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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关穴位按压配合生姜敷贴法对妊娠

剧吐患者胃动素水平的影响

许　洁　郁金芬
（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张家港市中医医院妇产科，张家港，２１５６００）

摘要　目的：探究内关穴位按压配合生姜敷贴法对妊娠剧烈呕吐患者胃动素水平的影响。方法：选取２０１７年１月至２０１９
年３月张家港市中医医院收治的妊娠剧烈呕吐患者７０例作为研究对象，按照治疗方案不同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３５
例。对照组予以常规对症治疗，观察组在此基础上引入内关穴位按压配合生姜敷贴法进行治疗，２组患者治疗时间均为
７ｄ。观察２组患者临床疗效以及呕吐清水、食入即吐、头晕厌食、恶心呕吐等中医症候积分；记录２组患者呕吐次数、止吐
时间、住院天数、妊娠恶心呕吐生命质量量表（ＮＶＰＱＯＬ）、妊娠专用恶心呕吐量化表（ＰＵＱＥ），并分别于治疗前后采用放免
测试法检测患者血清中胃动素，采用试带法检测２组患者尿酮体水平，同期比较２组患者上述指标的差异。结果：观察组
临床疗效（９４２９％）明显高于对照组（７４２９％）（χ２＝５２８５，Ｐ＝００２２）；经过治疗后，２组患者呕吐清水、食入即吐、头晕
厌食、恶心呕吐等中医症候积分均出现显著降低，且观察组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１）；２组患者尿酮体均显著降低，且观察组
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１）；２组患者胃动素均显著升高，且观察组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１）；２组患者ＰＵＱＥ、ＮＶＰＱＯＬ评分均显
著降低，且观察组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１）；观察组呕吐次数、止吐时间、住院时间等均明显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此外，观
察组复发率为５７１％（２／３５），对照组复发率为２２８６％（８／３５），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４２００，Ｐ＝００４０）。结论：内
关穴位按压配合生姜敷贴法治疗妊娠剧吐疗效显著，能够有效改善机体尿酮体及胃动素水平，且可显著缩短患者呕吐时

间及住院时间，减少呕吐次数，提高生命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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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妊娠早期的孕妇极易表现出恶心呕吐，无法进
食，食入即吐等症状，属于中医学中“病食”“阻病”

等范畴［１］。大量临床案例显示［２３］，多数孕妇通常持

续２～３个月后症状会自行缓解，但有０３％～３０％
的孕妇会进展为妊娠剧吐，如未进行有效治疗会造

成患者出现酮症酸中毒、肝肾功能异常等，以致影响

孕妇生命质量，甚至威胁母儿生命。目前对于妊娠

剧吐的发病机制尚不明确，现代医学多以静脉输液

为主，虽可改善患者营养状况，但疗程较长，花费较

高，且仍难以彻底消除患者恶心呕吐症状［４］。中医

认为，妊娠剧吐与脾胃、肝有关，脾胃虚弱、肝胃不和

导致胃失和降，恶心不食，因而治疗当以降逆止呕、

疏肝和胃、调气和中为主［５］。基于此，本研究遵循这

一治疗原则，采用内关穴位按压配合生姜敷贴法对

妊娠剧吐患者进行治疗，同时通过观察内关穴位按

压配合生姜敷贴法对妊娠剧吐患者尿酮体及胃动素

的影响，旨在观察其治疗效果且初步探讨作用机制，

为其他医院引进此方案提供参考，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２０１７年１月至２０１９年３月
张家港市中医医院收治的妊娠剧烈呕吐患者７０例
作为研究对象，按照治疗方案不同分为对照组和观

察组，每组３５例。对照组患者年龄２１～３３岁，平均
年龄（２６７８±２５０）岁；病程 ５～３５ｄ，平均病程
（１７８４±７０９）ｄ；停经天数 ４３～８４ｄ，平均停经
（６０１９±１５２２）ｄ；其中轻度１８例，中度９例，重度
８例。观察组患者年龄 ２０～３５岁，平均年龄
（２６９１±２６８）岁；病程５～３８ｄ，平均病程（１７９０±
７２６）ｄ；停经天数 ４２～８６ｄ，平均停经（６０３６±
１５０８）ｄ；其中轻度１９例，中度１０例，重度６例。２
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具有可比性。本研究经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
同意且批准（伦理审批号：２０１７０９）。
１２　纳入标准　１）中医诊断符合《中医妇科学》中
妊娠恶阻辨证标准［６］：呕吐剧烈，干呕或呕吐黄绿苦

