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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通过２４ｈ动态血压监测，观察百会透刺前顶对高血压患者的血压昼夜节律及血管活性物质变化，初步探讨
其作用机制。方法：选择１２０例１、２级原发性高血压（中低危）患者，随机分为２组，对照组仅进行健康教育生活方式干
预；治疗组在此基础上，进行百会透刺前顶穴治疗，于治疗前后行２４ｈ动态血压监测，计算日间平均收缩压、夜间平均收
缩压、日间平均舒张压、夜间平均舒张压、收缩压和舒张压谷峰比值及治疗前后肾素、醛固酮、血管紧张素。结果：第４、１２
周，对照组和治疗组均能降低日间及夜间平均收缩压、平均舒张压，与疗前比较（Ｐ＜００１），均有统计学意义。４周、１２周
组内比较，对照组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组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远期疗效治疗组更优。４周与１２周组间
比较，治疗组均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谷峰比值比较：治疗前后２组对收缩压谷峰比值有一定升高，比较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２组舒张压谷峰比值比较无明显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血管活性物质测定：治疗后治疗组肾素水平较前下
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醛固酮、血管紧张素治疗前后２组的组内及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结论：百会透刺前顶治疗原发型高血压１、２级能够显著降低昼夜平均收缩压和平均舒张压，对昼夜血压节律和降低肾素
水平有一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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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高血压发病率的逐年增高，临床研究发现
高血压是多种心脑血管疾病的导火索，可促使冠状

动脉性心脏病、心力衰竭、脑卒中、脑出血和肾脏疾

病等的发病风险明显升高，严重危害人类健康［１］。

因此对原发性高血压病因及发病机制的研究，越来

越被关注和重视，其中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
（ＲＡＡＳ）平衡失调被认为是发生高血压的重要机制
之一［２］。大量研究表明，针灸治疗高血压有确切疗

效，但其作用靶点和相关机制研究还相对较少［３］。

本研究通过临床观察百会透刺前顶对１、２级原发性
高血压的干预作用，监测治疗前后血压昼夜节律变

化及血浆血管活性物质（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

酮），初步探索其作用机制。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诊断标准
１１１　诊断标准　依据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２０１０
修订版第三版）［４］。

１１２　纳入标准　原发性高血压中，符合高血压病
１、２级（中低危）的患者。
１１３　排除标准　合并心、肝、肾、脑等其他脏器严
重病变者的原发性高血压患者或继发性高血压；有

精神类疾病及其他不能配合完成试验者；须服用降

压药物控制血压者；严重睡眠障碍者及妊娠或哺乳

期妇女；正在服用安眠药（如佳乐定、舒乐安定等）

及其他不适宜参加药物观察者；正在参加其他药物

试验者。

１１４　脱落标准　针刺后出现严重晕针等不良事
件，不适宜继续接受本研究方案治疗者；不符合纳入

标准而被勿纳入者；因个人原因，拒绝接受试验治疗

连续１周以上者；未提供真实资料，影响安全性和有
效性评价者。

１２　一般资料　入选２０１２年５月至２０１４年９月
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南区门诊及病房共１２０
例原发性高血压１、２级，中低危者患者，随机分为２
组，剔除部分脱落病例后：治疗组４９例，男２６例，女
２３例；平均年龄（４９１０±８７５）岁。对照组５０例，
男２６例，女２４例；平均年龄（４８０８±８８１）岁。一
般资料经统计学处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３　治疗方法［５］　对照组：予以健康教育，生活方
式干预，包括减少钠盐摄入，增加钾盐摄入；控制体

重；戒烟；不过量饮酒；体育运动；减轻精神压力，保

持心理平衡。治疗组：与对照组相同生活方式干预

的基础上进行如下操作：１）按照《针灸腧穴定位标
准》［６］，取百会穴（代号：ＤＵ２０）。２）应用“华佗牌”
一次性无菌性针灸针（规格：０３０ｍｍ×４０～５０ｍｍ
毫针）。３）进针手法：双手夹持进针法，右手持针
柄，左手用酒精棉捏住针身下段，露出针尖，双手配

