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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针剌急救穴对急诊心跳骤停患者复苏效果的影响

张文青 ， 曾瑞峰 ， 郑丹文 ， 闫春江

广东省中医院急诊科 ， 广东 广州

摘要 目 的 ： 观察平衡针刺 急救穴对急诊心跳骤停患 者复苏效果的 影响 。 方法 ： 采用 随机对照试验设计 ，
将符合标准 的

例心跳骤停 患者随机分为 组各 例 。 对照组按照 年心肺复 苏指 南 组织抢救
，
观察组在此基础上同 时给予 平衡针刺急救穴 。

观察并比较 组复 苏时 间 及复苏后效 果 。 结果 ： 观察组 例 、 对照组 例 患者 资料纳入分析 。
组 即刻复 苏效果比 较

，
差异有

非常显著性意义 （ 在常规心肺复 苏基础上进行平衡针刺急救穴对心跳骤停患者的 即刻 复苏效果为优 。 但最终复 苏效果

观察组与 对照组比较 ，
差异无显著性 意义 （ 提示 常规心肺复 苏基础上进行平衡针刺 急救穴对心跳骤停患 者的 最终复苏

效果与 常规心肺复 苏效果相当 。
组 即刻 复苏 时 间 比较 ，

差 异有非 常 显箸性意义 （ 。 提示平衡针剌 急救 穴可缩短心跳驟

停 患者即 刻复苏 时 间 。 结论 ： 平衡针刺 可 明显缩短心跳骤停 患者即 刻 复苏 时 间 ， 提高 即刻 复苏成功率 ， 在院前急救 中应 用有可能

为 后续抢救 治疗 赢得时 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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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跳骤停是 急诊常见危重症 ， 调查显示 ，
我国每年 因心跳 速起效 、 单穴强刺的针刺手法 ， 近年来在急性痛症 、 急性脑卒

骤 停 而 致 猝 死 的 总 人 数 有 万 人 。 心 肺 复 苏 中 、 急性眩晕 、 高血压急症等 的 临床救治 中得到广泛应用 《
。

作为 心跳骤停 的
一

项重 急救穴 即 人中 ，
又名 水沟穴 是 中 医学经典的急救用穴之

一

，

要抢救措施 ， 自 发展至今的近 年中使无数濒死患者获得了 现代动物实验证实 ， 针剌该穴不仅能够抑制心肺复苏家兔心肌

生存的机会 。 心脏骤停时间是复苏成功 的关键 ，
心跳骤停后复 含量 的升高 ， 从而起到保护 心肺复苏家兔 心肌 的作 用

苏开始越早复苏成功率越高 。 据统计 ，
心跳骤停后每延迟抢 还可提高心肺复苏后 家兔血浆 的活力并降低 的 含

救 存活率下 降 延迟 ， 复苏成 功率 量 ， 进而减轻脑缺血再灌注损伤而起到脑保护作用 。 鉴于平

不足 。 因此 ，
在普遍开展心肺复苏急救技术培训 的 同 衡针操作简单 、 实施方便 的特点及动物实验研究结果 ， 笔者初

时 ， 尚 需探 索新的有助于提高心跳骤停复苏效果的新方法 。 步探讨了平衡针刺急救穴对心跳骤停复苏效果的影响 ， 现将结

平衡针灸学是 由北京军区总医院王文远教授创 立的
一

种快 果拫告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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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资料 中隔连线 的 中 点 ， 针刺方 向 向 上斜剌
°

