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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汤化裁穴位贴敷对术后早期炎性肠梗阻患者

肠黏膜功能、微炎性反应状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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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承气汤化裁穴位贴敷对术后早期炎性肠梗阻患者的临床效果，探讨其对患者肠黏膜功能、微炎性反应状
态的影响。方法：选取２０１６年１月至２０１８年１月秦皇岛市中医医院收治的术后早期炎性肠梗阻患者１１２例作为研究对
象，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５６例。２组患者均给予术后常规处理，对照组患者在常规处理的基础上
加用生长抑素持续静脉注射２４ｈ，观察组则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加用承气汤化裁穴位贴敷治疗，连续治疗１周为１个疗程。
统计２组患者治疗的临床效果，比较治疗前后２组患者症状消失时间、胃肠功能恢复时间，检测治疗前后肠屏障功能指标
血清Ｄ乳酸、内毒素（Ｅｎｄｏｔｏｘｉｎ，ＥＴ）、二胺氧化酶（ＤｉａｍｉｎｅＯｘｉｄａｓｅ，ＤＡＯ）水平及血清炎性反应因子肿瘤坏死因子α
（ＴｕｍｏｒＮｅｃｒｏｓｉｓＦａｃｔｏｒα，ＴＮＦα）、白细胞介素６（Ｉｎｔｅｒｌｅｕｋｉｎ６，ＩＬ６）、Ｃ反应蛋白（ＣｒｅａｃｔｉｖｅＰｒｏｔｅｉｎ，ＣＲＰ）、降钙素原（Ｐｒｏ
ｃａｌｃｉｔｏｎｉｎ，ＰＣＴ）水平的变化。结果：与对照组７５０％的有效率比较，观察组有效率高达９１１％（Ｐ＜００５）；观察组患者主
要临床症状消失时间、胃肠功能恢复时间均短于对照组（Ｐ＜００５）；２组患者治疗后的肠屏障功能指标 Ｄ乳酸、ＥＴ、ＤＡＯ
水平及血清微炎性反应状态指标ＴＮＦα、ＩＬ６、ＣＲＰ、ＰＣＴ水平均低于治疗前（Ｐ＜００５），以观察组更低（Ｐ＜００５）。结论：
承气汤化裁穴位贴敷利于促进术后早期炎性肠梗阻患者症状的消退及胃肠功能恢复，改善肠黏膜屏障功能，减少肠道炎

性反应，值得临床推广运用。

关键词　早期炎性肠梗阻；术后；承气汤；穴位贴敷；肠黏膜功能；微炎性反应状态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Ｍｕｃｏｓａ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Ｍｉｃｒｏ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ＳｔａｔｅｆｏｒＴｒｅａｔｉｎｇＥａｒｌｙ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Ｉｌｅｕｓ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ＡｃｕｐｏｉｎｔＳｔｉｃｋｉｎｇｏｆ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ＣｈｅｎｇｑｉＤｅｃｏｃｔｉｏｎ
ＬｉｕＤｏｎｇｌｉｎ，ＷａｎｇＨｏｎｇｗｅｉ，ＬｉＣｈａｏ

