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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兹海默病渊Alzheimer爷s disease, AD冤是以

记忆障碍尧认知障碍尧行为障碍和情绪障碍为表现的

一种退行性神经系统疾病遥 其临床表现以记忆力减

退尧失语尧失认尧失用尧认知功能障碍尧人格改变尧行为

改变为特征袁因其在老年人中最为常见袁又被称为老

年性痴呆遥 美国神经病学会叶神经病诊断和统计手册曳

第 4 版(DSM-IV)痴呆诊断标准提示院调查人群中痴

呆总体发病率为每年 1.82%~3.04%袁死亡风险比无

痴呆者高出 1.56~5.69 倍袁其中 50%~75%为 AD[1]遥
预计到 2050 年袁全球 AD 患者可突破 1 亿人袁其中

生活不能自理者超过 40%[2]遥 且 AD 病程较长袁可持

续 10~20 年袁其致死率仅次于心脑血管疾病尧肿瘤

也摘要页 针灸治疗阿尔兹海默病渊Alzheimer爷s disease, AD冤具有早期性尧安全性尧有效性尧良性双向调整的优势遥 根据 AD 发病

的不同病因病机特点袁学者们将其和针灸理论相结合, 提出不同的针灸治则和选穴处方袁如嗅三针法尧益肾调督针法尧三焦针法等遥

不同学术思想的出现往往有利于百家争鸣袁就不同针法治疗 AD进行综述袁可为临床提供一定的理论基础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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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脑卒中袁成为威胁老人健康的最严重疾患之一[3]遥
调查显示袁相比欧美国家袁我国痴呆患者的发生率不

降反升[4]遥
目前袁AD 的发病机制尚无明确的定论袁现有的

药物治疗仍处于初级阶段袁仅是缓解 AD 症状袁而无

特效药物治愈 AD 或逆转 AD 病程的进展袁给社会

和家庭带来了严重的经济负担遥 因此袁一批优秀的

国内外学者将目光聚集在针灸治疗上袁有学者对

1324 项 AD 临床研究中的 77 项随机对照试验进行

Meta分析提示袁针灸治疗 AD 具有良好的临床优势[5]袁
具有早期性尧安全性尧有效性尧良性双向调整的优势遥
根据 AD 发病的不同病因病机特点袁学者们将其和

针灸理论相结合袁提出不同的针灸治则和选穴处方袁
如嗅三针法尧益肾调督针法尧三焦针法等遥 不同学术

思想的出现往往有利于百家争鸣袁本文就不同针

法治疗 AD 进行综述袁以期为临床提供一定的理论

基础遥
1 基于现代医学理论特色针法

1.1 嗅三针法

嗅三针法是由刘智斌教授团队以嗅觉为出发

点创立[6]袁其主穴为双侧迎香穴配合印堂穴遥 研究发

现袁AD 发病早期就伴有嗅觉功能障碍[7]袁病变可沿

嗅上皮尧嗅球-前嗅核尧梨状皮层-嗅区尧海马-新皮

层区路线扩散[8]袁嗅觉中枢位于海马体袁海马体又主

认知功能袁据此提出野感知一体冶的理念袁并认为野感
知一体袁嗅脑同治冶袁即通过兴奋嗅觉通路-改善海

马功能-改善认知防治 AD [9]袁采用电针刺激配合治

疗袁由此创立嗅三针法遥
目前袁嗅三针法应用于 AD尧血管性痴呆[10]尧帕金

森病[11]的治疗遥 就 AD 治疗而言袁临床研究取双侧迎

香穴向内上方透刺至上迎香穴袁从两阳白穴中点透

印堂至鼻根处为一穴遥 与皮肤呈 30毅角进针袁须有流

泪或鼻腔酸楚等得气感袁电针选用疏密波袁疏波和

密波频率分别为 3.85尧6.25 Hz袁电流强度为 0.8~
1.0 mA袁留针 40 min袁1 次/d袁每治疗 5 d 休息 2 d袁
共 10 个疗程遥 发现嗅三针法可有效治疗嗅觉功能

