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 中医 年 月 第 卷第 期

通督温阳灸法治疗阳虚质亚健康状态临床研究

王进东 ，
张春华 ，

胡世平

深圳市龙岗区 中医院 ， 广东 深圳

摘要 目的 ： 观察通督温阳 灸法治 疗 阳虚质亚健康状态 的 临床疗 效及安全性。 方法 ： 将纳入标准的 例患者随机分为 组

各 例
，
观察组采 用通督温阳 灸法

，
对照组给 予金匮 肾 气 丸 口 服 ， 连续 治 疗 月 后评价治 疗前后健康状况调查 问卷

（ 评

分及疲劳量表 评分 。 结果 ： 共有 例 患者 完成临床试验
，

观察组患者 评分躯体功能 （
、 精力 （ 、 机

体疼痛 （ 、 总体健康 （ 、 精神健康 （ 评分分别 与 对照组比较 ，
差异均有显著性意义 （戶 观察组优 于对照组 ；

组 评分比较
，
差 异有显箸性意义 （ 治疗 期间 组均 无不 良反应 发生 。 结论 ：

通督温 阳 灸法可 改善 阳虚质 亚健

康状态 患者的 临 床症状 、 生活质量 、 疲劳状态
，
有较高的 安全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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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健康是指人体处于健康和疾病之间的
一

种状态 。 处于亚 布的 《亚健康 中医临床指南》 提出 的亚健康诊断标准 根据亚

健康状态者 ，
不能达到健康的标准 ，

表现 为一定时间内 的 活力 健康状态 的临床表现 ， 可将其分为以下几类 （ 以疲劳 ， 或睡

降低 、 功能和适应能力 减退的症状 ， 但不符合现代医学有关疾 眠紊乱 ， 或疼痛等躯体症状表现为 主 ， ②以抑郁寡欢 ， 或焦躁

病 的临床或亚临床诊断标准 。 本院治未病 中心使用通督温 阳灸 不安 、 急躁易 怒 ，
或恐慌胆怯 ，

或短期记忆力 下降 、 注意力 不

法对 阳虚质亚健康状态患者进行调治 ， 收到了较好的疗效 ， 结 能集中等精神心理症状表现为主 ， ③以人际交往频率减退 ， 或

果报道如下 。 人际关 系 紧张等社会适应能 力 下降表现为主 。 上述 条 中 的

临床资料 任何一 条持续 月 或以上 ， 并经系统检查排除可能导致上述

诊断 标 准 采用 中 华中 医药学 会亚健康分会 年颁 表现的疾病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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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 入标准 符合亚健康疲劳 人群诊 断标准 ；

符合中 躯体疲劳分值和脑力 疲劳 分值 ， 疲 劳总分值为躯体 及脑力 疲

医阳虚型体质标准 ； 年龄 岁 ， 性别不限 ； 受试者 劳分值之和 。 躯体疲劳分值最高 为 脑 力 疲劳 分值最高 为

知情同意 ， 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 ， 总 分值最高 为 分值越 高 ， 反 映疲劳越严 重 。 （ 安

