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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刺联合活菌散对脓毒症患者免疫功能和炎性因子的影响"

张建英&

!梁元才'

#

"甘肃省武威市人民医院$

&(

神经外科%

'(

重症医学科
!

-55***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针刺联合活菌散对脓毒症患者免疫功能和炎性因子的影响'方法
!

选择该院
'*&6

年
'

月至
'*&)

年
'

月收治的脓毒症患者
6*

例!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
'*

例'对照组单独采用

活菌散进行治疗!观察组采用针刺联合活菌散进行治疗'对两组患者治疗前及治疗后免疫球蛋白"

1

I

&水平及血

清炎性因子进行比较!同时观察两组患者治疗后
'7L

病死率(

1._

住院时间及再次住院率'结果
!

治疗后!两

组患者
1

I

水平与治疗前比较明显上升!观察组患者
1

I

2

(

1

I

c

及
1

I

O

指标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患者"

!

$

*(*<

&'治疗前!两组患者的血清炎性因子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治疗后!两组患者的血清炎

性因子水平较治疗前显著降低"

!

$

*(*<

&!且观察组的血清炎性因子水平显著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治疗后!观察组患者的
'7L

病死率为
<(**8

(再次住院率为
&*(**8

!低于对照组的
&<(**8

与

'<(**8

!但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观察组患者
1._

住院时间明显少于对照组患者!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

$

*(*<

&'结论
!

采用针刺联合口服活菌散对脓毒症患者进行治疗!可以有效提高患者的免疫球

蛋白水平!降低血清炎性因子水平!改善患者的预后'

关键词"针灸%

!

活菌散%

!

脓毒症%

!

免疫球蛋白%

!

炎性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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脓毒症作为临床上重症学科患者常见的一种疾

症#发病率+病死率及医院治疗费均较高#导致该病成

为重症领域一个难以攻克的问题'

&

(

)近年来有资料

显示#严重的脓毒症患者病死率高达
'78

%

5'8

#脓

毒性休克则可高达
6'8

%

-'8

#因此对于脓毒症的防

治问题是临床上急需解决的重大问题'

'

(

)有学者指

出#机体内的免疫功能及炎性反应在脓毒症产生及发

展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5

(

)因此#目前对脓毒

症患者进行治疗时#调节其免疫功能及炎性反应成为

研究的重点和热点)本研究通过观察本院收治的
6*

例脓毒症患者治疗前后的各项血清炎性指标及免疫

功能指标水平#旨在探讨针刺联合口服活菌散对脓毒

症患者免疫功能和炎性因子的影响)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择本院
'*&6

年
'

月至
'*&)

年
'

月收治的脓毒症患者
6*

例)纳入标准!$

&

&所有患者

均符合
'*&'

国际严重脓毒症及脓毒性休克诊疗指南

中对于脓毒症的诊断标准'

6

(

%$

'

&所有患者及其家属

均同意参加本次研究#并签署知情同意书#且均能坚

持治疗)排除标准!$

&

&双向情感障碍抑郁症患者%

$

'

&入院前已存在严重心+肝+肾+肺等功能障碍或其

他严重原发性疾病者%$

5

&入院前有药物过敏史%$

6

&

患者在治疗期间依从性较差#未按规定进行检查)本

研究经过本院伦理委员会的批准实施)将
6*

例患者

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及观察组各
'*

例)两组

间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具有

可比性)见表
&

)

$(/

!

方法
!

两组患者均给予常规脓毒症的治疗#护

理方式均采用康复护理#即由护士采用统一标准对患

者及其家属进行健康讲座及宣教#其次是指导患者家

属协助患者进行翻身及康复训练)对照组患者在此

基础上采用酪酸梭菌活菌散$青岛东海药业有限公

司#规格!

&*

袋"盒#生产批号!

'*&5&'5*

&进行治疗#具

体使用方法!用温开水冲服#

'

袋"次#

5

次"天)观察

组患者在对照组患者治疗基础上加用针刺治疗)针

刺方法!使用
*(<

%

&(<

寸毫针#主穴取内关及三阴

交#配穴取太冲+丰隆+百会+气海+足三里及风池)使

用提插补泻法#对人中进行下针#向鼻中隔斜刺
*(<

%

&(*BK

$以患者眼球湿润为准&#然后再使用重插轻提

法对三阴交下针#进针
&(<

%

5(*BK

$以患者不自主抽

动为准&%配穴采用平补平泻提插法进行针刺#主穴不

留针#配穴需留针
5*K,H

#

&

次"天#每周
<

次)两组患

者均采用
'

周为
&

个疗程#且两组患者均治疗
'

个疗

程)治疗前及治疗结束后#采集患者空腹静脉血
<

K/

#进行常规肝素抗凝#抗凝后置于
5***?