合将针刺入百会穴内。４）针刺方向和深度：沿头皮
平刺，由百会穴向前透刺前顶穴（代号：ＤＵ２１，在百
会穴前１５寸处）。针身进入１５～２０寸（３０ｍｍ～
４０ｍｍ）。５）行针方法：采用捻转法行针，右手持针，
拇指、食指挟持针柄作前后交替旋转捻动，指力均

匀，角度为１８０～３６０度。进针得气后捻转法行针１
ｍｉｎ，每分钟约２００转左右。留针３０ｍｉｎ，在留针第
１５ｍｉｎ时捻转行针１ｍｉｎ。６）出针方法：３０ｍｉｎ结束
后，右手持针边捻转边退至皮下，然后快速将针拔

出，左手用消毒干棉球按压针孔。７）频次及疗程：１
次／ｄ，连续治疗５次，休息２ｄ，疗程４周。

表１　２组年龄、性别比较（例数，珋ｘ±ｓ）

组别 例数 年龄 男 女

对照组 ５０ ４８０８±８８１ ２６例 ２４例
治疗组 ４９ ４９１０±８７５ ２６例 ２３例

　　注：２组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Ｐ＝０５６３９。

１４　观察指标
１４１　安全指标　１）血、尿、便常规检查；２）心、肝、
肾功能检查；３）心电图检查。
１４２　疗效指标　疗效指标：血压动态变化：采用
ＤＭＳＡＢＴ型（美国）２４ｈ动态血压监测仪分别于针
刺前４８ｈ，第４周、第１２周，进行２４动态血压监测，
测量频率：为日间每３０ｍｉｎ，夜间每６０ｍｉｎ，不受患
者日常活动限制；并记录如下监测指标：１）记录日间
平均收缩压和平均舒张压、夜间平均收缩压和平均

舒张压。２）谷峰比值（Ｔ／Ｐ）计算［７］：本研究峰值

（Ｐ）为针刺后２～８ｈ内血压下降幅度最大的１ｈ和
其相邻的血压下降幅度次要大的１ｈ的降压幅度平
均值（２ｈ时间段），谷值（Ｔ）为下次针刺前２ｈ的血
压下降均值。每个患者的 Ｔ和 Ｐ值均数后的比例，
即为Ｔ／Ｐ比值。
１４３　基础指标　血管活性物质监测：分别于治疗
前及治疗后进行血浆肾素、血管紧张素 ＩＩ及醛固酮
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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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　统计学方法　应用 ＳＰＳＳ１５０软件进行数据
的统计学处理。计量数据以均数±标准差（珋ｘ±ｓ）表
示，计数资料采用卡方检验，计量资料组间比较采用

ｔ检验（方差不齐时 ｔ检验）。双侧 Ｐ＜００５视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日间平均收缩压比较　第４、１２周，对照组和
治疗组均能降低日间平均收缩压，与疗前比较，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其中４周与１２周组内比
较，对照组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而治疗组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１），说明日间平均收缩压的远期
疗效，治疗组更优。同时４周与１２周的２组组间比
较，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治疗组均优于对照
组。

表２　治疗前后日间平均收缩压比较

组别 例数 治疗前 治疗４周 治疗１２周

对照组 ５０ １３７９６±５５０ １３４９０±５５７ １３４３２±４６９

治疗组 ４９ １３８８４±５８４ １２８０６±４６５△△□□ １２４６７±３５６△△▲▲□□

　　注：２组治疗前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４４３６，无统计学意义；对照
组第４、１２周与疗前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第４周与１２周比
较，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６３３。治疗组第４、１２周与疗前比较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１，第４周与１２周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第
４周、１２周２组组间比较，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

２２　夜间平均收缩压比较　第４、１２周，对照组和
治疗组均能降低夜间平均收缩压，与疗前比较，均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其中４周与１２周组内比
较，对照组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而治疗组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１），说明夜间平均收缩压的远期
疗效，治疗组更优。同时４周与１２周的２组组间比
较，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治疗组均优于对照
组。

