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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５年针灸延缓衰老的机制研究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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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现代经济的发展以及生活水平的提高，延缓衰老、延长寿命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针灸疗法以其特有的
优势被广泛运用到衰老相关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中，其机制探索也得到进一步深入。本文从针灸参与清除自由基损伤，延

缓脑老化、免疫老化以及调控衰老相关基因、蛋白入手，对近５年针灸延缓衰老的机制研究作一述评，以促进针灸临床的
发展以及新科研思路的开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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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医学将生物体发育成熟后，伴随年龄增加
而出现的自身功能减退，内环境的稳定和应激能力

下降以及结构、功能的退行性变化称之为衰老［１］。

《素问·天年》中有言“人之寿，百岁而死”，可见衰

老是人类生命“生、长、壮、老、已”这一过程中不可

逾越的客观阶段。世界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重要的

公共问题［２］，与之相伴的是癌症、帕金森、心脑血管

疾病等慢性病的高发［３］。“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

一语道破上工更关注未病养生，防病于先，而探索衰

老的机制，预防衰老，延缓衰老，延长寿命是其中至

关重要的一环。针灸运用于抗衰老早在《黄帝内

经》中就有关于其理论和临床病案的详细记载，但究

其作用机制仍未明确。在过去５年中，研究者们利
用分子生物学、基因组学、代谢组学等技术开展了关

于针灸清除自由基损伤、延缓脑老化、抑制免疫衰老

以及调控衰老相关基因、蛋白的研究，为临床和科研

提供了新思路。

１　针灸参与清除自由基损伤
ＤｒＨａｒｍａｎ首先提出衰老是由于自由基对细胞

的有害进攻而引起的，若能维持体内适当水平的抗

氧化剂以及自由基清除剂则可以延长寿命，延缓衰

老［４］。丙二醛（Ｍａｌｏｎｄｉａｌｄｅｈｙｄｅ，ＭＤＡ）和脂褐素
（Ｌｉｐｏｆｕｓｃｉｎ，ＬＦ）为组织细胞遭受自由基严重损伤后
出现的异常痕迹，可以反映出氧自由基水平以及过

氧反应的强度和速率［５］；超氧化物歧化酶和过氧化

氢酶作为体内参与清除自由基的重要抗氧化酶，学

者们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其中已证实 ＳＯＤ的过表
达不仅能有效的延长果蝇的平均寿命和最高寿

限［６］，也能发挥减轻哺乳动物衰老症状的作用［７］。

衰老的表现形式是多样的，其中皮肤的衰老最

为直观。刘斌等［８］运用针刺足三里、关元对大鼠进

行皮肤光老化的防护探索，结果发现针刺此二穴能

扭转因紫外线光照射而引起的大鼠皮肤超氧化物歧

化酶、过氧化氢酶活性下降和 ＭＤＡ含量升高，从而
发挥了保护体内氧化防御系统的作用。同样选取动

物模型，王彩霞［９］开展了更广泛的研究，针刺后衰老

大鼠皮肤的 ＬＦ含量下降，总抗氧化能力提高，参与
皮肤组织修复的羟脯氨酸含量也得到升高，其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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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与针刺激发机体对外源性微量元素的摄入，调

