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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为了研究热性荨麻疹患者对辛凉解表中药的适应情况，根据中医阴阳药学理论，我们开展了辛温和辛凉解表中药
的人体对照适应性临床研究。方法：选用临床上常用的２５种辛凉（１４味）和辛温（１１味）两大类解表中药，采用生物共振技术
人体药物筛选模式，进行人体经络穴位适应性临床对照检测，分析热性荨麻疹患者对辛凉解表中药的适应性情况。结果：２５种
解表中药对３７例热性荨麻疹患者适应性百分率为８１１％～４５９５％，平均为２１５１％。频次较高的前九位中药是：薄荷、浮萍、
荆芥、防风、白菊花、升麻、蝉蜕、金银花、桑叶；试验组辛凉解表中药对热性荨麻疹适应性高，而对照组辛温解表适应性较低；Ｐ
＜０００５。结论：说明辛凉解表中药适用于热性荨麻疹，辛温解表中药不适用于热性荨麻疹，中医阴阳药学理论具有科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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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荨麻疹作为临床常见的皮肤黏膜过敏性疾病，现
代研究不乏中药证治经验［１－４］，尚缺少与证治相关的

中药适应性的可量化、可重复的实验研究；本次试验结

合中医基础理论、细胞生物场效应理论及生物共振原

理开展探索性研究［５－７］，以寻找适合热性荨麻疹患者

的解表类中药，证明中医阴阳学说在中医药学临床应

用中的正确性。辛凉与辛温作为中药的两种相对的药

性，是阴阳对立属性具体表现，辛凉为阴，辛温为阳。

我们选用常用的２５种解表类中药，采用生物共振技术
对３７例热性荨麻疹患者进行分组对照筛选研究，结果
报道如下。

１　资料和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３７例热性荨麻疹患者，均来自中国
医学科学院皮肤病医院门诊自愿者。其中男１９例，女

１８例；年龄６～６５岁，平均年龄３３岁。
１２　热性荨麻疹西医诊断标准　根据２００９年江苏科
学技术出版社出版赵辨主编的《临床皮肤病学》［８］。

中医诊断标准：参考２００２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赵尚
华主编的《中医外科学》［９］。

１３　入选标准　１）临床符合荨麻疹西医诊断标准、符
合中医热性荨麻疹诊断标准；２）经本人同意自愿接受
检查治疗，签署知情同意书。

１４　排除标准　１）３天内用过抗组胺药物，或１月内
使用过糖皮质激素或免疫抑制剂等相关药物者；２）装
有心脏起搏器、金属关节等无法去除的带有金属物患

者；３）妊娠期妇女；４）婴幼儿等不能配合操作者；５）检
测穴位皮肤疾病影响操作者。

１５　试验材料与设备

·０７５· ＷＯＲＬＤ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Ｍａｙ．２０１３，Ｖｏｌ．８，Ｎｏ．５



１５１　实验材料　２５味中药［１０］均选自江苏省中医院

中药房饮片，每味中药均切碎装入统一试剂瓶中备用。

中药按两种相对药性分为实验组：辛凉解表药１４味包
括薄荷、白菊花、柴胡、蝉蜕、淡豆豉、浮萍、葛根、蔓荆

子、牛蒡子、桑叶、升麻、野菊花、金银花、连翘；对照组：

辛温解表药１１味包括白芷、苍耳子、防风、桂枝、藁本、
荆芥、羌活、生麻黄、细辛、辛夷、紫苏。实验仪器为德

国ＭＯＲＡ－Ｓｕｐｅｒ生物共振仪（德国 ＭＥＤ－Ｔｒｏｎｉｋ公
司，型号：ＳＴ０８－ＭＯＲＡＣｏｍｂｉ）。
１５２　操作方法　检查前取下任何与皮肤直接接触
的金属物质，如金银首饰、手表、钥匙等；双侧手指末端