表３　治疗前后夜间平均收缩压比较

组别 例数 治疗前 治疗４周 治疗１２周

对照组 ５０ １３０１４±６４３ １２６８８±６７１ １２６６２±６５０

治疗组 ４９ １３２４１±６６３ １２３１２±５３７△△□□ １１８４５±５１６△△▲▲□□

　　注：２组治疗前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８７１，无统计学意义；对照
组第４、１２周与疗前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第４周与１２周比
较，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５０４１。治疗组第４、１２周与疗前比较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１，第４周与１２周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第
４周、１２周２组组间比较，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

２３　日间平均舒张压比较　第４、１２周，对照组和
治疗组均能降低日间平均舒张压，与疗前比较，均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其中４周与１２周组内比
较，对照组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而治疗组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１），说明日间平均舒张压的远期
疗效，治疗组更优。同时４周与１２周的２组组间比
较，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治疗组均优于对照
组。

表４　治疗前后日间平均舒张压比较

组别 例数 治疗前 治疗４周 治疗１２周

对照组 ５０ ９０５６±７８９ ８８５６±８４１ ８８４６±７９３

治疗组 ４９ ９１１０±５２０ ８２７８±５１０△△□□ ７７９２±５２４△△▲▲□□

　　注：２组治疗前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６８８０，无统计学意义；对照
组第４、１２周与疗前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第４周与１２周比
较，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７３５６。治疗组第４、１２周与疗前比较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１，第４周与１２周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第
４周、１２周２组组间比较，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

２４　夜间平均舒张压比较　第４、１２周，对照组和
治疗组均能降低夜间平均舒张压，与疗前比较，均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其中４周与１２周组内比
较，对照组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而治疗组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１），说明夜间平均舒张压的远期
疗效，治疗组更优。同时４周与１２周的２组组间比
较，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治疗组均优于对照
组。

表５　治疗前后夜间平均舒张压比较

组别 例数 治疗前 治疗４周 治疗１２周

对照组 ５０ ８５２４±７１６ ８４３２±７２５ ８４２０±７３０

治疗组 ４９ ８５０６±４９８ ７９１０±４９８△△□□ ７４２９±５０７△△▲▲□□

　　注：２组治疗前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８８５５，无统计学意义；对照
组第４、１２周与疗前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第４周与１２周比
较，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１８２４。治疗组第４、１２周与疗前比较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１，第４周与１２周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第
４周、１２周２组组间比较，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

２５　收缩压谷峰比值比较　第４、１２周，对照组和
治疗组收缩压谷峰比值均略有升高，与疗前比较，均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其中４周与１２周组内比
较，对照组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而治疗组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１），说明远期疗效，治疗组降压更
平稳。同时４周与１２周的２组组间比较，均无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

表６　治疗前后收缩压谷峰比值比较

组别 例数 治疗前 治疗４周 治疗１２周

对照组 ５００６５４９±００５１９０６７７６±００６３２ ０６７９５±００６１９

治疗组 ４９０６６５４±００５８２０６９２３±００５７９△△ ０６８０７±００５０２△△

　　注：２组治疗前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３４５６，无统计学意义；对照
组第４、１２周与疗前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第４周与１２周比
较，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８１８５。治疗组第４、１２周与疗前比较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１，第４周与１２周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第４
周、１２周２组组间比较，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２６　舒张压谷峰比值比较　第４、１２周，对照组和
治疗组舒张压谷峰比值均变化不明显，与疗前比较，

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其中对照组１２周与４
周比较，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组１２周较４
周比较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同时４周与１２周
的２组组间比较，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２７　肾素醛固酮血管紧张素比较　检测２组的肾
素、醛固酮、血管紧张素并进行比较。２组治疗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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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４周醛固酮、血管紧张素自身前后比较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前、４周２组组间比较，
差异也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肾素比较，治疗４
周，２组组间比较，虽无统计学意义，但治疗组治疗
前后组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由
此，治疗组在治疗４周能够有效降低肾素水平。