（Ｑｉｎｈｕａｎｇｄａｏ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Ｈｅｂｅｉ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Ｑｉｎｈｕａｎｇｄａｏ０６６０００，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Ｔｏ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ｔｈ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ｔｒｅａｔｉｎｇｅａｒｌｙ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ｉｌｅｕｓ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ａｃｕｐｏｉｎｔ
ｓｔｉｃｋｉｎｇｏｆ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ＣｈｅｎｇｑｉＤｅｃｏ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ｘｐｌｏｒｅｔｈ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ｍｕｃｏｓａ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ｍｉｃｒｏ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ｓｔａｔｅ．Ｍｅｔｈ
ｏｄｓ：Ａｔｏｔａｌｏｆ１１２ｃａｓｅｓｏｆｅａｒｌｙ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ｉｌｅｕｓｔｒｅａｔｅｄｉｎＱｉｎｈｕａｎｇｄａｏ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ｗｅｒｅ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ａｓｓｔｕｄｙｓｕｂｊｅｃｔｓ，ａｎｄｒａｎｄｏｍｌｙｄｉｖｉｄｅｄｉｎｔｏａ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ｎ＝５６ｃａｓｅｓ）ａｎｄａｎ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ｎ＝５６ｃａｓｅｓ）．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ｉｎｂｏｔｈｇｒｏｕｐｓｗｅｒｅｔｒｅ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ｒｏｕｔｉｎ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ａｎｄ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ｔｒｅ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ｓｏｍａ
ｔｏｓｔａｔｉｎ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ｉｎｔｒａｖｅｎｏｕｓｉｎｊｅｃｔｉｏｎｆｏｒ２４ｈｏｕｒｓｏｎｔｈｅｂａｓｉｓｏｆｒｏｕｔｉｎ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ｗｈｉｌ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ｉｎ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
ｔｒｅ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ＣｈｅｎｇｑｉＤｅｃｏｃｔｉｏｎａｃｕｐｏｉｎｔ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ｂａ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ｗｉｔｈ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ｆｏｒ１ｗｅｅｋ
ａｓｔｈｅｃｏｕｒｓｅｏｆ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Ｔｈ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２ｇｒｏｕｐｓｏｆ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ｗａｓ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Ｔｈｅ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ｄｉｓａｐｐｅａｒｔｉｍｅ，ｇａｓｔｒｏ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ｒｅｃｏｖｅｒｙｔｉｍｅｏｆｔｈｅ２ｇｒｏｕｐｓｗｅｒｅ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Ｔｈｅ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ｂａｒｒｉｅｒ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ｅｓ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ｗｅｒｅｄｅｔｅｃ
ｔｅｄ，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ｔｈｅｓｅｒｕｍＤｌａｃｔｉｃａｃｉｄ，ｅｎｄｏｔｏｘｉｎ（ＥＴ），Ｄｉａｍｉｎｅｏｘｉｄａｓｅ（ＤＡＯ）ｌｅｖｅｌａｎｄｔｈｅｓｅｒｕｍｌｅｖｅｌｓｏｆ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ｃｙｔｏ
ｋｉｎｅｓｔｕｍｏｒｎｅｃｒｏｓｉｓｆａｃｔｏｒα（ＴＮＦα），Ｉｎｔｅｒｌｅｕｋｉｎ６（ＩＬ６），ｃｒｅａｃｔｉｖｅｐｒｏｔｅｉｎ（ＣＲＰ）ａｎｄｐｒｏｃａｌｃｉｔｏｎｉｎ（ＰＣＴ）ｌｅｖｅｌｓ．Ｒｅｓｕｌｔｓ：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７５．０％ 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ｏｆ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ａｓｈｉｇｈａｓ９１．１％（Ｐ＜００５）．Ｔｈｅｍａｉｎ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ａｎｄｇａｓｔｒｏ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ｒｅｃｏｖｅｒｙｔｉｍｅｏｆ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ｓｈｏｒｔ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Ｐ
＜００５）．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ｔｈｅｌｅｖｅｌｓｏｆｄｌａｃｔｉｃａｃｉｄ，ＥＴ，ＤＡＯａｎｄｔｈｅｓｅｒｕｍｍｉｃｒｏ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ｓｔａｔｅ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ＴＮＦα，ＩＬ６，ＣＲＰ
ａｎｄＰＣＴｗｅｒｅａｌｌ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ｉｎｔｈｅ２ｇｒｏｕｐｓｔｈａｎｂｅｆｏｒ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Ｐ＜００５），ａｎｄ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ｅｖｅｎｌｏｗｅｒ（Ｐ＜
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Ｔｈｅａｃｕｐｏｉｎｔ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ＣｈｅｎｇｑｉＤｅｃｏｃｔｉｏｎｉｓｃｏｎｄｕｃｉｖｅｔｏ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ｔｈｅｓｙｍｐｔｏｍ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ｎｄ
ｇａｓｔｒｏ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ｒｅｃｏｖｅｒｙｏｆｅａｒｌｙ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ｉｌｅｕｓ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ｔｈｅ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ｍｕｃｏｓａｌｂａｒｒｉｅｒ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ｒｅｄｕｃｉｎｇ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ｗｈｉｃｈｉｓｗｏｒｔｈｙｏｆ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Ｅａｒｌｙ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ｉｌｅｕｓ；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ＣｈｅｎｇｑｉＤｅｃｏｃｔｉｏｎ；Ａｃｕｐｏｉｎｔｓｔｉｃｋｉｎｇ；Ｍｕｃｏｓ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Ｍｉｃｒｏ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ｓｔａｔｅ