障碍患者袁总有效率达 76%[12]曰也能有效改善 AD 伴

记忆功能障碍患者的症状袁总有效率达 80%[13]遥基础

研究嗅三针法采用疏密波袁频率 80~100 Hz袁电流

强度 1~3 mA袁电压 1~3 V袁强度以局部轻微抖动为

度袁持续电刺激 60 min袁并发现电针迎香穴治疗嗅

觉功能障碍的分子机制[14]曰嗅三针治疗 AD 的作用

机制可能与海马区胆碱能统代谢[15]尧A茁 生成途径[16]尧
凋亡相关基因表达[17]等相关曰嗅三针通过激活嗅觉通

路发挥对A茁-MAPK-MG 的良性调控[18-19]遥 影像学也

有所发现袁核磁共振成像证明野嗅三针冶对于脑区影响

较大[20]袁推断其可能存在的机制不仅是嗅神经系统

作用袁也有三叉神经系统作用袁通过三叉神经上颌

支-翼腭神经节换元-分出翼腭神经-调控鼻腔黏

膜袁认为嗅觉是由嗅神经和三叉神经两大系统协同

作用产生[21]遥
1.2 头穴针刺法

头穴丛刺是由于致顺教授结合多年临床经验和

实验研究以野针场冶理论为基础提出袁提出野多针丛

刺袁以点带线袁以线盖面袁久留针袁间断行针冶的特色袁
该针法刺激性更强尧刺激面更广袁无需同普通针刺一

般重复施针[22]遥 于氏头针认为针刺其中一区袁针场的

互相影响可致针刺效应扩散至相邻区域袁治疗范围

也由此扩大遥于氏头针将头部分为七区院额区尧枕区尧
顶区尧项区尧顶前区尧枕下区尧颞区袁主治作用各不相

同袁额区改善精神症状和神智疾病袁顶区改善运动尧
感觉尧空间定位障碍尧癫狂痫失用症等袁故着重取此

二区改善智力尧记忆尧情志障碍[23]遥
头穴丛刺广泛应用于 AD尧缺血性卒中[24]尧孤独

症[25]等疾病的治疗遥 就 AD 而言袁临床研究提示头穴

丛刺能够有效调节痴呆患者胆碱能系统[26]袁调节清

除自由基能力和抗氧化能力[27]袁改善痴呆患者认知

水平[28]袁在临床中治疗神经系统疾病有很好的疗效遥
具体操作为针刺顶区尧顶前区尧额区渊顶区是百会至

前顶这段及其两侧旁开 1尧2 寸的平行线袁顶前区是

前顶至囟会这段及其两侧旁开 1尧2 寸的平行线袁额
区是囟会至神庭这段及其两侧旁开 1尧2 寸平行线冤袁
采用平补平泻手法袁得气后留针 30 min袁每日 1 次遥
基础研究中头穴丛刺操作同临床操作袁发现头穴丛

刺可通过激活 NGF/Tr20KA 通路降低小鼠海马内

A茁1-42 蛋白表达[29]尧调节胆碱能系统[30]等来发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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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袁从而进一步改善患者认知水平和痴呆症状遥
2 基于中医基础理论特色针法

2.1 智三针法

野智三针冶是取野靳三针冶疗法中的一部分袁是由

靳瑞教授根据多年临床实践经验及历代针灸名家临

床经验之精华而创立袁被誉为野岭南针灸新学派冶遥
具有野三针为主袁辨证配穴袁力专效宏袁取穴简捷袁分
类主治袁配穴有度袁共性定式袁相互为用袁价格低廉袁
易于推广袁安全性高冶的特色[31]遥 叶淮南子窑精神训曳中
道院野神者袁智之渊也遥 冶此针法基于头为精明之府尧
脑为元神之府的理论袁认为脑主宰人的精神智力尧
思维尧记忆和情感等袁取穴主要包括神庭及双侧本

神穴遥
智三针广泛应用于 AD尧缺血性脑卒中后认知功

能障碍[32]尧血管性痴呆[33]尧原发性失眠[34]等疾病的治

疗遥针对于 AD 的报道目前多为基础研究袁提示智三

针可改善 AD[35-38]袁考虑针刺可以改善胆碱能神经递

质代谢尧提高脑组织葡萄糖摄取袁从而改善能量代

谢尧升高海马 PP1 和 PP2A 蛋白表达尧阻抑氧自由基

氧化性损伤尧促进 Wnt/茁-Catenin 信号通路传导尧激
活大脑皮质脑区尧促进 ChAT 和 GLUT-3 蛋白表达尧
提高 SOD 活性尧降低 NO 含量遥 操作时要施行捻转