表７　治疗前后舒张压谷峰比值比较

组别 例数 治疗前 治疗４周 治疗１２周

对照组 ５０ ０５８５３±００８３７ ０５７２６±００９８１ ０５７３２±００９８７
治疗组 ４９ ０５７８９±００８６３ ０５７３０±００８０４ ０５８５１±００８１５

　　注：２组治疗前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７１０７，无统计学意义；对照
组第４、１２周与疗前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第４周与１２周比较，无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组第４、１２周与疗前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第４周与１２周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组与对照组比
较，第４周、１２周比较，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表８　治疗前后肾素比较

组别 例数 治疗前 治疗４周

对照组 ５０ ３３１±１７１ ３５５±１７０ Ｐ＝０３８２７
治疗组 ４９ ４３７±１６７ ３６１±１７１ Ｐ＝００２２８

　　注：治疗４周后２组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治疗前后组内比较，治

疗组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对照组无统计学意义。

表９　治疗前后醛固酮比较

组别 例数 治疗前 治疗４周

对照组 ５０ １６８６±６４７ １６９８±７６７ Ｐ＝０９４０４
治疗组 ４９ １５６１±５７６ １６７１±６２３ Ｐ＝０３６４

　　注：治疗前、治疗４周２组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无统计
学意义；２组组内前后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表１０　治疗前后血管紧张素比较

组别 例数 治疗前 治疗４周

对照组 ５０ ８１２０±１６１３ ８０１１±２０２７ Ｐ＝０７６７１
治疗组 ４９ ７９４３±１４９２ ８０２５±１７３８ Ｐ＝０８０１１

　　注：治疗前、治疗４周２组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无统计
学意义；２组组内前后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２８　安全性指标　所有参与研究的患者试验期间
均未出现明显不良反应。

３　讨论
当前，２４ｈ动态血压监测（ＡｍｂｕｌａｔｏｒｙＢｌｏｏｄ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ＡＢＰＭ）技术在高血压病的诊断、
治疗以及疗效评价中有越来越高的应用价值。大量

研究表明，２４ｈ动态血压以及血压昼夜节律等与心
脑血管事件可能关系更为密切，并且夜间血压均值

较白天血压均值对预后的意义更大［８］。谷峰比值由

美国ＦＤＡ心肾药物委员会提出，作为一项评价抗高
血压药物疗效的指标，其认为一种具有降压作用的

药物或方法应在谷作用时能保持其峰值的大部分作

用，不少于峰作用的１／２～１／３，长效降压在谷作用
时至少应保持峰作用的５０％，即 Ｔ／Ｐ＞５０％［９］。谷

峰比值反映了治疗后血压的波动状况，高谷峰比值

表明，波动小，有助于保护靶器官。现代研究表

明［１０］，在ＲＡＡＳ系统中，肾素有非常重要和关键的
作用，肾素由肾小球旁细胞分泌，可激活肝脏产生的

血管紧张素原而生成血管紧张素，从而启动 ＲＡＡＳ
的链式反应。血压较高时，血浆肾素活血（ＰＲＡ）水
平高，全身血管处于广泛收缩状态。有研究报

道［１１］，血浆肾素活性增高大大增加了心血管疾病的

风险。

本研究结果表明，百会透刺前顶能够显著降低

昼夜平均收缩压和平均舒张压，并对昼夜血压节律

和降低肾素水平有一定作用。该研究首次对针刺是

否通过影响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发挥控制
血压的作用进行了探索性临床研究，治疗４周２组
数据均较治疗前有一定程度的下降，尤其是治疗组

肾素水平疗前与疗后的组内有统计学意义，但治疗

组与对照组的组间比较，均尚未有统计学意义，考虑

这些血管活血物质指标与观察周期相对较短有关，

今后下一步研究还会扩大样本量，延长观察周期，并

增加随访期血管活性物质监测数据，为相关机制研

究提供更加强有力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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