·１７７２·世界中医药　２０１９年１０月第１４卷第１０期



中图分类号：Ｒ２５６３ 文献标识码：Ａ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３－７２０２．２０１９．１０．０４８

　　早期炎性肠梗阻（Ｅａｒｌｙ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
ｒｙｓｍａｌｌＢｏｗｅｌＯｂ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ＥＰＩＳＢＯ）是腹腔手术后的
常见并发症，多发生于术后１～２周，以肠壁水肿、炎
性渗出、肠蠕动功能障碍等为主要临床特点［１］，多因

于腹腔内炎性反应或腹部手术创伤等原因所致，误

治或失治往往会引起重症感染、肠瘘、短肠等严重并

发症，威胁患者的生命健康［２］。目前，ＥＰＩＳＢＯ的治
疗尚无特效疗法，仍以抗感染、肠胃营养支持、胃肠

减压、抑制消化液分泌、生长抑素、激素等保守治疗

为主，疗效欠佳［３］。中医学认为，早期 ＥＰＩＳＢＯ患者
多见“痞、满、燥、实”等主证。近年来，笔者临床研

究认为，穴位贴敷能通达病所，达到通里攻下、健脾

祛湿、和胃降逆、下气宽肠之效，从而有效解除肠梗

阻，降低手术率。本文旨在探讨承气汤化裁穴位贴

敷对术后早期炎性肠梗阻患者的临床效果。现报道

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２０１６年１月至２０１８年１月
秦皇岛市中医医院收治的术后早期炎性肠梗阻患者

１１２例作为研究对象，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
组和观察组，每组５６例。对照组中男３２例，女２４
例；年龄２０～６５岁，平均年龄（４２７４±１１０６）岁；发
病时间为术后５～２０ｄ，平均时间（８４±１１）ｄ；手术
类型：阑尾炎手术１５例，胆囊切除术２３例，十二指
肠溃疡穿孔１８例；观察组中男２９例，女２７例；年龄
２２～６５岁，平均年龄（４４３１±１０２４）岁；发病时间
为术后４～２０ｄ，平均时间（８２±１４）ｄ；手术类型：
阑尾炎手术１３例，胆囊切除术２０例，十二指肠溃疡
穿孔２３例；２组患者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２　诊断标准　所有病例西医诊断符合《中国炎性
反应性肠病诊断治疗规范的共识意见》［４］对肠梗阻

的诊断标准。患者近１～２周内初次接受腹部手术，
ＣＴ检查结果显示肠壁有广泛增厚、水肿；腹部 Ｘ线
摄片显示肠管扩张、气液平面。

１３　纳入标准　１）符合上述有关早期炎性肠梗阻
的诊断标准；２）结合腹部立位片、消化道造影、全腹
ＣＴ检查等确诊；３）有近期手术史；４）腹部 ＣＴ或立
位平片检查有肠壁粘连、水肿、增厚，肠腔积液、不全

性肠梗阻等表现；５）出现进食后腹胀、腹痛、恶心呕
吐，肠鸣音减弱，肛门排气、排便障碍等临床症状；６）
经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签署知情同意书者。

１４　排除标准　１）肠扭转、腹内疝、肠套叠、吻合口
狭窄等原因引起的肠梗阻者；２）呼吸衰竭、严重心、
肝、肾功能不全者；３）机械性、麻痹性肠梗阻者；４）内
脏神经损伤、腹腔脓肿、腹腔内出血、低钾血症者；５）
有皮肤过敏患者。

１５　脱落与剔除标准　１）伴有认知功能障碍、精神
障碍等无法配合治疗者；２）中途情恶化接受其他治
疗方案者；３）耐受性差、自然脱落、依从性差退出者。
１６　治疗方法　２组患者均给予禁食、维持水电解
质平衡、胃肠减压等常规方法治疗。对照组患者在

常规治疗基础上加用生长抑素６ｍｇ，加入１０００ｍＬ
生理盐水，微量泵持续静脉注射２４ｈ，连续治疗１周
为疗程。观察组则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加用承气汤化

裁穴位贴敷治疗。承气汤组方如下：大黄 ２０ｇ（后
下）、川厚朴１０ｇ、芒硝３０ｇ（冲服）、蒲公英１５ｇ、马
鞭草 １０ｇ、刘寄奴 ９ｇ、枳实 １０ｇ、丹参 ２０ｇ、黄芪
１０ｇ、延胡索２０ｇ。将上述药物研磨成末，白醋调糊
状，取适量贴敷于上巨虚、气海、天枢、内关、足三里