水甚至血水，频频发作持续日久，以至精神萎靡，嗜

睡消瘦，四肢乏力，双眼无神，眼眶下陷，肌肤干皱失

泽，低热口干，尿少便坚，唇舌干燥，舌红少津，薄黄

或光剥，脉细滑数无力；２）西医诊断符合《妇产科
学》中关于妊娠剧吐的诊断标准［７］：典型表现为孕６
周左右出现恶心、呕吐并虽妊娠进展逐渐加重，发展

为持续性呕吐，不能进食，极为严重出现嗜睡、意识

模糊等症状；３）体征：孕妇体质量下降，出现明显消
瘦、疲乏、口唇干裂、皮肤干燥等症状；４）无合并有心
肝肺肾等器质性病变的患者；５）均无明显先兆流产
迹象；６）患者均了解研究目的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１３　排除标准　１）胚胎发育异常、稽留流产、习惯
性流产及异位妊娠者；２）妊娠合并内外科疾病如合
并肝炎、甲亢、胃肠道疾病等引起呕吐者；３）过敏性
体质无法耐受贴敷治疗者；４）妇产科疾病及伴随其
他妊娠疾病者；５）治疗前或治疗中出现肝肾功能异
常及其他严重妊娠剧吐并发症者。

１４　治疗方法　２组患者入组后予常规对症补液
支持治疗，即呕吐缓解期给予流质半流质饮食，补液

１５００～２０００ｍＬ／ｄ，基本用药如下：５％葡萄糖注射
液（西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国药准字Ｈ５００２０７８４）、
维生素Ｃ注射液（华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国药准
字Ｈ４２０２１５１４）、维生素Ｂ６注射液（天津金耀集团湖
北天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国药准字 Ｈ４２０２００２３）、
复方氯化钠注射液（洛阳市秦岭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国药准字Ｈ４１０２２９５０）；口服补钾：氯化钾缓释片（北
京顺 鑫 祥 云 药 业 有 限 责 任 公 司，国 药 准 字

Ｈ１１０２１１２４）１～２ｇ／ｄ；静脉补钾：氯化钾注射液（四
川美大康华康药业有限公司，国药准字 Ｈ５１０２１４２１）
１～２ｇ／ｄ。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加用内关穴位按
压配合生姜敷贴法治疗，即为：１）内关穴位按压：嘱
患者取仰卧位，双手掌向上，双臂伸直，双腿平伸。按

压双侧内关（位于腕横纹上２寸，在掌长肌腱与桡侧
腕屈肌腱之间），按压力度由轻到重，使患者感到局部

有酸、麻、胀、痛感，各持续２０ｍｉｎ／次，２次／ｄ。２）生姜
穴位敷贴：取新鲜生姜２０ｇ去皮洗净剁成姜泥，少许
陈醋与生姜共同调成糊状，分成２份，制成１５ｃｍ×
１５ｃｍ药饼贴，置于胶布上，贴敷于双侧内关穴，持续
３０ｍｉｎ／次，２次／ｄ。２组患者治疗时间均为７ｄ。

·１８２·世界中医药　２０２０年１月第１５卷第２期



表１　２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例（％）］

组别 痊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对照组（ｎ＝３５） １０（２８５７） ９（２５７１） ７（２００１） ９（２５７１） ３０（７４２９）
观察组（ｎ＝３５） １５（４２８６） １０（２８５７） ８（２２８６） ２（５７１） ３７（９４２９）

χ２值 ５２８５
Ｐ值 ００２２

表２　２组患者中医症候积分比较（珋ｘ±ｓ，分）

组别 呕吐清水 食入即吐 头晕厌食 恶心呕吐

对照组（ｎ＝３５）
　治疗前 ２６２±０５８ ２１２±０７２ ２２３±０６７ ２６７±０７６
　治疗后 １４３±０４４ １４２±０５０ １３２±０４１ １４６±０５３

