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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观察枢经刮痧疗法防治小儿反复呼吸道感染"TTJM#的临床疗效& 方法’采用随机’双
肓’平行对照’多中心临床试验设计方法%将 2++ 例 TTJM患儿随机分为枢经刮痧治疗组和假刮痧对照组%均
治疗 2 个月%随访 - 个月%观察两组治疗前后的发病次数’病程’病种变化%检测J细胞亚群’免疫球蛋白差异&
结果’两组总有效率分别为 ,-S+L和 *-S+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h+S+++#$两组干预前后差值 H$* ’H$/ ’
H$,’H$/ VH$, 及M>&’M>I’M>Q差异有统计学意义"!h+S+++#& 结论’枢经刮痧疗法防治小儿 TTJM有较好
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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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复呼吸道感染"TTJM#是儿科临床最常见的
疾病之一& 据统计%儿科门诊中呼吸道感染约占
,+L%其中 .+L ]*+L为 TTJM(2) & TTJM在严重影
响小儿健康成长的同时也给家庭’社会造成较大的
负担& 中医文献中无此病名%根据临床表现%可分属
于,体虚感冒-’,咳嗽-’,肺炎喘嗽-’,哮喘-等肺

系疾病%均为体虚易感邪所致& 我们采用随机’双
肓’平行对照’多中心临床试验设计方法%于 .++, ]
.++3 年进行了枢经刮痧疗法防治 TTJM的临床试
验%旨在验证枢经刮痧疗法对TTJM的有效性&
D;资料与方法
DED;临床资料;2++ 例TTJM患儿来源于广西中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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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广西中医学院附属瑞康医院及
南宁市第一人民医院儿科%均符合 .++0 年扬州儿童
慢性咳嗽与 TTJM学术研讨会制定的 TTJM诊断标
准(.)且处于缓解期者& 按随机法分为治疗组 1+ 例%
其中男孩 .- 例%女孩 ./ 例$年龄平均"/S1 e+S3.#
岁$病程平均每次"3S2 e.S1# U& 对照组 1+ 例%其
中男孩 .* 例%女孩 .0 例$年龄平均"/S0 e+S,*#岁$
病程平均每次"3S* e.S*#U& 排除先天性呼吸道和
心脏疾患%胃食管返流症等& 两组性别’年龄’病情
等基线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具有可比性"!i
+S+1#& 诊断标准见表 2&

表 2’TTJM的诊断标准

年’龄
"岁#

反复上呼吸道感染
"次V年#

反复下呼吸道感染"次V年#
反复气管支气管炎 反复肺炎

+ ]. 0 * .
* ]1 - . .
- ]2/ 1 . .

’注!"2#两次感染间隔时间至少 0 U以上& ".#若上呼吸道感染次

数不够%可以将上’下呼吸道感染次数相加%反之则不能& 若反复感

染是以下呼吸道为主%则应定义为反复下呼吸道感染& "*#确定次

数需连续观察 2 年& "/#反复肺炎指 2 年内反复患肺炎". 次%肺炎

须由肺部体征和影像学证实%两次肺炎诊断期间肺炎体征和影像学

改变应完全消失&

DEF;治疗方法
2S.S2’枢经刮痧治疗组’"2#刮痧材料为水牛角
刮痧板$".#刮痧介质为凡士林或水$"*#刮痧部位
为手少阴心经及手少阳三焦经循行路线之前臂段

"内侧即少海至神门一段%外侧即肘!至阳池一
段#$"/#体位为仰卧位或坐位$"1#操作时治疗室温
度适宜%充分暴露刮痧部位%用干净湿毛巾把刮拭部
位洗擦干净$施术者拿取刮痧板%刮痧板与皮肤角度
在 /1m左右%涂上介质后%用较厚的一面在刮拭部位
从上向下刮拭%力度要轻’均匀%一个部位反复刮 ,+
下左右%均以出现淡红色斑点或斑块为度$刮痧过程
中%随时注意观察患儿的表情变化%如出现面色苍
白’出冷汗’胸闷等情况%应立即停刮$操作完毕%擦
净介质%令患儿饮温开水一杯%并休息片刻%且 * ;
内不要洗冷水澡& 每次治疗大约 2+ 79=%疗程为 2
次V* U%共治疗 2+ 次& 同时对患儿家属进行小儿营
养’生活方式宣教&
2S.S.’假刮痧对照组’"2#刮痧部位为手少阴心