排除标准 不符合纳入标准者 ； ⑵妊娠或哺乳期或准 全性评价 ： 对干预过程 中任何不 良反应 及安全性事件随时进

备怀孕的 妇女 ；

合并存在有其他 明显的 中 医体质状态者 ； 行记录 。 疗程结束后复诊 ，
记录主 要症状并再次进行

有严重心肝肾疾病及精神病者 ； 不能配合完成试验者 ；

石 不 评分及 评分 ， 记录数据。

签署知情同意书者 。 统 计学 方法 使用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

一般资料 年 月
一

年 月 就诊于 深圳市龙 各组内治疗前后均数进行配对样本 检验 ， 组 间均数采用 独

岗 区 中医院治未病 中心 的阳 虚体质亚健康患者 ， 符合亚健康诊 立样本 《 检验 。

断标准 的共 例 ，
按就诊顺序采用 随机数字表法分为 组各 治疗结果

例 。 完成观察者共 例 。 观察组 例全部完成观察 ， 男 组 治疗 前后 评分及 评分 变 化情 况 比较

例 ， 女 例 ； 年龄 岁 ， 平均 ± 岁 。 对照 见 表 。 治疗前 组患者 评分 个维度评 分 比较 ， 差

组 例 因疗效不佳主动退 出试验 ，
例 失访 ， 共 例完成试 异均 无 显著性意义 治疗后 观察 组 患者 、 、

验 ， 男 例 ， 女 例 ； 年龄 岁 ， 平均 ±
、 、 评分分别 与对照组 比较 ， 差 异均有显著性意义

岁 。 组性别 、 年龄经统计学处理 ， 差异均 无显著性意义 观察组优于对照组。 治疗前 组患者 评分分

具有可 比性 。 值比较 ， 差异无显著性意义 丨
； 治疗后观察组与对照组

干预方法 比较 ， 差异有非常显著性意义 ， 观察组优于对照组 。

观察组 采用通督温 阳灸法 ， 具体操作 ： 取督脉 的 大椎

穴到腰俞穴 为 施灸部位 ， 患者裸背卧于床上 ’ 施术 部位消毒
轰 组治疗前后 分及 评分变化 ± 分

观察组 对 昭组

后
，
先涂抹姜汁 ， 后撒督灸粉 党参 、 川芎 、 吴茱萸等组成 ，

项 目 二
寸

“

本院药房加工 ，
呈线条状 ， 以桑皮纸覆盖 药粉 ， 桑皮 纸的 中

。 二
央对准督脉 。 姜泥铺于桑皮纸 中央 、 要求姜泥底 宽 ’

± ± ±

顶 宽 ’
长 为 大椎 穴至腰俞 的长度 ’ 呈梯 形 。

⑷ ％ ”船如 ± ±

姜泥上置锥形艾柱 ，
点燃艾 炷的上 、 中 、 下三点

，
共灸 壮 ，

± 士 ± 紐

治疗 时间选取上 午 ， 每次 ，
天治疗 次

’ 洽疗 次为
± ± ± ±

± ±

对贿 给予金置 肾气丸 北京 同仁堂生产 ’ 产品 批号 ：

± ± ± ±

咖
， 每次 每天 次

’
口 服 ’

连续治疗 月 。

酬 ± 腿 泣紐 圆 士

糾 评 分 讓 ± ± ± ±

富 含蛋 白 的 食物 ， 忌食生冷 ， 忌饮酒 。 「 户 外活动如太极拳或
与 对照组絲后 比较 ②

者慢跑等有氧运动 ， 以早上为宜 ，
坚持每周 次

，
每次至少

活动 。 ③调畅情志 、 戒烟禁酒 ， 保持 良好的生活 习惯 。
不 良反应 组患者治疗期间无 明显不良反应发生 。

观察指标与统计学方法 讨论

观察指标 ⑴对符合 亚健康诊断标准的 例 患者使用 阳 虚质是指 阳 气不足 ， 以 虚寒现象 为 主要特征 的体质状

中医体质量表
”进行体质辨识 ， 详细记录患者主要症状 如疲 态 。 与 先天禀赋不足 、 胎养不当 等先天因 素 、 社会环境、 饮食

劳 、 困倦 、 耐力 下降 、 虚弱 、
睡眠质量差、 健忘 、 疲劳在休息 因 素 、 生活方式 、 慢性疾病等 因素密切相 关 。 历年来体质流

后不能缓解 、 活动后疲劳 、 用脑后 疲劳等 。 ⑵并使 用健康状 行病学调查结果提示阳虚质人群 占偏颇体质人群旳多数 。

况调查 问卷 阳 气是机体生命活动 的原 动力 。

一

切生命活动均 消耗 阳

评分 及疲劳量表 评分 气 ， 所以 阳气 易 虚 ， 温阳 重要 。 《素 问 阴 阳应 象大论》
曰

：

评 分有 个项 目
， 共有 个维度 ， 分别为 躯体功能 形不足者 ， 温之 以气 ， 说明调理 阳虚质要 以温补为主 。 历

、 躯体角 色 、
代中 医大家 多重阳气 。 根据南方较热气候 ， 现代人多喜爱空

社会功 能 、 活 力 、 机体疼痛 调 、
冷饮 、 冰淇淋等 ， 殊不知此乃损伤阳 气之举 。

、 总体健康 、 精神健康 通督温阳灸 法 ，
亦称

“

铺灸
”

长蛇灸
”

“

督灸
”

‘

‘

通

、 情感 职能 ， 。 分 督
’

’