"

K,H

离心

机进行离心#离心时间
&*K,H

#分离血清#最后将血清

置于
X7*]

的冰箱中备用)

表
&

!!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组别
)

性别'

)

$

8

&(

男 女
年龄$岁#

OhH

&

合并症'

)

$

8

&(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糖尿病 脑梗死 肺挫伤 其他

观察组
'* &&

$

<<(**

&

:

$

6<(**

&

<5(-h)(< )

$

5*(**

&

5

$

&<(**

&

6

$

'*(**

&

5

$

&<(**

&

6

$

'*(**

&

对照组
'* 7

$

6*(**

&

&

$

)*(**

&

<6(5h)(& -

$

5<(**

&

'

$

&*(**

&

<

$

'<(**

&

5

$

&<(**

&

5

$

&<(**

&

A

"

!

'

*()67 &('7* *())<

! *(6'& *('*< *(77&

$('

!

观察指标
!

免疫球蛋白$

1

I

&水平!采用北京海

军总区院提供的彩色免疫板及成套的试剂盒#以及单

向扩散法检测患者的
1

I

2

+

1

I

c

+

1

I

O

)血清炎性因子

指标水平!采用上海江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成套

的试剂盒#以及放射免疫法检测患者血清白细胞介素

$

1/

&

")

+

1/"7

+肿瘤坏死因子
"

.

$

3VR"

.

&及血清超敏
.

反应蛋白$

A%".;a

&指标水平)所有操作过程及检测

方法均严格按照操作说明及检测方法进行)观察记

录患者的
'7L

病死率+

1._

住院时间及再次住院率#

并对观察结果进行统计学分析)

$(1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0a00&-(*

软件对数据进行

处理#计量资料采用
OhH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A

检验%

计数资料采用百分数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

以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
1

I

水平比较
!

治疗前#两组

患者
1

I

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治

疗后#两组患者
1

I

水平与治疗前相比明显上升#观察

组患者
1

I

2

+

1

I

c

及
1

I

O

指标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患

者$

!

$

*(*<

&#见表
'

)

/(/

!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血清炎性因子水平比较
!

治

疗前#两组患者的血清炎性因子水平比较#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

!

&

*(*<

&)治疗后#两组患者的血清炎性

因子指标水平较治疗前显著降低$

!

$

*(*<

&#且观察

组显著低于对照组$

!

$

*(*<

&#见表
5

)

/('

!

两组患者
'7L

病死率+

1._

住院时间及再次住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7

年
-

月第
&<

卷第
&6

期
!

/C>O$L.E,H

!

TJE

F

'*&7

!

U=E(&<

!

V=(&6



院率比较
!

治疗后#观察组患者的
'7L

病死率为

<(**8

+再 次住院率 为
&*(**8

#低 于 对 照 组 的

&<(**8

与
'<(**8

#但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

&%观察组患者
1._

住院时间明显少于对照

组患者#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见表
6

)

表
'

!!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
1

I

水平比较$

I

)

/

(

OhH

%

组别
)

1

I

2

治疗前 治疗后
A !

1

I

c

治疗前 治疗后
A !

1

I

O

治疗前 治疗后
A !

观察组
'* &(':h*(5< 6()<h*(-) &-(:<:

$

*(**& 7(<*h&(<' &7(&:h&('& ''(5*<

$

*(**& *(7&h*(&' 5(*&h*('< 5<(6-:

$

*(**&

对照组
'* &('7h*(5- 5(5<h*(5* &<(656

$

*(**& 7(-5h&('' &&(6<h&(&: -(&57

$

*(**& *(75h*(6& '(&:h*(&& &6(5'7

$

*(**&

A *(*77 -(&&< *(<'7 &-(-)& *('*: &5(6')

! *(:5&

$

*(**& *()*&

$

*(**& *(75<

$

*(**&

表
5

!!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血清炎性因子指标水平比较$

OhH

%

组别
)

1/")

$

H

I

"

/

&

治疗前 治疗后
A !

