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靳三针结合注意力训练治疗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疗效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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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小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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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 观察靳三针结合注意力训练治 万 注意缺陷 多动障碍的临床万效
。

方法 : 将 60 例 患儿按照 患儿 家属 自愿 的原 则

分为 2 组
,

治万组 30 例 予靳三针治 万 结合注意力训练
,

对照组 30 例 予注意力训练
,

连续 治 万 3 月观察万效
。

结果 : 治 万组品行

问题
、

学习问题
、

心 身障碍及焦虑 4 个因子 的分值治 万 1
.

5 月后
、

治 万 3 月后均 比治 万前降低
,

差异均有显著性意义 (尸
< O刀动 ;

冲动 一 多动
、

多动指数分值治万 3 月后 比治 万前降低
,

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尸
< O刀动

。

对照组焦虑
、

多动指数 2 个因子 的分值治

万 3 月后均 比治 万前降低
,

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尸
< O刀动 ; 治 万组治 万 1

.

5 月后
、

治 万 3 月后品行问题
、

学习问题
、

心身障碍
、

多

动指数分值与对照组 同期分值比较
,

差异均有显著性意义 (尸
< O刀动

,

治 万组低于对照组 ; 冲动 一 多动 因子 治万组仅在治 万 3 月

后 与对照组比较
,

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沪 < O刀动
。

2 组临床万效总有效率治 万组 9 3
.

33 %
,

对照组 63
.

33 %
,

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尸
<

O刀动
。

结论 : 靳三针结合注意力训练治 万 A D H D 是有效的
,

能全面改善品行
、

心身障碍
、

焦虑
、

冲动 多动 等问题
,

提高学习能

力 ; 在改善 6 因子中除焦虑以外优于单纯注意力训练
。

〔关键词 〕 注意缺陷多动障碍 ; 靳三针 ; 注意 力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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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意 缺 陷 多 动 障 碍 ( a t t e n t io n一 d e f ic it hy Pe r a c t iv iyt

id s o dr er
,

A O日)D 是以注意力不集中
、

动作过多
、

冲动行为
、

参与事件能力差
,

智力基本正常等表现为特征的一组临床综合

征 ; 1召 一 1尼 患儿伴有学习困难及心理异常 ; 是儿童期最为常

见的最复杂的心理与行为障碍之一 1[] 。

目前 A O日O 的治疗以中

枢性兴奋剂为主
,

但长期应用化学药物对儿童的潜伏性副作用

已经引起了医学界的重视
。

前期的研究及临床实践证明
,

靳三

针是一种良好的治疗手段 团 ,

而针对 A O日O 中注意力缺陷为主

型多见
,

注意力训练成为治疗 A O日O 不可或缺的方法之一
。

笔者采用靳三针结合注意力训练的方法治疗 A O日O
,

现将研

究结果报道如下
。

1 临床资料

1
.

1 诊断标准 参照美国精神病学会编制的精神障碍 《诊断

和统计手册》 团 (o ia g n o s t ic a n d S t a t i s t ic a l M a n u a l o f M e n t a l

id os dr e 巧
,

O S M )第四版修订版 (D S M
一

份
一

)R 中关于注意缺陷

多动障碍的诊断标准
。

1
.

2 中医辨证分型标准 参照普通高等教育
“

九五
”

国家级

重点教材— 中医儿科学硕士研究生教材 《中医儿科学 ) 圈制

定的标准
,

辨证分为
“

肾阴不足
,

肝阳偏旺
” 、 “

心脾气虚
,

神失所养
”

和
“

湿热内蕴
,

痰火扰心
”

三种证型
。

1
.

3 一般资料 观察病例为 2 01 0 年 10 月 一 2 01 2 年 6 月广

州市越秀区儿童医院康复科收治的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儿童
,

共

6 0 例
。

男 5 3 例
,

女 7 例 ; 年龄 6 一 14 岁
,

平均 .8 3 5 岁 ; 病

程 6 月 一 6
.

5 年
,

平均 2
.

9 5 年
。

按照患儿家属自愿的原则
,

分为 2 组各 3 0 例
。

2 治疗方法

2
.

1 注意 力训练组 (对照绷 经专人进行注意力测试 〔听
、

视觉注意力障碍 (VI )A 测试评估系统 1
.