。 是指施灸部位主要 以督脉 为 中心 ， 辐射夹脊 穴 、 膀胱经

值越 高 明健康状 况越好 。 ② 评分有 个项 目
， 分 为 第

一侧 线 。 督脉 为
‘ ‘

阳脉 之海
”

， 手足六 阳经与督脉在大椎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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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会 ， 统帅
一

身 阳气 ， 足太 阳膀胱经又称 巨 阳脉
”

， 温 阳
”

是指施灸部位以阳 经为主 ， 背部施灸 的位置是膀胱经皮部 、 络 】

脉 的分野 ， 以及督脉之别络 。 气血得温则行 ， 得寒则凝 ，
艾热

，

疏通络脉 ，
缓急止痛 。 艾叶药性温热 ， 燃烧时发挥温热效应。

】

《本草从新》

“

艾叶苦辛 ， 生温熟热 ， 纯阳 之性 ， 能回 垂绝之

阳 ， 通十二经 ，
走三阴 ， 理气血 ， 逐寒湿 ，

暖子官 ， 止诸血 ，

温 中开郁 ，
调经安胎⋯ 以之灸火 ， 能透诸经而除百病 。

”

本研究显示 ， 通督温阳灸法可改善阳虚质亚健康状态患者的 】
王琦

，
姚实林

，
董静

， 等 阳虚体质者 内 分泌及免疫 功

临床症状 ，
、 、 、 、 评分与对照组比较 ， 差异有 能变化 】 中西医结合学报 ， ，

显著性意义 ， 改善疲劳状态效果优于对照组 ， 提示通督 李杰 中 医体质分类的流行病学调查及阳虚体质的相 关

温阳灸法能改善亚健康疲劳状态患者的临床症状和生活质量 。 患 研究 南京 南京中 医药大学 ，

者对该疗法依从性较好 ， 特别适用于不愿长期服 药调理的 患 王琦 ， 朱 燕 波 中 医
一 般人 群 中 医体质 流 行病 学调

者。 治疗期 间 组患者均 无严重不 良事件发生 ， 所用药物 常 査——基于全 国 省市 例流行病学调查数据

见价廉 ， 患者 负担小
，
群众易于接受 ， 适合在各医疗机构推广。 中 华中医药杂志 ， ，

黄志坚 ，
李杏 ，

刘彬
， 等 香港地区 例中 医体质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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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穴贴压配合玉屏风颗粒治疗变应性鼻炎疗效评价

符绩雄

广东省 中医院珠海医院耳鼻咽喉科 ， 广东 珠海

摘要 目 的 ：
观察耳 穴贴压配合玉屏风颗粒治 疗 变应性鼻 炎的 疗 效 。 方法 ： 将初诊的肺 气虚寒型 变应性鼻 炎患 者随机分为

组各 例 ， 观察组采用耳 穴贴压配合玉屏风颗粒 口服
，
对照组使用 氮卓斯汀喷鼻 剂 ， 连 续治 疗 周

，

比较 组 临床症状视觉模拟

评分法 （ 评分的 变化情况 。 结果 ： 经过 周 治疗 ，
观察组 治疗前后 比较 ， 鼻塞 、 喷嚏 、 鼻痒及流 水样涕 评分均有 改

善
， 差异均 有显箸性意义 （ 对照组治 疗前后 比较 ， 鼻塞 、 喷嚏 、 鼻痒及流水样涕 评分均 有改善 ，

差异均有显 著性

意 义 （ 治 疗后观察组与 对照组 比较 ， 在鼻塞 、 鼻痒及流水样涕 评分方 面
，
差异 均 无显 著性意义 （ ，

但在

控制喷嚏方面
，
对照组与观察组比较 ，

差异有非 常显著性意义 （ 对照组优 于观察组 。 结论 ： 耳穴贴压 配合 玉屏风颗粒

口 服治 疗 变应性鼻炎有效 ， 可作 为临床选用的 治 疗 方案 。

关键词 变应性鼻 炎 ； 耳 穴贴 压 ；
玉屏风颗 粒 ； 氮卓斯汀喷鼻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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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应性鼻炎 是特应性个体接触变应 原后 由 免疫球 蛋 白 细胞因子等参与的鼻點膜慢性炎症反应性疾病 。 属中 医学鼻鼽

介导的介质 主要是组胺 释放 ， 并有多 种免疫活性细胞和 范畴 。 主要临床表现 为鼻塞 、 流水样涕 、 鼻痒 、 喷嚏等症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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