角 ； 针刺 手法

诊断标 准 心跳骤停判断依据为意识丧失 ，
大动脉搏动

一步到位 ， 寸 毫针 ，
进针约 寸 ， 反复提插捻转 ，

消失 ，
心电图 为心室颤动或直线 。 针感 以局部性 、 强化性针感 出现的局部酸 、 麻 、 胀 为主 。 施

纳 入标 准 ①符合心跳骤停判断依据 ， ②年龄 岁 ， 针全程约 。

③属于肺源性 、 心源性 、 脑源性基础疾病及物理因素 如 中暑 、 观察指标与统计学方法

电击伤 、 溺 水等 引起者
，

④心跳骤停至开始 复苏时 间 观察指标 研究过程中 详细记录复苏结果 、 复苏时间及

⑤监护人知情同意者 。 研究过程 中 发生 的 不 良事件 ， 对复苏成功者随访成功 出 院情

排除标准 ① 因夹层动脉瘤 、 肿瘤终末期 、 代谢性及内 况 。

分泌疾病 、 创伤 、 中毒等导致心跳骤停者 ， ②孕妇或因精神疾 统计 学方 法 全部数据采用 建 立数据库并进

患有可能不能配合研究者 ， ③急救穴位周围有皮损或有血源性 行统计分析。 计数资料采用频数及率表示 ，
组间 比较采用

传染性疾病病史者 。 检验或确切概率法 ， 计量资料以 ± 表示
，
组间 比较采 用 ；

一般资枓 观察病例 为 年 月一 年 月 由 检验或秩和检验 。

广东省中 医院急诊科接诊的院外与急诊 留观发生的心跳骤停患 治疗结果

者 。 研究共纳 入 例 ， 采用随机数字表法产 生随机序列及随 组复苏 效果比较 见表 。 组 即刻复苏效果 比较 ，
差

机分配方案 ， 制作随机信封隐藏随机分配结果 ，
若符合标准且 异有非常显著性意义 丨 ， 在常规心肺复苏基础上进行平

监护人知情同意后 ，
立 即打开随机信封按随机序列号进入对应 衡针刺急救穴对心跳骤停患者 的 即刻复苏效果为优。 但最终复

的组别接受相应的治疗方案 ， 观察组和对 照组各纳 入 例患 苏效果观察组与对照组比较 ，
差异无显著性意义屮 提

者 。 观察组 例
、 对照组 例 因不符合纳入标准被剔 除 ， 最 示常规心肺复苏基础上进行平衡针刺急救穴对心跳骤停患者的

后纳入分析观察组 例 ， 对照组 例 。 组年龄、 性别 、 来 最终复苏效果与 常规心肺复苏效果相当 。

源 、
心跳骤停原 因和 时 间 比较 ， 差异 均无 显著 性意义

什
表 组复苏效果 比较 例⑶

具有可比性。 见表 。
■ 曰 从 后 扑 、 《

即 刻 复 苏 结果 最 终复 苏 效果
组 另

表 组基线情况 存活 死亡 存活 死亡

基线 内容 观察组 对照 组 值 对照组
—

“

“

年龄 岁 土 土 观察组

性别 男

女

病 人来源 院 前
组 复 苏时 间 比较 见表 。 进—步对 刻 复苏

时间进行比较 ， 观察组较对照组缩短 ， 组间比较 ， 差异有非常

心跳骤停原 因 心源性
显著性意义 沪 。

肺源 性 表 组即刻 复苏时间比较 ±

脑源性 组 另！ 复 苏 时 间 《 值 尸 值

物理因 素 对照 组 ±

心跳骤停时 间 观察组 士

‘ ‘

但

〈
组 不 良事件发生情 况比较 组在整 个治疗过程中 ，

均

未发生与心肺复苏及针刺急救穴相 关的不 良事件 。

治疗方法 讨论

对照 组 判断属 心跳骤停后立 即按照 年心肺复苏 心跳呼吸骤停是急诊 医生最常面临的急危重症 ，
现场心肺

指南组织抢救 。 心肺复苏 胸外按压或必要时予以 除颧 开放 复苏作为抢救心跳呼吸骤停旳
一

项基础技术体现了 时间就是生

气道 人工呼吸 ， 根据需要应用 急救药物 如肾上腺素 、 多 巴 命的现实含意 。 尽管人们 已经意识到 时间对于心脏骤停患者 的

胺、 阿托品 、 可拉明 、 参附针等 。 成功复苏至关重要 ，
也在加大力度对公众进行心肺复苏技术的

观察组 在对照组急救方案基础上给予平衡针刺急救穴 。 宣传和培训 ， 但在院前急救的 实践 中 ， 受各方面因素影 响 ， 急

由受过统一培训的 本专科研究生住院总在心肺复苏术开始即刻 救人员到达现场时往往 已经错过最佳时机。 研究认为 ，
若在 心

执行 ， 针刺 方向 为 向 上斜刺 ， 进针约 寸 后给予点 刺 瞬间 跳呼吸骤停 内进行有效 的 心肺复苏 ， 其心肺脑复苏

点刺 约 。 治疗方案 定位取穴 急救穴位于人中 沟与鼻 率较高 ， 但 由于心跳呼吸骤停发 生后大部分患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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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开始发生不可逆脑损害 ，
随后经数 分钟过渡到 生物学 死 规范化及 法制化