观察组（ｎ＝３５）
　治疗前 ２７５±０６６ ２２３±０７９ ２２７±０６３ ２５６±０６７
　治疗后 ０７９±０３２△ ０９１±０２９△ ０８１±０２５△ ０７９±０３５△

　　注：与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１５　观察指标　１）比较２组患者临床疗效：参考
《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８］中的疗效标准进

行评价，其中以呕吐停止，临床症状消失，饮食正常，

停药后无复发，尿酮体检查连续３次阴性者为痊愈；
以恶心、呕吐停止或偶见，进食改善，各项检查均明

显改善，尿酮体检验阴性或减少２个 ＋以上者为显
效；以恶心、呕吐次数减少，程度减轻，可进食，各项

理化检查有所改善，但尿酮体仍是阳性者为有效；以

呕吐诸症均无改善或加重，尿酮体持续阳性，或行手

术终止妊娠者为无效。２）观察呕吐清水、食入即
吐、头晕厌食、恶心呕吐等临床症状改善情况，根据

参照《中药新药临床观察指导原则》将症状轻重程

度分为无、轻、中、重４个等级，分别记０、１、２、３分。
３）分别于治疗前后，采用试带法检测２组患者尿酮
体水平，同时抽取清晨空腹外周静脉血３ｍＬ，并将
血液标本置于离心机上以３０００ｒ／ｍｉｎ离心５ｍｉｎ，
取上层血清，放免测试法测定血清中胃动素水平。

４）记录２组患者呕吐次数、止吐时间、住院天数，采
用ＰＵＱＥ对患者进行症状分度，从３个躯体症状来
进行评分：恶心时间的长短（以小时计）、干呕发作

的次数以及呕吐发作的次数，总分３～１５分，≤６次
为轻度，７～１２为中度，≥１３为重度；采用 ＮＶＰＱＯＬ
对患者进行生命质量评价，躯体症状及恶化因素、疲

乏、情绪和受限等４个维度，总分３０分 ～２１０分，分
数越低说明生命质量越高。５）对所有患者进行有
效随访１个月，复查尿酮体结果，判断是否复发，计
算复发率。

１６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２２０统计软件进行
数据分析，计量资料以（珋ｘ±ｓ）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ｔ检验；计数资料以例（％）表示，采用 χ２检验，以

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２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　经过治疗，观察组总
有效率较对照组显著升高，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２＝５１９，Ｐ＝００２）。见表１，图１。
２２　２组患者中医症候积分比较　治疗前２组患
者呕吐清水、食入即吐、头晕厌食、恶心呕吐比较，组

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后，２组患者
各项中医症候积分均显著下降，且观察组均低于对

照组（Ｐ＜００１）。见表２，图２。

图１　２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例（％）］
　　注：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图２　２组患者中医症候积分比较（珋ｘ±ｓ，分）
　　注：治疗后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０１

２３　２组患者尿酮体、胃动素比较　治疗前，２组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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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尿酮体、胃动素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治疗后，２组患者尿酮体均显著下降，且观察
组均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１）；２组患者胃动素均显著
上升，且观察组均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１）。见表３，
图３。

表３　２组患者尿酮体、胃动素比较（珋ｘ±ｓ）

组别 尿酮体（ｎｍｏｌ／Ｌ） 胃动素（ｎｇ／ｍＬ）

对照组（ｎ＝３５）
　治疗前 ０５５±０１９ ５０３６±６４７
　治疗后 ０３５±０１１ ６１４８±７９５

观察组（ｎ＝３５）
　治疗前 ０５３±０２１ ４９２５±６３９
　治疗后 ０１８±００６△ ７９６９±９６３△

　　注：与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图３　２组患者尿酮体、胃动素比较（珋ｘ±ｓ）
　　注：治疗后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０１

２４　２组患者ＰＵＱＥ、ＮＶＰＱＯＬ评分比较　干预前２
组患者 ＰＵＱＥ、ＮＶＰＱＯＬ评分比较组间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 （Ｐ＞００５）；干预后 ２组患者 ＰＵＱＥ、
ＮＶＰＱＯＬ评分呈下降趋势，且观察组较对照组更低
（Ｐ＜００１）。见表４，图４。