经及手少阳三焦经循行路线之前臂段"内侧即少海
至神门一段%外侧即肘!至阳池一段#外侧旁开 2
寸的线路$".#刮痧次数为每部位 ,+ 次左右$力度
为轻轻做象征性刮拭& 其余皆与枢经刮痧治疗组相
同&
DEG;疗效评定标准;根据 23,0 年全国小儿呼吸道
疾病会议制定的疗效标准(*)拟订&
2S*S2’发病次数分级’+ 级!无发病$#级!平均每
月发病R2 次$$级!平均每月发病 2 ]. 次$%级!
平均每月发病次数i. 次&
2S*S.’病程分级’#级!每次发病 R1 U$$级!每
次发病 1 ]2+ U$%级!每次发病时间i2+ U&
2S*S*’病种分级’#级!上呼吸道感染$$级!上呼
吸道感染并支气管炎$%级!上呼吸道感染并支气管
炎及支气管肺炎&
2S*S/’疗效评定条件’"2#治疗后无发病或发病
次数减少 2 级以上$".#治疗后病程缩短 2 级以上$
"*#治疗后病种降低 2 级以上$"/#治疗后免疫指标
恢复正常或明显改善&
2S*S1’疗效标准’"2#显效!具备.疗效评定条件/
中任何 * 项或 * 项以上者$".#有效!具备.疗效评
定条件/中任何 2 ]. 项者$"*#无效!.疗效评定条
件/中 / 项均无改变者&
DEH;统计学方法;计数资料采用 !. 检验%计量资
料以 !@eE表示%组间比较采用<检验%!R+S+1 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F;结果
FED;两组临床疗效比较;治疗组总有效率为
,-S+L$假刮痧对照组总有效率为 *-S+L$治疗组
明显优于对照组"!h+S+++#& 见表 .&

表 .’两组临床疗效比较!)"L#$

组’别 例数
疗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治疗组 1+ -"2.# *0"0/# 0"2/# /*",-S+#
对照组 1+ 2".# 20"*/# *."-/# 2,"*-S+#

’注!两组总有效率比较% !. h.-S.0"!h+S+++#

FEF;两组免疫指标的比较;干预前后%枢经刮痧治
疗组免疫指标的改善明显优于假刮痧对照组"!h
+S+++#& 见表 *&

表 *’两组免疫指标治疗前后差值比较"!@eE%>V_#
组’别 例数 M>I M>& M>Q H$* H$/ H$, H$/ VH$,
治疗组 1+ +S02 e+S10 +S*/ e+S/- +S+0 e+S+3 *S.1 e.S/- *S.3 e.S3+ 4+S0- e+S0- +S23 e+S2-
对照组 1+ +S+* e+S.+ +S+2 e+S+* 4+S+2 e+S+0 +S/. e2S-* +S+0 e2S.1 4+S+0 e+S10 +S+2 e+S+,
< 4 0S3/. /S3.0 /S,-/ -S03. 0S.2- 1S.2- 0S.+3
! 4 +S+++ +S+++ +S+++ +S+++ +S+++ +S+++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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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讨论
GED;TTJM是儿科临床最常见的疾病之一%严重影
响小儿生长发育及身心健康%同时也给家庭’社会造
成较大的负担& TTJM是一种非特异性感染性疾病%
患儿的免疫功能紊乱是其主要病因之一(/) & 多位
学者认为本虚标实是小儿易感的病因病机(1 ]0) %本
虚主要是肺’脾’肾功能虚弱%致使气血’脏腑功能失
调’卫外不固%易致外感& 我们认为小儿生理病理特
点为脏腑娇嫩%阴阳’气血不和%这是小儿易发外感
的主要原因& TTJM的一大特点是反复发作%长期使
用药物治疗必定会产生一定副作用%从而损害小儿
健康%而且小儿依从性差%往往不能配合药物治疗&
尤其是抗生素的滥用%易致患儿肠胃功能紊乱’营养
不良%这也是患儿体质虚弱的又一原因&
GEF;中医刮痧疗法是一种兼治疗和保健双重功效
的自然疗法%具有安全有效’操作简便’费用低廉等
优点& 本疗法可以活血化瘀’疏通经络(, ]2+) %历代
文献中总结出枢经具有调和阴阳’脏腑’气血的功
能(22) %针对患儿的脏腑’阴阳’气血功能失调及本虚
的病机%治疗上循枢经刮痧可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枢经以选择手少阳三焦经及手少阴心经为主& 手少
阳三焦经主治,气-之病症%手少阴心经主治,血-方
面的病症%两经相配%故可调和气血& 小儿的气血’
脏腑功能调和%使得脾胃功能增强%食欲改善%从而
减少了上呼吸道感染发病次数’缩短了病程%提高了
生存质量& 枢经刮痧疗法可调节患儿的免疫球蛋白
及J细胞亚群水平%对患儿免疫功能起到调节作
用&

GEG;本研究结果显示%枢经刮痧治疗 TTJM临床疗
效明显%可提高患儿的免疫功能%减少上呼吸道感染
发病次数’缩短病程’改善食欲等& 说明了枢经刮痧
疗法防治 TTJM的可行性及有效性%为临床治疗
TTJM开阔了思路%提供了新方法$同时对枢经的调
和脏腑’气血效应也进行了初步论证%为扩大临床经
络治疗范围提供了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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