0 版〕
,

根据评估结果进

行注意力训练 (听觉
、

视觉各 11 组 )
,

每次训练 3 0 m in
。

2
.

2 靳三针结合注意力训练组 (治 万绷 主要穴组 : 四神

针 (百会穴前后左右各旁开 1
.

5 寸 )
、

定神针 (印堂
、

阳白穴各上

.0 5 寸 )
、

手智针 (内关
、

神门
、

劳宫 )
。

辨证配穴 : 肾阴不足
,

肝阳偏旺者配太溪
、

行间 ; 心脾气虚者配三阴交
、

足三里 ; 湿

热内蕴
,

痰火扰心者配少府
、

丰隆
。

针刺手法 : 选用 3 0 号环

球牌不锈钢 1 寸毫针
,

采用捻转进针法
。

头部穴位沿皮平刺
,

体针多用直刺
。

得气后采用捻转手法进行平补平泻
,

行间
、

少

府
、

丰隆用泻法 ; 太溪
、

三阴交
、

足三里用补法
。

每 10 一 巧

m in 捻针 1 次
,

手足针留针 3 0 m in 后拔出
,

带头针进行注意

力训练 3 0 m in
。

头针留针 l h
。

以上 2 组均寒暑假期间每天治疗 1 次
,

每周 6 次
,

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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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隔天治疗 1 次
,

每周 3 次
。

针刺 4 5 次为 1 疗程
,

注意力

训练 4 5 次为 1 疗程
。

连续治疗 3 月观察疗效
,

治疗前
、

治疗

1
.

5 月后及治疗 3 月后或第 1疗程及第 2 疗程分别记录疗效
。

3 观察指标与统计学方法

3
.

1 观察指标 采用 C o n n e 巧 父母行为问卷 (P S )Q
,

该量表

包括 4 8 个项 目
,

每个项 目 (问题 )均采用 4 级记分
,

每项按
“

无
” 、 “

稍有
” 、 “

相当多
” 、 “

很多
” ,

4 种不同情况分别记
“

0 分
” 、 “

1 分
” 、 “

2 分
” 、 `

3 分
” 。

按品行问题
、

学习 问

题
、

心身障碍
、

冲动
一

多动
、

焦虑 5 个因子得分和多动指数

情况对儿童行为进行评定
,

分别于治疗前
、

治疗 1
.

5 月后及治

疗 3 月后
,

由经过专业培训的人员对患儿进行评定
,

对治疗

前后的得分进行科学统计
。

3
.

2 统计学方 法 使用 S p S S 1 3
.

0 统计学软件
,

进行统计学

处理
。

计量资料以标士
、

)表示
。

组内比较采用配对 艺检验
,

组

间比较采用成组设计 t 检验 ; 计数资料采用丫检验
。

4 疗效标准与治疗结果

4
.

1 疗效标准 参照 撮新国内外疾病诊疗标澎
5[] 中制定的

l隋床疗效标准及 C o nn e 巧 父母问卷的减分率评定疗效
。

痊愈 :

主要症状消失
,

多动指数评分减少 > 8 0 %
,

学习成绩显著提

高
,

停治疗半年疗效巩固
。

显效 : 主要症状明显改善
,

多动指

数评分减少 > 5 0%
,

学习成绩有不同程度的提高
。

有效 : 主

要症状改善
,

多动指数评分减少 > 3 0 %
,

学习成绩改善
,

但

不稳定
。

无效 : 上述症状或指标无改善或恶化
。

4
.

2 2 组治万前后 C on ne
r S
父母问卷 6 个因子分值变化情况比

较 见表 1
。

治疗组品行问题
、

学习问题
、

心身障碍及焦虑 4

个因子的分值治疗 1
.

5 月后
、

治疗 3 月后均比治疗前降低
,

差

异均有显著性意义 (P < 0
.

05) ; 冲动
一

多动
、

多动指数分值治

疗后 3 月比治疗前降低
,

差异均有显著性意义 (P < 0
.

0 5)
。

对

照组焦虑
、

多动指数 2 个因子的分值治疗 3 月后比治疗前降

低
,

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P < 0
.

0 5) ; 治疗组治疗 1
.

5 月后
、

治疗

3 月后品行问题
、

学习问题
、

心身障碍
、

多动指数分值与对照

组同期分值比较
,

差异均有显著性意义 (P < 0
.

