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 年总第 47 卷第 6 期

随着人类平均预期寿命的不断延长，人口老龄
化问题日益突出。 我国是世界上人口老化速度最快
的国家之一，探索衰老的原因与机制，进行“延衰益
寿”的研究有重要的社会意义。 本研究采用针刺足
三里、关元的方法，以期改善老年人衰老体征，增强
其清除体内自由基的能力，减缓自由基对老年人机
体的损害。
1 临床资料
1.1 一般资料 43 例均为就诊于江苏省中医院、
南京脑科医院老年科及针灸科的患者，随机分为治
疗组和对照组。 治疗组 23 例：男 17 例，女 6 例；年
龄 45～85 岁，平均年龄（71.21±8.89）岁；并发高血压
病 11 例，腔隙性脑梗死 10 例，椎基底动脉供血不
足 7 例，颈椎病 7 例，高脂血症 5 例，帕金森综合征
4 例，糖尿病 4 例，胆囊炎 4 例，痛风 2 例，强直性脊
柱炎 1 例，其他尚有前列腺增生、青光眼、甲状腺功
能减退症等病史。 对照组 20 例：男 14 例，女 6 例；
年龄 57～82 岁，平均年龄（70.65±7.18）岁；并发椎基
底动脉供血不足 11 例，腔隙性脑梗死 8 例，高血压
病 7 例，帕金森综合征 5 例，颈椎病 2 例，糖尿病 2
例，其他尚有慢性肾炎、前列腺增生、骨质疏松、慢
性支气管炎等病史。 2 组患者的性别、年龄等基本情
况经统计学分析，均无显著性差异（P>0.05），具有可
比性。
1.2 中医辨证 参照 《中医临床诊疗术语证候部
分》[1]制定。 （1）肝肾阴虚：眩晕耳鸣，五心烦热，低热
颧红，胁痛，腰膝酸软，舌红少苔，脉细数；（2）脾肾
阳虚：畏寒肢冷，面色 白，腰酸，肢体冷痛，久泄久

痢，或完谷不化，或浮肿少尿，舌淡胖，苔白滑，脉沉
迟无力；（3）气虚血瘀，面色晦暗，身倦乏力，少气懒
言，疼痛如刺，痛处不移，舌质淡紫，或有瘀斑，脉沉
涩。
1.3 纳入标准 （1）年龄 45～85 岁；（2）治疗期间无
大运动量的消耗性运动；（3） 治疗前 1 周停用保健
品[2]。
1.4 排除标准 （1）45 岁以下或 85 岁以上者；（2）
心脑、肝肾、造血系统等有严重原发性疾病及精神
病患者；（3）有酒精、药物滥用史者；（4）过敏体质及
对多种药物过敏者。
2 治疗方法
2.1 对照组 常规降压、降脂、控制血糖等内科药
物治疗，10d 为 1 个疗程。 共治疗 2 个疗程。
2.2 治疗组 在对照组治疗的基础上配合针刺治
疗。 主穴：关元，足三里。 配穴：肝肾阴虚+三阴交、太
冲、照海、太溪；脾肾阳虚加太白、中脘、复溜、肾俞；
气虚血瘀加气海、血海、脾俞、膈俞。 针刺方法：穴位
常规消毒， 取 28 号 1.5 寸毫针， 针刺深度 0.6～1.2
寸，手法以补法为主，有针感时停止进针，并提针少
许，留针 30min。 每日 1 次，10 次为 1 个疗程。 共观
察 2 个疗程。
3 疗效观察
3.1 观察指标 （1）超氧化物歧化酶 （SOD）；（2）
PULSES 量表积分评定 [该法属于 ADL（activity of
daily life，日常生活活动能力 ）量表的一种 ，用于
评定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主要包括躯体状况、上肢
功能 、下肢功能 、感觉功能 、排泄功能 、精神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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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观察针刺足三里、关元穴的抗自由基延缓衰老作用。 方法：将 43 例有衰老体征的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

23 例和对照组 20 例。 对照组行常规内科药物治疗，治疗组在常规内科药物治疗的基础上配合针刺治疗。 观察 2 组患者治
疗前后 SOD 含量及 PULSES 积分的变化。 结果：治疗后治疗组 SOD 含量明显升高，PULSES 积分明显降低，与对照组相比
均有统计学差异（P<0.01）。 结论：针刺延缓衰老的作用可能与提高老年患者抗氧化酶含量直接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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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状况]。 上述 2 项指标分别于治疗前和治疗 2 个
疗程后进行观察。
3.2 统计学方法 计量资料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
采用卡方检验， 采用 SPSS 11.5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
统计处理，各数据用（x±s）表示。
3.3 治疗结果
3.3.1 2 组治疗前后 SOD 含量比较 见表 1。 治疗
组治疗后 SOD 水平明显升高，与治疗前比较具有
显著性差异意义 （P<0.05），对照组治疗前后无显
著性差异。 治疗后组间比较具有高度显著性差异
（P<0.01）。

表 1 治疗组、对照组治疗前后 SOD 含量比较（x±s） NU/mL

治疗组
组别

81.71±22.44
治疗前

92.44±16.17*##

治疗后

对照组 80.24±20.60 79.73±21.72

注：* 与同组治疗前比较，P<0.05；## 与对照组治疗后比
较，P<0.01。

3.3.2 2 组治疗前后 PULSES 积分比较 见表 2。治
疗组治疗后 PULSES 评分明显降低， 与治疗前比较
具有高度显著性差异（P<0.01）；对照组治疗前后比
较亦有高度显著性差异（P<0.01）。 治疗后组间比较
显示，治疗组 PULSES 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具有高
度显著性差异（P<0.01）。