手法平补平泻袁频率 80 次/min袁幅度 180毅袁持续刺激

2 min 休息 1 min袁持续 15 min袁1 次/d遥
2.2 益肾调督针法

益肾调督针法是由孙国杰教授课题组以脏腑经

络理论为指导创立袁认为肾为先天之本袁野肾虚渐亏冶
是衰老之本袁AD 发病与之密切相关袁故而以益肾调

督为治法袁以野缓则治其本尧治病必求其本冶为治则袁
主穴选用肾俞尧百会或大椎穴[39]袁旨在选取肾俞补肾

固本尧生髓益智袁选取督脉振奋阳气尧通髓达脑尧调节

全身脏腑机能袁并通过电针尧针刺加灸的方式干预治

疗[40]袁由此而创立了益肾调督针法遥
孙教授创立的益肾调督针法主要针对于 AD 治

疗袁且目前以基础研究为多袁取百会渊顶骨正中冤和肾

俞渊第 2 腰椎旁冤袁针刺 15 min袁艾条位于穴位上方

1~2 cm 处悬灸袁表皮温度控制在渊43依1冤 益袁灸
15 min袁1 次/d袁连续 28 d遥 电针则双侧肾俞穴交替

选择袁连续波袁频率 5 Hz袁强度以后爪轻微抖动为

度遥 1 次/d袁持续 20 min袁每疗程连续 6 d休息 1 d袁共
2 个疗程遥 相继发现益肾调督针法可通过多靶点防

治 AD[41]袁具体如下院渊1冤纠正 茁-淀粉样蛋白代谢障

碍院可通过降低海马区 APP尧BACE1 表达来减少 A茁
生成[42]袁提高海马区NEP 和 PreP 含量[43]袁提高IDE尧
LPL尧IDE尧TTR尧APOE及 琢2M表达来促进 A茁清除[44]曰
渊2冤改善海马神经元线粒体损伤院可通过上调线粒体

超微结构 SIR1 水平改善海马神经元线粒体超微结

构的病理改变[45]袁可通过提高线粒体COX郁表达增加

ATP产生袁来调节海马神经元线粒体能量代谢异常[46]袁
可通过调节线粒体分裂与融合蛋白的失衡来调节海

马神经元线粒体动力学异常[47]袁可通过抑制海马线

粒体 CypD 表达来抑制 mPTP 通道的异常开放[48]曰
渊3冤抑制炎性反应院下调 A 促炎因子TNF-琢尧IFN-酌尧
IL-1茁 表达尧上调抑炎因子 IL-4尧IL-10尧TGF-茁1 表

达[49]曰渊4冤通过增加Netrins表达促进神经元再生修复[50]曰
渊5冤可通过激活 PPAR-酌 的表达抑制 p38 MAPK通

路活化来降低 Tau 蛋白过度磷酸化[51]遥
2.3 三焦针法

三焦针法是由韩景献教授基于中医整体观念和

辨证论治创立袁其提出 AD 发病野三焦气化失司-衰
老冶相关学说袁认为三焦气化失司是 AD 的关键病机袁
当野益气调血袁扶本培元冶袁主穴选用膻中尧中脘尧气
海尧足三里尧血海尧外关袁以调畅上尧中尧下三焦之气袁
使得气血生化正常袁清阳升而浊阴降袁达到益气调

血尧固本培元尧化精充脑之效[52]袁由此创立三焦针法遥
三焦针法广泛用于老年性痴呆尧脑血管病尧帕金

森病尧小脑萎缩尧多系统萎缩等疾病的治疗[53]遥 临床

研究发现袁三焦针法安全有效尧耐受性好袁可以改善

患者的认知功能尧日常生活能力尧神经精神症状尧行
为障碍以及总体功能袁 能够调节抗氧化应激反应及

抗炎功能尧抑制 A茁 mRNA表达及其相关细胞因子水

平[54-55]遥 操作取膻中尧百会尧四神聪斜刺袁中脘尧气海尧
血海尧足三里直刺袁血海穴施大幅度袁其余穴位为小

幅度袁高频率捻转补手法 30 s袁1 次/d袁21 d 为 1个
疗程袁连续 6 个疗程袁疗程之间间隔 7 d遥 基础研究

发现袁三焦针法具有多途径尧多层次尧多环节和多靶

点的整体调节作用袁可改善 A茁 代谢尧降低 Tau 蛋白

磷酸化尧减少或延迟神经元丢失和死亡尧改善神经元

可塑性和树突结构尧抑制神经元细胞凋亡尧改善神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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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线粒体病理性损伤尧诱导细胞增殖尧稳定细胞信

号尧纠正异常糖酵解代谢尧促进细胞骨架重组及胞内

物质运输[56]遥 操作为血海穴毫针向上平刺 2~5 mm袁
其他穴位直刺 2~3 mm袁小幅度高频率捻转补法 30 s袁
角度<90毅,频率>120 次/min袁每天 1 次袁持续 6 d 休