穴，用纱布盖，胶布固定，保留时间４ｈ，换药１次／ｄ，
２组均连续治疗１周。
１７　观察指标　１）观察并记录２组患者腹痛、腹
胀、恶心等主要症状的消失时间及肛门排气时间、肠

鸣音正常时间、首次排便时间等胃肠功能恢复时间；

２）治疗前、治疗１周后用分光光度法检测血清 Ｄ乳
酸；用鲎试剂动态比浊法测定血清内毒素（Ｅｎｄｏｔｏｘ
ｉｎ，ＥＴ）水平；用改良酶学分光光度法测定二胺氧化
酶（ＤｉａｍｉｎｅＯｘｉｄａｓｅ，ＤＡＯ）水平；３）用全自动免疫发
光分析仪以酶联免疫吸附法ＥＬＩＳＡ测定血清肠道炎
性反应指标肿瘤坏死因子α（ＴｕｍｏｒＮｅｃｒｏｓｉｓＦａｃｔｏｒ
α，ＴＮＦα）、白细胞介素６（Ｉｎｔｅｒｌｅｕｋｉｎ６，ＩＬ６）、Ｃ反
应蛋白（ＣｒｅａｃｔｉｖｅＰｒｏｔｅｉｎ，ＣＲＰ）水平；采用化学发光
法测定血浆降钙素原（ｐｒｏｃａｌｃｉｔｏｎｉｎ，ＰＣＴ）水平。
１８　疗效判定标准　参照《中国炎性反应性肠病诊
断治疗规范的共识意见》［４］评定。治愈：腹部 Ｘ线
摄片显示无肠管积液，症状消失；有效：仅有肠管轻

度充气存在，症状缓解；无效：病情加重。

１９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２００统计软件进行
数据分析，症状缓解时间、胃肠功能恢复时间、肠屏

障功能指标、微炎性反应状态指标等计量资料用均

数±标准差（珋ｘ±ｓ）表示，数据符合正态分布，且方差
齐，组间比较用独立样本ｔ检验；计数资料采用χ２检
验，以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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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结果
２１　２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　与对照组７５０％的
有效率比较，观察组有效率高达 ９１１％，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２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

组别 痊愈（例） 有效（例） 无效（例） 有效率（％）

对照组（ｎ＝５６） ２０ ２２ １４ ７５００
观察组（ｎ＝５６） ３２ １９ ５ ９１０７

　　注：与对照组比较，χ２＝８０２９，Ｐ＜００５

２２　２组患者症状缓解时间、胃肠功能恢复时间比
较　观察组患者腹痛、腹胀、恶心消失时间、肛门排
气时间、肠鸣音正常时间、首次排便时间等均短于对

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２。
２３　２组患者肠屏障功能指标比较　２组患者治疗
后的肠屏障功能指标 Ｄ乳酸、ＥＴ、ＤＡＯ水平均低于
治疗前（Ｐ＜００５）；观察组各指标水平更低，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３。
２４　２组患者治疗前后微炎性反应状态指标比较
　　２组患者治疗后的血清微炎性反应状态指标
ＴＮＦα、ＩＬ６、ＣＲＰ、ＰＣＴ水平均低于治疗前（Ｐ＜
００５）；观察组各指标水平更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见表４。
３　讨论