表 2 治疗组、对照组治疗前后 PULSES 评分比较（x±s） 分

治疗组
组别

12.56±1.12
治疗前

8.34±1.19**##

治疗后

对照组 11.85±1.75 10.05±1.85**

注：** 与同组治疗前比较，P<0.01；## 与对照组治疗后
比较，P<0.01。

4 讨论
4.1 针刺改善生活质量的机理探讨 西医学研究
证实，机体组织、器官存在随龄氧化损伤的表现，包
括心、脑、肝、肾、骨骼、关节软骨、骨骼肌、皮肤及血
液等。 其中，骨骼肌与中枢神经系统都属于特别易
于发生氧化损伤的两个组织。 因此骨骼肌自由基生
成增加已被认为是各种老年性疾病发生的基础。 有
研究表明，骨骼肌的氧化损伤对其功能活动下降起
关键作用 [3]。 本研究结果显示，针刺足三里、关元穴
后 PULSES 积分明显降低 ，2 组治疗前后 PULSES
评分差值对比具有显著意义。 由此证明，针刺足三
里、关元穴后老年患者机体功能趋于好转，生理健
康得到改善，生活质量得以提高，推测与针刺抗自
由基，提高 SOD 活性有关。
4.2 针刺足三里、 关元穴与 SOD 的关系 足三里
对于脾胃系统的调节作用历来为医家所偏爱，此穴
对于诸脏虚衰都有其肯定的疗效，有调脾胃、养气

血、扶正壮阳的作用，并且对于老年常见症状亦有
其独特的疗效。 关元为养生家聚气凝神之所，《针灸
聚英》曰：“关元主诸虚肾积及虚，老人泄泻，遗精白
浊，令人生子。 ”可见关元具有补肾固本、调和气血
的作用。 动物实验研究发现 SOD 过表达可以显著
延长果蝇的平均寿命和最高寿限 [4]。 SOD 在哺乳
动物小鼠内的过表达虽不能延长小鼠的寿限 [5]，
但可以减轻许多与衰老有关的症状如认知能力下
降等 [6]，增强神经系统对缺血损伤的抗性 [7]。 相反，
SOD 的缺失会缩短小鼠的寿命，增加对氧化应激损
伤的敏感性，补充小分子的抗氧化酶模拟物可以恢
复因 SOD 缺失引起的症状[8]。人体内 SOD 活性呈现
随增龄下降的趋势，调查研究表明，我国不同年龄
组人群血清 SOD 活性，青年人最高，中年起明显下
降，老年期继续下降，因而 SOD 活性大小可作为机
体抵抗衰老能力的一项重要指标[9]。 研究证明，针刺
足三里、关元能够提高老年大鼠脑、心、肝、肾、血
清、卵巢及睾丸组织 SOD 含量，提高机体内源性抗
氧化酶活性，降低氧化产物在体内的堆积，从而对
抗自由基损伤 [10-14]。 虽然 SOD 与衰老密切相关，国
内学者就这一方面的动物实验研究也并不少见，已
有学者从基因角度证实针刺可调节 SOD 水平[15]。但
就针刺应用于临床以抗自由基延缓衰老而言，目前
尚鲜有报告。

因临床条件有限 ， 本研究还存在以下问题 ：
一是所纳入的样本量偏少 ， 较少的样本量使得
结果的偏差增大 ；二是治疗时间偏短 ，SOD 的变
化趋势可能尚未完全显现 ； 三是 SOD 测定由 2
家医院的生化实验室完成 ， 血清标本储存时间
不一致，可能对检测结果也存在一定影响。 针刺
影响自由基活性的作用机制有待日后更深入的
研究。

本研究表明， 针刺可显著提高人体 SOD 含量，
说明针刺足三里、 关元穴能提高人体 SOD 活性，通
过抗氧化实现对机体的保护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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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穴命名始于《黄帝内经》。 《素问·阴阳应象大
论》曰：“气穴所发，各有处名。 ”孙思邈《千金翼方》
曰：“凡诸孔穴，名不徒设，皆有深意。 ”[1]神，《说文解
字》曰：“天神，引出万物者也。 ”本文着眼于对诸
“神”字穴的命名由来、归经、分布规律、主治特点及
其与中国古建筑之间的关系诸方面进行分析，以飨
读者。
1 诸“神”字穴命名特点

腧穴的命名，是古代医家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从
人体与自然的关系出发，根据当时的天文、历法、气

象、哲学、文学等多方面知识着手，逐步总结而成 [2]。
“神”字穴的命名亦是如此。
1.1 四神聪与字形相关 聪，《说文解字》 曰：“察
也。 ”《广韵》曰：“闻也，明也，通也，听也。 ”通过耳
听、眼看、口述、心悟，最终使人“聪明”。 又因此穴名
共有 4 穴，故命名四神聪。
1.2 本神与物象相态相关 本者，草木之根，事物
之根源也。 《医经理解》曰：“脑者，人之本。 ”古人借
喻草木之根命名此穴，意指此穴处于人身元神之根
本。

“神”字穴命名规律及其作用刍议
时旭平 1 田 苑 1 李 婷 1 李 岩 2

（1.天津中医药大学，天津 300193； 2.天津市公安医院，天津 300042）

摘 要 神门、神阙、神道、神堂、神封、神藏、神庭、本神、四神聪等 9 个含有“神”字的腧穴具有以下特点：（1）诸“神”
字穴与心、脑关系密切；（2）诸“神”字穴在人体的分布符合中国古建筑特征，即中轴对称，且具有方正严整的群体组合与
布局；（3）诸“神”字穴均以“神”命名，与人体的精神意志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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