甲根两侧边缘２０个穴位点为规定检测部位。将实验
仪器调试为“药物筛选程序（Ｃｏｒｎｅｌｉｓｓｅｎ法、Ｍｅｄ－ｔｅｓｔ
模式）”。仪器设定检测范围为０～１００ｋＨｚ。
１５３　实验参照物　实验参照物为仪器自带具有专
利技术的“媒比”（ＭＥＢＥ），主要成分为化疗制剂、风湿
类药物、抗生素、止痛药。其检测值范围为 ６０～８０
ｋＨｚ。将ＭＥＢＥ用于检测全过程，在每一味中药检测的
同时检测ＭＥＢＥ值，其值稳定在６０～８０ｋＨｚ之间（一
般不超过９０ｋＨｚ）为有效数据，以确定检测数据的稳定
性和可用性。

１５４　适应性判断　药物筛选模式程序（Ｍｅｄ－ｔｅｓｔ）
值≥１００为具有适应性；＜１００为无适应性。适应性百
分率为≥１００的样品数／检测总例数×１００％。
１５５　中药筛选　将２５味中药逐一放入蜂窝电极中
检测，记录数值，数值≥１００即为适应性药物（阳性药
物，对患者有治疗作用的药物），＜１００为无适应性药
物（阴性药物）。

２　结果
２１　在生物共振技术药物筛选模式下，通过程序检测
人体经络穴位，３７例患者均接受２５味中药的检测，记
录每个患者２５次检测中值≥１００的频次（见表１）。２５
味中药值≥１００的有２５味（占１００％），适应百分率为
８１１％～４５９５％，平均为２１５１％。试验组辛凉解表
药１４味，其中适应性百分率超过２１５１％的有 ７味。
对照组辛温解表药 １１味，其中适应性百分率超过
２１５１％的有３味。３７例属于小样本，首先用 Ｅｘｐｌｏｒｅ
进行正态性检验，２组 Ｓｈａｐｉｒｏ－Ｗｉｌｋ统计量分别为
０９０９、０７６７，２组的Ｐ值分别为０１５３、０００３，对照组
Ｐ＜００５，不服从正态分布，故作非参数 Ｗｉｌｃｏｘｏｎ秩和
检验。Ｚ＝－２１５１，双侧 Ｐ＝００３１＜００５，试验２组
数据具有统计学意义。且试验组均数９２１４＞对照组
６２１４，认为试验组优于对照组。
２２　将其中实验组的薄荷和对照组的白芷两味药的

检测值进行配对 ｔ检验（见表２）。其中 α＝００５，Ｐ＜
０００５，结果具有统计学意义，辛凉解表的薄荷更有适
应性。

表１　３７例热性荨麻疹患者应用ＭＯＲＡ－Ｓｕｐｅｒ生物　　
共振技术试验组与对照组中药筛选结果

辛凉解表药 频次 百分率 辛温解表药 频次 百分率

薄荷 １７ ４５９５％ 防风 １３ ３５１３％
浮萍 １３ ３５１３％ 荆芥 １３ ３５１３％
白菊花 １２ ３２４３％ 生麻黄 ８ ２１６２％
升麻 １２ ３２４３％ 辛夷 ６ １６２２％
蝉蜕 １１ ２９７３％ 苍耳子 ５ １３５１％
金银花 １１ ２９７３％ 桂枝 ５ １３５１％
桑叶 １０ ２７０３％ 紫苏 ５ １３５１％
葛根 ７ １８９２％ 白芷 ４ １０８１％
牛蒡子 ７ １８９２％ 藁本 ４ １０８１％
野菊花 ７ １８９２％ 细辛 ４ １０８１％
淡豆豉 ６ １６２２％ 羌活 ３ ８１１％
蔓荆子 ６ １６２２％
柴胡 ５ １３５１％
连翘 ５ １３５１％
合计 １２９ ７０

３　讨论
３１　利用生物共振技术对３７例热性荨麻疹患者进行
检测　结果证明２５种发散解表类中药均有适应性，并
对试验组－对照组中分别排列在首位和末位的薄荷－
白芷进行了统计学处理。在２５种中药中，适应性较高
的中药依次为：薄荷、浮萍、荆芥、防风、白菊花、升麻、