0 5)
,

治疗组低于

对照组 ; 冲动
一

多动因子治疗组仅在治疗 3 月后与对照组比

较
,

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P < 0
.

0 5)
。

4
.

3 2 组临床万效比较 见表 2
。

总有效率治疗组 9 .3 3 3%

对照组 6 3
.

3 3%
,

2 组临床疗效比较
,

经丫检验
,

丫
= 7

.

9 5
,

差

异有显著性意义 (P < 0
.

0 5)
。

表 1 2 组治疗前后 C o n n er s 父母问卷 6 个因子分值变化情况比较石士
、

)

组 别 co nn er s 父母问卷

治疗组

对照组

治疗前

治疗 1
.

5 月后

治疗 3 月后

治疗前

治疗 1
.

5 月后

治疗 3 月后

品行问题

1
.

1 8 士 0
.

4 2

0
.

68 士 0
.

2 6①②

0
.

4 9 士 0
.

23①②

1
.

10 士 0
.

5 1

0
.

92 士 0
.

3 8

0
.

87 士 0
.

3 5

学习问题

2
.

0 2 士 0
.

5 1

1
.

4 8 士 0
.

4 0①②

1
.

0 2 士 0
.

34
①②

2
.

19 士 0
.

51

2
.

03 士 0
.

5 1

1
.

7 2 士 0
.

4 9

I
白身障碍

0
.

15 士 0
.

23

0
.

03 士 0
.

07①②

0
.

00 士 0
.

00①②

0
.

2 1 士 0
.

23

0
.

2 1 士 0
.

23

0
.

19 士 0
.

23

冲动
一

多动

1
.

8 2 士 0
.

59

1
.

25 士 0
.

门4

0
.

78 士 0
.

38①②

1
.

7 9 士 0
.

臼

1
.

50 士 0
.

57

1
.

11 士 0
.

5 1

焦虑

0
.

55 士 0
.

53

0
.

26 士 0
.

3 5①

0
.

18 士 0
.

26①

0
.

4 6 士 0
.

5 2

0
.

3 3 士 0
.

4 3

0
.

20 士 0
.

34
①

多动指数

1
.

5 7 士 0
.

37

1
.

12 士 0
.

32②

0
.

74 士 0
.

26①②

1
.

67 士 0
.

4 0

1
.

4 6 士 0
.

37

1
.

13 士 0
.

28①

与 治万前比较
,

①尸 < 0 05
,

与对照组同期 比较
,

②尸 < 0 05

表 2

组 别
n

痊愈

2 组临床疗效比较 例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竹

ō/OLJ月..月..OLJ月
..,J八U门U八U,J又ú治疗组

对照组

2

1 1

93
.

3 3①

臼
.

3 3

与对照组比较
,

①尸 < 0 05

5 讨论
“

靳三针
, ’

是一种特定配穴的针刺疗法
,

是靳瑞教授多年

l隋床实践的总结
,

此法尤其重视头针的应用
,

故针刺治疗

A O日O 以取头部穴位为主
。

四神针当督脉
、

膀肤经脉上
,

入

络脑
,

当髓海之输 ; 定神针位于前额两侧的足少阳胆经及正中

的督脉上
,

肝胆相为表里
,

肝开窍于目
,

藏魂 ; 督脉为诸阳之

海
,

内属于脑
,

故可治神志不宁
、

注意力不集中
、

两目无神等

(现代 医学认为额 叶与注意力密切相关 )
。

手智针由劳宫
、

神

门
、

内关三穴组成
。

《素问
·

灵兰秘典锄 曰 :
“

心者
,

君主

之官也
,

神明出焉
。 ”

心藏神
,

是人体生命的主宰
。

神门为心

经的原穴
,

劳宫为心包经荣穴
,

内关为心包经络穴
,

八脉交会

穴之一
,

通阴维脉
,

阴维为病苦心痛
。

三穴组合
,

手智针主要

治疗心气不充
、

心神失养的神志系统疾病
。

四神针
、

定神针在

头部围刺
,

以达到升阳集神
、

益智健脑的功效 ; 手智针宁心

安神
,

补养心气
。

中医学认为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的病机为阴

阳失调
,

神失所养所致
,

临床辨证多与心
、

肝
、

脾
、

肾四脏

相关问 ,

尤与心神相关
,

故取四神针
、

定神针与手智针为主穴

调神
,

配心
、

肝
、

脾
、

肾四经之穴
,

以达
“

血脉和利
,

精神乃

居
”

的效果
。

注意力是指人的心理活动指向和集中于某种事物的能力
。

集中注意力就是专心致志
、

心无杂念
,

良好的注意力可提高工

作
、

学习效率
。

注意力训练主要是通过训练视觉及听觉的灵敏

度来提高注意能力的
。

靳三针治疗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儿童是从内而治
,

提高机体
“

神
”

的功能
,

而注意力训练是在这个基础上而进行的
,

达到

内外同治的效果
。

本研究结果提示总有效率治疗组 9 3
.

