁殖。

张泸生等[ 15 ]报道, 用电镜可观察至适当参数组合

的超低频脉冲磁场可使鼠 S- 180 肉瘤的有丝分裂相

减少, 可损伤肉瘤细胞核的DNA 复制和抑制细胞的

有丝分裂, 并且受磁作用癌细胞周围可出现炎性细胞

(淋巴细胞、浆细胞、巨噬细胞等)和RL P 现象, 用透射

电镜观察到磁场可加强免疫细胞溶癌现象。常汉英

等[ 16 ]报告脉冲电磁场对 S- 180 肉瘤有抑制作用, 对免

疫功能也有一定的影响。

康庆林等[ 17 ]使用低频电磁场作用于人胚腱细胞体

外增殖, 在 570mm 酶连仪上读OD 值。结果表明: 1.

7H z、0. 0005～ 0. 0006T 的正弦波电磁场可较好地促进

人胚肌腱细胞增殖, 其作用发生在细胞增殖的早其 (1

～ 3 日)。其作用机理[ 18 ]可能是电磁场作用于胞膜受

体, 引起腱细胞内 cAM P 水平的改变, 继而触发一系

列磷酸化生物信号放大反应, 调控细胞增殖。

陈树德等[ 19 ]报道低频脉冲电磁场作用的时间不

同, 对累胞产生的效应不同, 较短时间 (小于 10 分钟)

的脉冲电场作用能促进人表皮细胞增殖, 而较长时间

(大于 10 分钟)的脉冲电场作用则抑制细胞的增殖

胡大为等[ 20 ]报告交变脉冲磁场对肿瘤细胞有直接

杀伤作用。对照组不做任何治疗, 实验组每只小鼠接受

100 次脉冲治疗, 脉冲磁感强度的峰值为 2. 8T , 小鼠

于加磁后 24、72 小时, 5、7、15 天处死切片。表明交变

脉冲磁场不仅使肝癌细胞生长裂受到抑制, 而且还可

产生免疫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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