目前，ＥＰＩＳＢＯ的发病机制至今尚未完全明确，
但普遍认为是因感染、创伤、缺血等引起的肠壁黏膜

局部炎性反应所致，而炎性反应因子水平异常释放

与ＥＰＩＳＢＯ的病情程度密切相关［５６］。有报道指出，

ＥＰＩＳＢＯ患者由于手术后持续过度的应激反应，加上
肠腔内积液聚集，肠黏膜屏障受损，肠压增高，产生

大量 ＴＮＦα、ＩＬ６、ＣＲＰ等炎性因子，而这些炎性因
子又能加剧机体感染，诱发脏器功能损伤［７８］。因

此，早期积极控制炎性反应对于改善预后至关重要。

在治疗方面，因手术风险较高，且对于肠管广泛而严

重粘连者应用受限，伤及肠黏膜屏障功能，无法解除

肠梗阻，甚至诱发肠瘘的形成［９］。生长抑素是一种

环状十四氨基酸肽，广泛分布于胃肠道的神经纤维

及胰腺细胞中，能维持消化道黏膜的完整性，抑制胃

肠道消化液的分泌，促进肠黏膜对消化液的吸收，促

进肠壁的血液循环，从而减少梗阻近段肠腔内积液，

缓解肠管缺血性改变和扩张，减轻炎性反应［１０１１］。

中医学并无肠梗阻之说，临床多根据其症状而

归属于“肠结”等范畴，脾胃虚弱、气滞血瘀为术后

表２　２组患者症状缓解时间、胃肠功能恢复时间比较（珋ｘ±ｓ，ｄ）

组别 腹痛消失时间 腹胀消失时间 恶心消失时间 肛门排气时间 肠鸣音恢复时间 首次排便时间

对照组（ｎ＝５６） ３２０±１１９ ３３８±１３６ ４５７±１２４ ４６４±１３５ ３９７±１４１ ３７５±１０９
观察组（ｎ＝５６） ２１７±０７６ １８４±０８５ ２０５±０６２ ３１１±０２２ ２３０±０３４ ２２６±０６１

ｔ值 １３２８ ２４７５ ３１０９ １４２０ ０９２３ １０７７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表３　２组患者肠屏障功能相关指标比较（珋ｘ±ｓ）

组别 Ｄ乳酸（ｍｍｏｌ／Ｌ） ＥＴ（ＥＵ／ｍＬ） ＤＡＯ（Ｕ／ｍＬ）

对照组（ｎ＝５６）
　治疗前 ０１８±０１１ ０３４±００７ ４２３±０６２
　治疗后 ０１３±００７ ０２５±００９ ３５２±０７４

观察组（ｎ＝５６）
　治疗前 ０２２±００９ ０３６±０１０ ４２７±０６０
　治疗后 ００５±００２△ ０１３±００４△ ２３０±０２０△

　　注：与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表４　２组患者治疗前后微炎性反应状态指标比较（珋ｘ±ｓ）

组别 ＴＮＦα（ｎｇ／ｍＬ） ＩＬ６（ｐｇ／ｍＬ） ＣＲＰ（ｍｇ／Ｌ） ＰＣＴ（ｇ／Ｌ）

对照组（ｎ＝５６）
　治疗前 ３７３９±５２７ ７７６２±６８７ ３５４７±７７３ １７７６±３８５
　治疗后 ２５２０±４６９ ４２４６±３３９ ２０８２±５２０ １１９０±２５４

观察组（ｎ＝５６）
　治疗前 ３８０４±４８８ ７６９６±７１５ ３６２０±８０４ １７８０±４２３
　治疗后 １２６９±２４３△ ２０６８±２２０△ １１０４±３１６△ ５６２±１４２△

　　注：与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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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肠梗阻发病之本。肠道为传化之腑，以降为顺，