息 1 d袁连续 1 月遥
2.4 其他针法

八卦头针主要以野百会冶为中心袁在其左尧右尧前尧
后尧左上尧左下尧右上尧右下方向分别各取一穴袁共取

3 组八卦穴袁分别以百会旁开 1 寸尧旁开 2 寸尧旁开 3
寸为定点袁称之为小八卦尧中八卦尧大八卦遥 针刺手

法即刺入穴位后快速捻转 15 s袁拔针前再行针 1
次袁每次 20 min袁1 次/d袁连续 4 周遥结合透针和局部

围刺的特点袁激发经气袁使经络通畅尧气血调和遥 研

究提示袁八卦头针可降低 AD 小鼠海马区 A茁1-40尧
A茁1-42 蛋白表达水平从而进一步防治 AD[57]遥 此针

法基于督脉循行于脊里袁入络于脑袁与肾尧心联系的

理论基础袁选取百会及百会周围穴位进行治疗遥
肾脑相济针法基于野肾脑相济冶理论袁制定补肾

益髓充脑活血的治疗法则袁故穴取百会尧肾俞尧三阴

交进行治疗遥 其认为 AD 发病病位在脑袁以肾虚为

本袁以血瘀为标袁虚瘀结合袁本虚标实遥 取百会平刺

2 mm袁肾俞向内下方斜刺 3 mm袁三阴交直刺1 mm袁
采用电针连续波袁频率 2 Hz袁电流 0.6 mA袁留针20 min遥
研究认为袁肾脑相济针法通过增强线粒体功能尧降低

细胞自噬尧改善 A茁 沉积等途径治疗 AD[58-59]遥
目前袁针对 AD 治疗的单穴研究也逐渐增多袁杜

艳军等[60]发现艾灸野肾俞穴冶可激活 ERK/CREB 信号

通路袁从而改善 AD 大鼠学习记忆能力及神经元丢

失遥针刺野百会穴冶可减少大脑皮质小胶质细胞分泌

TNF-琢[61]曰电针野三阴交穴冶可提高海马区乙酰胆碱

含量 [62]尧改善皮质区单胺类神经递质平衡 [63]曰针刺

野四关穴冶可以通过改善额叶线粒体中分裂与融合失

衡[64]尧调控海马区自噬功能[65]等发挥作用袁最终有效

改善 AD 症状尧缓解 AD 进程遥
3 讨论

嗅三针法以嗅觉传导通路为结构基础提出野感
知一体袁嗅脑同治冶袁头穴丛刺法以大脑皮质结构功

能为基础提出野针场冶一说遥 嗅三针法和头穴丛刺法

目前研究较为全面袁围绕临床研究和基础研究等方

面展开研究袁广泛应用于多种神经系统疾病中袁可作

为中医特色疗法和适宜技术进行推广应用遥 益肾调

督针法尧智三针法尧肾脑相济针法以野肾为先天之本尧
主骨生髓冶野脑为元神之府袁脑为髓海冶两大中医理论

为基础遥此 3 种针法治疗 AD 临床研究报道较少袁当
继续完善临床研究袁丰富该针法理论内涵及实践意

义遥三焦针法基于三焦气化的中医理论提出野益气调

血袁扶本培元冶袁并由此取穴袁且研究围绕临床研究和

基础研究多方面展开袁较为全面遥八卦头针非常具有

中医理论特色袁但是目前针对 AD 的研究为数不

多袁可以继续深入袁以此弘扬中医学特色针法和理

论遥单穴治疗也可以逐渐深入袁旨在临床用穴上可以

做到取优尧取少尧取精遥
针灸作为非药物疗法和中医学的特色部分之

一袁对 AD 起有效防御和治疗作用袁其优势诸多院
渊1冤能够明显改善 AD 症状袁绿色安全尧无毒副作用曰
渊2冤大多针法现有研究均已经证实针刺治疗 AD 并

非只通过某一种作用机制来实现袁而是通过多靶点

多途径干预实现曰渊3冤均源于中医思想袁根据疾病不

同病因病机特点结合中医理论尧针灸理论作为支撑

依据选穴组方袁是延缓 AD 进程的新的理念和方法袁
是防治 AD 的一条新途径曰渊4冤形成规范化诊疗方

案袁明确选穴尧操作尧参数尧疗程等对于临床实际应用

推广意义显著袁 也需要在临床实践中不断验证尧不
断完善袁旨在丰富针灸治疗手段尧提高临床疗效遥 但

是也存在不足之处需要继续完善[66]院渊1冤分期治疗在

某些疾病中应用较为完善化和系统化袁可以针对疾

病的发病进程给予针对性针灸治疗方式袁目前鲜有

针对痴呆发病的针灸分期治疗的研究曰渊2冤以上针

法治疗痴呆的研究偏重于一法一方通治百症袁中医

讲究辨证论治袁分型辨证论治在中医治疗中必不

可少袁当遵循辨证原则确立相应的特异性治法及处

方袁后期可以补充完善相关研究遥 多种针法的出现

有利于学术争鸣袁需不断探索新方法尧提出新理论袁
深入钻研袁从而不断完善其临床和基础研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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