3 3%
,

对照组 6 3
.

3 3 % ; 治疗组在治疗 3 月后对 C o n ne 巧 父母问卷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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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因子分值的改变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

提示靳三针结合注意力

训练对 A O日O 症状的改善是有效的
,

整体的
,

能全面改善品

行
、

心身障碍
、

焦虑
、

冲动多动等问题
,

提高学习能力 ; 治疗

组治疗 1
.

5 月后
、

治疗 3 月后的品行问题
、

学习问题
、

心身障

碍
、

多动指数分值与对照组同时期比较
,

差异均有显著性意义

(P < .0 0 5)
,

治疗组低于对照组 ; 冲动
一

多动因子治疗组仅在

治疗 3 月后与对照组比较
,

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P < 0
.

0 5)
。

靳

三针结合注意力训练治疗 A O日O 在改善 6 个因子中除焦虑以

外优于单纯注意力训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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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灸联合丹参注射液离子导入治疗眼睑痉挛的临床观察

钟雯
,

伍艺
,

邱波

广东省中医院
,

广东 广州 51 01 2 0

【摘要」目的 : 观察针灸联合丹参注射液离子导入治万眼睑痉挛的临床万 效
。

方法
:

对 52 例 患者施行针灸及丹参注射液 离子

导入治万
,

5 天为 1 万程
,

1 一 3 万程后观察万效并随访 6 月
。

结果 : 治愈 3 8 例
,

好转 11 例
,

未愈 3 例
,

治愈率为 73 1 %
,

总有效

率为 9牛 2 %
。

随访 6 月复发 2 例
,

再次行相同治 万后 治愈
。

结论 : 针灸联合丹参注射液离子导入治 万眼睑痉挛万效显著
,

值得临

床推广应 用
。

【关键词」眼睑痉挛 ; 针灸 ; 丹参注射液 ; 离子导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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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睑痉挛系指眼轮匝肌的痉挛性收缩
,

持续痉挛时间可长

可短
,

痉挛表现为非意志性强烈闭眼的不断重复 1[] 。

此病相

当于中医学的胞轮振跳
,

属于一种原因不明
、

不自主的面神

经支配区肌肉的痉挛和抽搐
,

主要表现为单侧或双侧眼轮匝

肌的间歇性抽搐
,

随着病情的发展
,

可扩展至 一侧颜面部和

口角
。

该病多发于中老年人
,

且女性明显多于男性
,

遇紧

张
、

劳累
、

光线刺激等情况则加重
,

放松后可缓解
,

睡眠时

消失
。

临床上眼睑痉挛可分为原发性眼睑痉挛
、

眼病性眼睑

痉挛
、

特发性眼睑痉挛
、

脑炎后眼睑痉挛
、

反射性眼睑痉

挛
、

周围性面神经刺激性损害等
。

笔者对 5 2 例原发性眼睑

痉挛的患者进行针灸联合丹参注射液离子导入治疗
,

收到较好

疗效
,

结果报道如下
。

1 临床资料

1
.

1 诊断标准 参照 《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 团中相关标

准 : 胞轮振跳
,

牵及眉际或面颊
,

时作时止
,

不能自行控制
,

重者振跳频繁
,

甚则可伴口角牵动
。

1
.

2 一般资料 观察病例均为 20 0 8 年 3 月 一 2 01 3 年 3 月在

本院眼科就诊的原发性眼睑痉挛患者
,

共 52 例
。

其中男 18

例
,

女 3 4 例 ; 年龄 3 2 ~ 6 7 岁
,

平均 4 .5 3 岁 ; 病程 3 月以内

(含 3 月碎5 例
,

3 一 6 月 5 例
,

6 月以上者 2 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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