表４　２组患者ＰＵＱＥ、ＮＶＰＱＯＬ评分比较（珋ｘ±ｓ，分）

组别 ＰＵＱＥ评分 ＮＶＰＱＯＬ评分

对照组（ｎ＝３５）
　治疗前 １４８１±１０６ １６９３６±１７９７
　治疗后 １２４５±０９４ １１８８０±１３９５

观察组（ｎ＝３５）
　治疗前 １４５０±０９５ １７０４７±１８１２
　治疗后 ９５９±０６５△ ９３７５±１０７４△

　　注：与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图４　２组患者ＰＵＱＥ、ＮＶＰＱＯＬ评分比较（珋ｘ±ｓ，分）
　　注：治疗后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０１

２５　２组患者预后质量比较　２组患者治疗期间均
无病例脱落现象，且观察组呕吐次数、止吐时间、住

院时间等均明显优于对照组。见表５，图５。

表５　２组患者预后质量比较［例（％）］

组别 呕吐次数（次） 止吐时间（ｄ） 住院时间（ｄ）

对照组（ｎ＝３５） ６０９±２３１ ５３６±２１８ １０１１±３２２
观察组（ｎ＝３５） ４５３±１７０ ３５９±１５４ ５５９±１８３

ｔ值 ３２１８ ３９２３ ７２２０
Ｐ值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图５　２组患者预后质量比较［例（％）］
　　注：治疗后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Ｐ＜０００１

２６　２组患者复发情况比较　随访结果显示，观察
组复发率为 ５７１％ （２／３５），对照组复发率为
２２８６％（８／３５）。２组患者复发率比较，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χ２＝４２００，Ｐ＝００４０）。
３　讨论

妊娠早期孕妇往往会有食欲降低、轻度恶心等

早孕反应，多数患者无需特殊治疗便可自行痊愈，但

仍有部分患者会因焦虑、过度紧张等情绪，以致大脑

皮质兴奋性降低、自主神经功能失调，最终刺激延髓

呕吐中枢及化学感受器引发妊娠呕吐，而妊娠呕吐

会导致孕妇体质量降低，直接影响妊娠结局，甚至可

能威胁母儿的生命安全［９１０］。据相关临床调查显

示［１１］，随着二胎政策的全面开放，越来越多的高龄

妇女选择生二胎，而受孕前低体质指数、精神心理因

素等因素影响，妊娠呕吐患病率呈现显著上升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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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妊娠呕吐发病因素不确切，临床中仍无统一的