——

写在 《中 国 心肺复苏指南 》 初稿发

亡 因此 ， 若得不到及时有效的心肺复苏 ， 其心肺复苏恢 表之前 中国急救复苏与灾害医学杂 志 ，

复率随时间 的延长将明显下降 。

针灸救治 急症自古有之 ， 早在公元前五世纪就有名 医扁鹊 何新华
， 李春盛 ， 许丽 ，

等 影 响 心肺复苏预后的 相关

用针刺及熨法取 百会
’ ’

成功抢救虢太子
‘ ‘

尸厥
’ ’

的记载 ， 此 因素分析
】 中 国急救医学 ，

，

夕 卜 ， 《铜人针灸经》 序有 曰 针艾之法 ，
旧列王官之守 ，

人 普丽芬 心跳呼吸骤停复苏成功 例回 顾性分析 中

命所系 ， 日 用 尤急
”

， 亚拙 山人序 《针灸便览》 有云 缓病 外健康文摘 ，
，

仍 以 方药 治之 ， 急症 即 以针 法奏效 ， 《标 幽赋》 亦 有 曰
】 韩笑 ，

马 文珠 平衡针 的 临床研究概况 北京 中 医药

拯救之法
，
妙用者针

”

，
以上诸多记载均极力 强调挽救急危 大学学报 中 医临床版 ， ，

重症 之际针灸功 效最捷 。 鉴 于针灸救治 急症 具有特效 、 速 路晟 ， 刘 学政
，
刘新桥

，
等 针刺对 心肺复苏 家兔 心肌

效 、 针对性强 、 简便 易 行等特点 ， 当 前在 南京市急 救 中 心 ， 水平影响 的 实验研究

针灸 已被作为
一

项重要的 急救技术纳入南京市院前 急救体 系 朴 慧花 ， 于涛 ，
刘新桥 ，

等 针剌对 心肺复苏后兔血浆

中 。 本研究采用王文远教授创立的平衡针灸学刺激急救穴 ，
、 的影响 江苏中 医药 ，

结果显示其可缩短心跳骤停患者的 即刻复苏时间 ，
从而提高 即

刻复苏成功率 ，

尽管对最终复苏效果影响不明显 ， 但为后续治
】
李俊 ，

张 小双
，
李建武 例心跳呼吸骤停 急救与临床

疗赢得 了时机 。 因此 ， 在今后的院前急救实践 中 ， 可进
一

步强 分析 医学信息 ， ， ⑶

化平衡针剌急救穴的临床观察及机制研究 ， 在对公众的宣传教 郭南京 论针灸急救 】
辽 宁 中 医药大学学报 ，

育中 ， 可将
“

手掐人中
’

’

为作为现场复苏的
一个技术步骤细节

进行推广 。 杨璞 从
‘ ‘

慢 郎 中
’ ’

到
“

急先锋
”

——南京将 中 医针灸

纳 入院 前急救体 系 】 中 华 医学信息导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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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剌联合温化蠲痹方治疗膝骨性关节炎临床观察

朱劲松

慈溪市逍林中心卫生院骨伤科 ， 浙江 慈溪

摘要 目 的 ： 观察针刺联合溫化蠲痹方 冶 乃膝骨性 关节 炎患者的 临尿乃 效 。 方法 ： 将膝骨性关节 大 患 者 例 分成 组
，
观

察组患者进行针刺联合屋化竭痹方治 疗 ，
对照组患者仅进行针刺 疗 法 。 观察并记录 患者关 节疼痛 、 晨僵 、 肿胀等评分 ，

将总 疗效

及临床症状总积分作为 主要指标 ， 评价临床效果 ， 结果 ： 总有效率观察组 对照组 。
组 临床疗 放比较 ， 差异有 显著

性意义 （ 。 冶 疗后
，
组疼痛 、 晨僵 、 肿胀 、 临床证候总积分分别 比较 ，

差异均有昱著性意义 （
尸 ， 结论 ： 针刺联合

温化蠲痹方及仅用针刺 疗 法治疗膝骨性关节 炎均 有效 ，

但前者疗效更优 ，
治疗后症状较后者轻

，

适合推广使用 ，

关键词 膝骨性关节 炎 ； 针刺 ；
；显化蠲痹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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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膝骨性关节炎 是
一

种膝 关节退行性病 骨质增生 。 患者多 为 中 年人 ， 随年齡增长患病率增加 ， 而如

变
， 属 中医学瘦证范畴 ，

主要特征为关节软骨 的 变性 、 破坏及 今人 口老龄化的 加剧更使膝骨性关节炎患者逐年增多 。 其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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