蝉蜕、金银花、桑叶，以辛凉解表药为主。中医认为，辛

凉属阴，辛温属阳，因此，对于热性荨麻疹患者，辛凉解

表的中药更有优势，而辛温解表的药物适应性相对较

低。这正符合了中医黄帝内经《素问·至真要大论》

中“寒者热之，热者寒之”的阴阳基本理论［１１］，从而证

明了中医阴阳基础理论的科学性。

３２　经络生物共振的药物筛选技术原理简介　生物
共振技术如何通过人体经络穴位进行诊疗工作，其原

理非常复杂，这里作一些简单理解性介绍，仅供参

考［５－６，１３］。

３２１　不耐受物质“过敏原”检测原理　生物共振技
术作为一种新技术，它通过人体经络穴位低电阻的特

点，检测和研究人体的生物电磁波信号，这些信号经过

特殊处理之后被分解为若干个可分析的最小单位的物

理电磁波信号，这些信号代表不同的物质。当这些被

检测到的信号中，如果出现与生物共振仪器已知的物

质波数据库中的物质信号相同时，即会产生信号“叠

加”（类似比对法），这种突出的信号波，即可以用来证

明该患者体内有相应的物质，叠加信号越强则证明该

物质越多，利用该原理，临床上用来快速检测人体中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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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的不耐受物质，大多数为“过敏原”物质［５－７，１３］。

表２　薄荷及白芷药物筛选值配对ｔ检验（α＝００５）

编号 薄荷（１） 白芷（２） ｄ（３）＝（２）－（１） ｄ２

０１ １００ ９０ １０ １００
０２ １００ ８１ １９ ３６１
０３ ８２ ８３ －１ １
０４ ９７ １００ －３ ９
０５ ８６ ８８ －２ ４
０６ ９４ ８５ ９ ８１
０７ ９０ ９４ －４ １６
０８ ９５ ９２ ３ ９
０９ ８１ ８１ ０ ０
１０ ８５ ８８ －３ ９
１１ ９６ １００ －４ １６
１２ ８７ ９０ －３ ９
１３ １００ ９５ ５ ２５
１４ １００ １００ ０ ０
１５ ８４ ８８ －４ １６
１６ １００ ９３ ７ ４９
１７ １００ ９５ ５ ２５
１８ １００ ９３ ７ ４９
１９ ８９ ８３ ６ ３６
２０ ９０ １００ －１０ １００
２１ １００ ８６ ４ １６
２２ １００ ８８ ２ ４
２３ ９５ ８４ １１ １２１
２４ ８８ ８７ １ １
２５ ８８ ８７ １ １
２６ ８９ ９２ －３ ９
２７ １００ ８８ １２ １４４
２８ １００ ９５ ５ ２５
２９ １００ ８３ １７ ２８９
３０ ９２ ９１ １ １
３１ １００ ９５ ５ ２５
３２ １００ ９４ ６ ３６
３３ １００ ９８ ２ ４
３４ １００ ８４ １６ ２５６
３５ ８５ ９２ －７ ４９
３６ ８８ ９０ －２ ４
３７ １００ ８６ １４ １９６
合计 ３４８１ ３３３９ １２２ ２０９６

３２２　药物筛选原理　不耐受物质（也包括药物）的
检测程序相当于过敏原检测，与其相反，而药物适应性

筛选程序是选择适合受试者的物质（药物）。其原理

是，将被捡物的物质波通过穴位输入人体，对不耐受物

质不产生共振（叠加）、甚至可以消除不耐受物质波，

而对体内降低的人体所必需的物质波还有增强作用

（如能量），这种物质（如精油）既可适用于受试者（如

荨麻疹）［６－７，１４］。

３３　生物共振技术作为一项过敏原检测技术，具有方

便、快捷、无创等优点，临床上开展生物共振技术治疗

包括变态反应在内的多种疾病，并进行临床观察和疗

效分析也日益增多［１２－１３，１６－１７］。生物共振技术作为新

技术，为祖国传统医学的研究开辟了一条可量化、可重

复的新道路，并为今后更多的中医基础研究提供一个

良好的实验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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