治疗方案，多以纠正酸碱失衡及静脉输液补充营养

为主，虽可改善患者体内电解质平衡及营养状况，但

输液时间长有静脉炎风险，且病情易反复发作，患者

痛苦难忍，治疗效果欠佳［１２１３］。因而，寻找一种安

全、高效的治疗方案，对于母儿的预后至关重要。

中医以扶正祛邪、辨证施治为治疗理论和观念，

中医辅助治疗在不良反应减小的同时亦可弥补现代

医学疗法功效单一的不足，具有协同奏效、相得益彰

等特点［１４］。中医认为，妊娠剧吐是由于“冲气上逆，

胃失和降”所致，即妊娠后机体处于生理性闭经，阴

血藏而不泻以养胎元，而冲脉之气盛，冲气上逆，循

经犯胃，胃失和降发为恶心呕吐［１５］。脾胃互为表

里，胃通降、受纳功能失调，必使脾运化，故临床可表

现为呕吐频繁，不能进食，甚至胃痛难忍。故治之宜

健脾和胃、固冲止呕［１６］。穴位按压是以经络腧穴学

说为基础，以按摩为主要施治的一种手段，其可通过

对相关穴位的揉压能有效缓解妊娠剧吐患者恶心呕

吐的症状。本研究所取穴为内关穴，系厥阴心包经

的络穴，亦为八脉交会穴之一，通阴维脉，由此穴走

三焦于阴经，具有安神宁心、和中降逆、宽胸理气等

功能。现代研究发现［１７］，内关穴位按压可以缓解患

者的恶心、呕吐症状，刺激内关穴位区的感受器和传

入神经，神经冲动沿脊髓传至呕吐中枢，抑制呕吐中

枢的异常放电，再通过传出神经对呕吐过程进行调

节。另外，刺激内关穴可调整内分泌功能，抑制胃酸

分泌，解除胃痉挛，达到治疗恶心呕吐的效果［１８］。

生姜性味辛、温，均有温中和胃、降逆止呕之功效，称

之为“呕家圣药”，其特有的“姜辣素”能刺激胃肠黏

膜，可用于治疗呕吐、胀满等［１９２０］。国内多个动物

模型研究发现［２１２２］，生姜可能通过作用于５ＨＴ受
体和Ｍ３胆碱受体从而起到抗呕吐作用。随机、双
盲临床试验也已经提供了证据，支持姜对治疗妊娠

期恶心和呕吐有益［２３］。但鉴于单口服生姜可引起

口腔黏膜刺激和胃部灼烧感，导致患者难以耐受，而

贴敷疗法避免了口服给药对胃肠道的刺激带来的不

良作用。目前临床上就内关穴位按压配合生姜敷贴

法治疗妊娠剧吐的研究报道少见，鉴于此，本研究就

对其展开报道，以期为后续同类患者的治疗奠定实

践基础。

结果显示，观察组临床疗效显著高于对照组，而

呕吐清水、食入即吐、头晕厌食、恶心呕吐等中医症

候积分则显著低于对照组，表明内关穴位按压配合

生姜敷贴法对妊娠剧吐治疗效果较佳，可明显改善

患者临床症状，对疾病转归产生积极作用。临床研

究显示，胃动素水平是近年来在实验中用于判断胃

肠道动力情况的重要指标，其生理功能是促进消化

道运动，加速胃排空，促胃动素的浓度与胃排空时间

呈正相关。国内学者赵威等［２４］研究发现妊娠剧吐

患者治疗前血浆ＭＯＴ值均显著低于治疗后，证实该
疾病的发生发展可能与患者 ＭＯＴ值波动相关。酮
体是人体内脂肪在肝脏代谢的中间产物，正常人肝

内产生的酮体很快被肝外组织利用，尿酮体检测为

阴性，而由于妊娠呕吐，胃肠功能紊乱，产生的丙酮

过多超过了机体清除能力，即会出现尿酮体阳

性［２５］。本研究发现，观察组经治疗后的尿酮体显著

低于对照组，而胃动素显著高于对照组，提示该治疗

方案能够有效改善患者肠胃蠕动能力以及机体酸碱

平衡紊乱状态。此外，本研究对所有患者预后情况

进行观察发现，观察组 ＰＵＱＥ、ＮＶＰＱＯＬ评分以及复
发率均显著低于对照组，而呕吐次数、止吐时间、住

院时间等则明显优于对照组，证实内关穴位按压配

合生姜敷贴法可显著缩短患者呕吐时间及住院时

间，减少呕吐次数，提高生命质量，有利于防止疾病

复发。

综上所述，内关穴位按压配合生姜敷贴法治疗

妊娠剧吐疗效显著，能够有效改善机体尿酮体及胃

动素水平，且可显著缩短患者呕吐时间及住院时间，

减少呕吐次数，提高生命质量。但本研究尚存在不

足之处，即病例数有限，且样本的选择可能存在一定

偏倚，故我们建议临床进行更多前瞻性、大样本、多

中心的长期研究，为进一步研究该治疗方案在妊娠

剧吐患者中的应用以及作用机制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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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中医药救治工作有序开展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国家中医药管理
局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和李克强总理的重要

指示批示精神，全力推动各地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和

中医药主管部门开展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中医

药救治工作。

国家卫生健康委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制定印发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四

版）》后，北京、天津等２４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参照国家方案，根据本地气候特点以及临

床实际，制定了本地中医治疗方案，上海、河南、重庆

等３个省（市）正在研究制定省级中医治疗方案，山

西、安徽、福建和青海４个省（区）暂执行国家印发
的诊疗方案。

目前，３１个省 （区、市）和新疆建设生产兵

团组建的省级医疗救治专家组中均有中医专家参

与，共纳入 １８５名中医专家。２４个省 （区、市）

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同时单独设置省级中医药专家

组，共有５２５名专家。在中医药参与救治过程中，
患者使用汤药和中成药后，乏力、发烧、咳嗽、咽

痛、纳差等症状得到不同程度改善。（数据截止至

１月２８日２４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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