1/"7

$

H

I

"

/

&

治疗前 治疗后
A !

观察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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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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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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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患者
'7L

病死率#

1._

住院时间

!!!

及再次住院率比较

组别
)

'7L

病死率

'

)

$

8

&(

1._

住院时间

$

L

#

Oh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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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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脓毒症是指由感染引起的全身炎性反应综合征#

目前临床研究表明#脓毒症不仅存在发生率高+复发

率高的特点#还具有病死率高+治疗费用高等特点#已

成为威胁人类生命健康安全的一种危险疾病'

<

(

)据

国内外资料报道#每年全球有超过
&7**

万严重脓毒

症患者#每年美国会发现约
-<

万例脓毒症病例#且近

年来这一数字还在以每年
'8

%

78

的速度增加#且该

病病情急且凶险#极易导致患者死亡'

)

(

)据相关研究

表明#每天全球约有
&<***

例患者是由于发生相关并

发症死亡'

-"7

(

)因此对脓毒症患者采取有效安全的治

疗措施是临床上十分重要的问题)

针灸是中医最为经典的治疗手段#本研究中#主

穴是内关及三阴交#其中内关是手厥阴心包经上一个

重要的穴位#其与三焦经相通%三阴交是肾+肝+脾各

经络相交的穴位#其应用较为广泛#具有扶正+调肝补

肾及健脾益血的作用'

:

(

)配穴有太冲+丰隆+百会+气

海+足三里及风池#其配穴具有祛风+化痰+保健的作

用'

&*

(

)现代药理研究证明!针灸在改善患者免疫功能

及预防疾病方面均有着重要作用'

&&"&'

(

)针灸治疗疾

病的原理并不是直接作用于病因#而是通过针刺提高

患者的抵抗能力#从而调节患者免疫系统)因此#本

研究在酪酸梭菌活菌散的基础上联用针刺治疗#可以

通过促使患者全身血脉通畅#阴阳平衡#提高患者免

疫功能#以达到改善患者预后的目的)

1

I

是机体内重

要的免疫分子#主要由机体的免疫系统淋巴细胞产

生#经过机体内的抗原作用则会形成抗体'

&&

(

)其中

1

I

c

的主要作用是保护机体的免疫功能#

1

I

2

能够减

慢病毒的生长繁殖#

1

I

O

是机体内最早产生的
1

I

#其

具有高效的溶菌及杀菌作用'

&'

(

)本研究结果显示#采

用针刺联合口服活菌散治疗的脓毒症患者#治疗后其

1

I

水平升高的幅度显著高于单纯使用活菌散治疗的

患者#提示采用针刺联合口服活菌散对脓毒症患者进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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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治疗能明显提高患者的
1

I

水平#从而提高患者的

免疫功能)

有研究显示#脓毒症患者的血清炎性因子水平明

显高于健康人'

&5

(

)

3VR"

.

为机体重要的促炎性因

子#可介导炎性细胞的产生聚集+黏附#引发炎症#加

速细胞凋亡+坏死#还可促进血管新生%

1/")

可以诱导

肝细胞合成
.

反应蛋白#使巨噬细胞逐渐蛋白化#导

致患者肝脏功能受到损害%

1/"7

具有激活巨噬细胞和

3

细胞的作用#产生一系列细胞因子#促使炎性反应

发生#使患者出现肝功能衰竭%

A%".;a

可以诱导巨噬

细胞产生一氧化氮合酶#使血液中色氨酸的水平下

降'

&6

(

)本研究显示#采用针刺联合口服活菌散治疗的

患者治疗后血清
1/")

+

1/"7

+

.;a

+

3VR"

.

指标水平明

显低于单独采用活菌散治疗的患者#表明针刺联合口

服活菌散存在较好的抗炎作用#能够降低机体炎性介

质)在本次研究中还对患者的治疗后的
'7L

病死率+

1._

住院时间及再次住院率进行了比较分析#其结果

显示#采用针刺联合口服活菌散治疗的患者治疗后

'7L

病死率+

1._

住院时间及再次住院率均明显低于

单独采用活菌散治疗的患者#说明采用针刺联合口服

活菌散对脓毒症患者进行治疗#可以有效改善预后)

综上所述#采用针刺联合口服活菌散对脓毒症患

者进行治疗#可以有效提高患者的
1

I

水平#降低血清

炎性因子#改善患者的疗效及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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