动人体潜能，改善对内源性抗氧化物质的利用程度

有关。在临床试验方面，李艳梅等［１０１１］从不同时间

段和不同时间点切入，进行了关于温针灸干预老年

人免疫功能方面的研究，研究结果发现温针灸足三

里、关元对老年受试者血清超氧化物歧化酶含量以

及Ｔ细胞亚群含量具有良性调节作用，从而提高了
清除自由基的能力，从时间上来看，上午优于下午，

且以辰时效果最佳。

１１　针灸参与脑老化的良性调节　伴随年龄增长
出现的大脑组织、结构以及功能的退化衰老称之为

脑老化［１２］。学者们发现在脑老化过程中，海马、大

脑皮质、基底节、脑干、小脑、丘脑以及下丘脑都存在

神经元数目减少的现象或者趋势，尤以海马和大脑

皮质表现最为明显［１３１４］。赵利华等［１５］选取足三里、

悬钟以及关元、百会２组穴位从大脑的组织形态与
超微结构进行针灸延缓衰老的机制探讨，结果显示

艾炷灸和电针都能提高衰老小鼠大脑皮质和海马

ＣＡ３区神经元细胞的密度，减少神经元细胞的变性
和凋亡，从而减轻氧化损伤，保护神经元，延缓衰老。

为了保持神经系统内环境的稳定性，星形胶质细胞

和神经元之间存在复杂的相互作用关系［１６］，张月峰

等［１７］就此开展了关于“三焦针法”对快速老化Ｐ８亚
系小鼠海马神经元丢失以及星形胶质细胞增生的研

究，发现该方法能有效的减少星形胶质细胞的活化

与增生，协调神经元与星形胶质细胞的关系，对脑老

化产生积极的干预作用。

１２　针灸参与延缓免疫衰老　免疫衰老是指随着
年龄增长而出现的机体免疫系统结构和功能的退行

性变化［１８］，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改变是免疫功能的低

下，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免疫活性细胞数目减少、

细胞功能和效率降低以及各类细胞亚型比例失

衡［１９］。华亮等［２０］选取足三里、关元二穴就针刺预

处理能否对正常和免疫抑制状态老龄大鼠产生积极

的调控作用作一探讨，最终结论显示针刺可促使大

鼠Ｔ淋巴细胞数量和活性提高，对免疫反应产生积
极效应。肖凌等［２１］也进行了类似的探索，结果提示

“双固一通”配穴针刺不仅能有效的提高机体的胸

腺指数和脾脏指数，而且可以降低 ＣＤ＋８Ｔ细胞占 Ｔ
细胞的百分率，尤以 ＣＤ８＋ＣＤ８Ｔ细胞最为明显，这
可能是针刺参与免疫调节的重要机制之一。除此之

外，现有的研究显示伴随年龄增加而出现的免疫衰

老与促炎性细胞因子的稳态失衡有关［２２］，刘建民

等［２３］开展了关于针刺干预老龄阳虚大鼠细胞凋亡

以及促炎因子 ＩＬ６、ＩＬ１β的相关研究，发现针刺能
显著降低大鼠脾脏淋巴细胞凋亡率以及血清中促炎

因子ＩＬ６、ＩＬ１β的含量，扭转免疫失衡和炎性因子
失衡。

１３　针灸参与调控衰老相关基因　作为与中枢神
经系统以及学习记忆功能关系最为密切的脑区海

马，在以往的研究中已经发现针刺作用可能是通过

激活该区而引发的内源性效应。局部的刺激可以完

全或者部分扭转某些与衰老相关基因谱的表达，同

时也发现Ｈｓｐ８４、Ｈｓｐ８６和 ＹＢ１与氧化损伤最为密
切［２４］。张爱全等［２５］总结出胰岛素与受体结合可促

进α分泌酶活性、ＩｎｓＲ可优化糖的利用、ＩｎｓＲ信号
转导能产生核转录因子 ｃＡＭＰ反应元件结合蛋白，
其联合可实现增强认知功能，提高学习记忆能力以

及长期保存学习记忆内容的作用。而针刺足三里、

百会二穴能有效的上调 ＩｎｓＲｍＲＮＡ的表达，从而发
挥治疗作用。染色体的端区，又称端粒，参与维持

ＤＮＡ的完整性，通常把染色体端粒的长度变化看作
评判细胞衰老与否的一项指标［２６］。艾灸足三里可

以延缓衰老在国内外的多项研究中得以证实，究其

是否可以实现延缓端粒缩短，肖明良等［２７］在这一领

域进行了研究发现艾灸足三里能通过延缓端粒缩短

而达到提高老化大鼠记忆能力、延缓衰老的作用。

１４　针灸参与调控衰老相关蛋白　代谢组学灵敏、
精确、整体、动态的特征有利于针刺效应的研究和探

索［２８］。近年来一些衰老相关的代谢通路再次进入

研究者的视线。Ｐ１６ＩＮＫ４α／Ｒｂ是一条参与细胞周
期调控、主导细胞寿限的重要通路，杜艳等［２９］以衰

老小鼠模型为载体，对足三里、悬钟、关元、百会施以

艾柱灸，最终达到促使神经元细胞由停滞期进入增

殖期的效果，其机制则是由于该治疗方法影响

Ｐ１６ＩＮＫ４α／Ｒｂ细胞周期调控信号通路，抑制 Ｐ１６的
表达，从而促使 Ｒｂ蛋白磷酸化和下游 ｃｆｏｓ蛋白高
表达。ＮＯＳ／ＮＯｃＧＭＰ信号系统广泛存在于体内，其
中海马区的ＮＯｃＧＭＰ可参与诱导产生与学习记忆
有关的长时程增强效应（ＬｏｎｇＴｅｒｍ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ｔｉｏｎ，
ＬＰＴ），ＬＰＴ是神经元学习和记忆机制的模式之一。
赵利华等［３０］在艾灸疗法与大鼠学习记忆能力的研