以通为用。患者行腹部手术创伤耗气伤血，术后患

者正气虚弱，气血瘀滞，湿热邪毒乘虚而入，肠道气

机痞结，腑气壅滞，传导失司［１２］，临床治疗以通腑散

结为主［１３］。穴位贴敷是中医外治法之一，是在辨证

论治的基础上，以经络学说为指导，将药物贴敷在人

体表面的特定部位，通过透皮吸收而治疗疾病［１４］。

本文所用承气汤是由大承气汤化裁而来，大承气汤

通腑除胀、泻热通便。现代研究认为，大承气汤能够

改善肠壁微循环，增加肠道的血流量，促进肠道平滑

肌的蠕动，减轻肠道组织水肿，促进患者胃肠蠕动能

力的恢复，促进肠腔内的陈旧内容物的排出，降低内

毒素的形成与吸收，抑制细菌滋生与增殖，降低炎性

反应因子的形成与释放［１５］。有报道证实，大承气汤

组方通过穴位定向透药方式治疗可降低湿热壅滞证

粘连性肠梗阻患者肠源性炎性反应程度，缩短症状

持续时间。方中加入蒲公英、马鞭草、刘寄奴功在清

热解毒、利水消肿；丹参性味苦辛，主入血分，可行散

化瘀，有祛瘀生新之功，善治瘀热；药理研究证实，丹

参酮能通过抑菌抗炎、抗氧化、抗血小板凝集、改善

微循环、调节免疫等功能而改善肠屏障功能［１６１７］；

黄芪益气健脾、固本和中；延胡索主入气分，能行血

中气滞，气中血滞，有活血舒筋、理气止痛之效。将

上述药物研磨成末，白醋调糊状，取适量贴敷于上巨

虚、气海、天枢、内关、足三里穴。白醋性温，味酸苦，

功可消瘀散结，是良好的药用辅药，使用白醋调和上

述药物贴敷于相应穴位，可以达到赋形和治疗的双

重作用［１８］。本文选择上巨虚为大肠下合穴，是治疗

大肠病常用穴，其性主清下，可清热利湿，通腑化滞；

气海属任脉之经穴，主一身气机，贴敷之旨在有疏导

任脉，培补真元，调一身之气；天枢为大肠之募穴，可

疏调肠腑、导滞消积，穴位刺激之能改善肠腑功

能［１９］。内关穴为八脉交会穴之一，属厥阴心包经之

络穴，重在调畅气机，增强疏通气血之功；足三里穴

是“足阳明胃经”的主要穴位之一，可燥化脾湿、生

发胃气、祛风豁痰、除瘀通络；将承气汤贴敷于上述

穴位，药物通过经透皮吸收发挥通腑散结、解毒消肿

之功。

结合研究结果可见，承气汤化裁穴位贴敷治疗

的患者有效率更高（Ｐ＜００５）；患者经治疗后的主
要症状消失时间、胃肠功能恢复时间明显缩短（Ｐ＜
００５），这说明，用承气汤化裁穴位贴敷联合治疗利
于改善临床症状，促进胃肠功能的恢复，其效果与单

纯生长抑素治疗更突出；治疗后，２组患者肠屏障功

能指标Ｄ乳酸、ＥＴ、ＤＡＯ水平及微炎性反应状态指
标ＴＮＦα、ＩＬ６、ＣＲＰ、ＰＣＴ水平均降低，且观察组低
于对照组（Ｐ＜００５），提示加用承气汤化裁穴位贴
敷联合治疗利于增强 ＥＰＩＳＢＯ肠屏障功能，减轻肠
道炎性反应。考虑原因可能是承气汤能够发挥抗

炎、保护肠黏膜等作用，抑制肠道局部炎性反应，减

少肠黏膜的炎性反应渗出，促进肠功能恢复，有一定

的临床推广运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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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于中枢神经系统内，促进神经细胞的存活与代谢；

ＰＫＣ可影响细胞内信号的传导，改变神经细胞神经
突触的可塑性［１５１６］。针刺具有促进睡眠，强健患者

精神并提高记忆的作用，且中医认为脏腑和经络之

气血均汇聚于头，直接刺激头部穴位，调精气、养心

神、补肾健脑、协调阴阳，气血上荣脑髓，最终神安则

寐。蒋洁等［１７］观察不同波形电针对对氯苯丙氨酸

致失眠大鼠脑内神经递质的影响后发现，电针改善

失眠的主要机制为加速５ＨＴ的合成和转化，降低
ＮＥ和ＤＡ含量，调节睡眠觉醒周期，且低频电针对
失眠的疗效更好；疏肝汤具有较好的镇静、抗焦虑、

镇痛、保肝作用外，此外还可调节机体免疫功能与神

经系统，抑制大脑过度兴奋，改善大脑功能，促进睡

眠恢复正常［１８］。本研究结果中，与治疗前比较，治

疗后２组血清中５ＨＴ水平显著升高，血清 ＮＥ、ＤＡ
水平显著下降；与治疗前比较，治疗后２组外周血中
ＰＫＣｍＲＮＡ、ＢＤＮＦｍＲＮＡ表达量显著升高，且２组
间各指标存在显著差异，提示针刺联合疏肝汤治疗

肝郁化火型不寐可显著调节相关神经递质的表达，

从而有助于恢复机体正常睡眠机制，改善患者睡眠。

综上所述，针刺联合疏肝汤治疗肝郁化火型不

寐可有效缓解患者相关临床症状，可通过调节 ５
ＨＴ、ＰＫＣｍＲＮＡ、ＢＤＮＦｍＲＮＡ、ＮＥ及 ＤＡ等神经递
质水平，最终改善患者睡眠质量，因此值得临床推广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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