究中发现，艾灸可提高 ｃＮＯＳ活力，并且依赖 ＮＯ增
加ｃＧＭＰ含量，ＮＯｃＧＭＰ通路实现诱导ＬＰＴ，并从神
经元的基因和蛋白结构上维持 ＬＰＴ，最终达到改善
学习记忆能力的作用。此外，Ｃａ＋Ｍｇ２＋ＡＴＰａｓｅ作
为细胞膜上一种重要的酶，是细胞功能得以正常发

挥的基础。王玉琳等［３１］发现针刺百会、大椎穴能有

·５４９·世界中医药　２０１７年４月第１２卷第４期



效的提高 Ｃａ＋Ｍｇ２＋ＡＴＰａｓｅ活性，稳定 ＮＯＳ的浓
度，充分发挥 ＮＯ的生理功能，达到延缓衰老的作
用。

２　小结
针灸延缓衰老的显著疗效使其成为医学界研究

的热门课题，综观近五年针灸延缓衰老的机制研究，

分子生物学、基因组学、蛋白组学等技术已被广泛运

用，研究者获得更充分的证据证明针灸疗法发挥治

疗作用与其参与清除自由基损伤，延缓脑老化和免

疫衰老，以及调控衰老相关基因、蛋白有关。但现有

的研究依然存在不足之处：１）就动物模型的选取而
言，老龄大鼠、Ｄ半乳糖衰老模型小鼠虽被广泛运
用，但仍然缺乏大多数学者认同的动物模型。２）在
选穴问题上，单穴取足三里、百会为多，配穴则以关

元、气海等最为常见，取穴较为单一，缺乏统一的标

准且多未考虑辨证取穴。３）针灸疗法所包含的治疗
形式具有多样性，针刺可分手针、电针，而艾灸包含

更多，现有的机制研究多为各形式的纵向观察，缺乏

横向比较，各形式发挥作用的机制是否存在异同，尚

不明确。４）针灸的调控作用是多层次的双向调节，
因而在现有的研究基础上，还应拓宽思路。例如：在

针灸延缓免疫衰老方面，研究者们既可以关注针灸

延缓淋巴器官的退化、调整Ｔ淋巴细胞亚群的分布，
也可以研究针灸增强细胞因子以及抗体分泌，还可

以采取基因敲除动物模型从表观遗传穴方面深入探

索。５）从基因水平和代谢水平来看，针灸的作用不
仅关系到延缓衰老，同时也将成为疾病治疗和预防

的手段。针灸调控的基因和蛋白具有多样性，其发

挥作用关系到一连串基因、蛋白的激活与抑制，各条

通路的相互协作以及内外环境的交互。因而如何能

有效的排除外界因素对研究结果的干扰，确立规范、

标准的实验流程，仍需进一步完善。相信随着科学

技术的不断发展，针灸延缓衰老的机制将得到进一

步的阐释，为科研、临床、乃至人类的健康事业做出

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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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外涂止汗药、电离子渗透疗法、胆碱能受体阻

滞药、肉毒杆菌毒素Ａ［２１］）和手术治疗（局部皮肤切
除、交感神经切除术、侵袭性交感神经节切除术和胸

腔镜辅助下交感神经节切除术）［２２］。外涂药物多有

局部刺激的不良反应，而内服药物仅对部分患者发

挥短暂作用，但可导致视力模糊、口干、便秘、尿潴留

等不良反应，因而不宜长期应用；手术等有创治疗多

不被患者接受，仅适用于极其个别严重局部多汗患

者［２３］。

我们上述对于汗证的论述，仅局限于个人粗浅

的认识和理解，愿抛砖引玉，尚待于今后更多学者进

一步深入探讨，细化各类证型中的详细论治，完善和

精确汗证的中医概念和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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