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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粤遭泽贼则葬糟贼页 Vascular dementia (VD), secondary to cerebrovascular disease, has become one of the main types of senile
dementia. With the help of the gut-brain axis, intestinal flora can achieve bidirectional regulation with the brain through neurological
immune, endocrine and metabolic and other ways, thus exerting an important influence on central neurodegenerative diseases such
as dementia. Yangming of TCM shares many commonalities (including the large intestine and stomach as well as their corresponding
meridians) with intestinal flora and VD in both physiological and pathological aspects. Hence, from the point of yangming, the
treatment of VD by regulating intestinal flora has become a new breakthrough point. Based on intestinal flora, the intrinsic
mechanism of unblocking and regulating yangming by acupuncture in VD treatment has been explained in order to provide new
perspectives and methods for the clinical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V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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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肠道菌群探析针刺通调阳明治疗血管性痴呆的机制

血管性痴呆渊vascular dementia, VD冤是由脑血

管疾病所引发的以记忆减退及紊乱尧反应迟钝尧理解

多误尧言语无序尧性格改变等为主要临床表现袁且呈

持续性尧阶梯式进展的认知功能障碍综合征[1]遥 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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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袁我国 VD 发病率 1.1%耀3.0%袁并有逐年上升趋

势[2]袁严重危害老年人的身心健康和生活质量遥 研究

证实袁肠道菌群可通过神经尧免疫尧内分泌尧代谢等多

种途径参与 VD 的发生发展过程袁即菌-肠-脑轴对

脑功能及情绪尧认知和行为改变产生重要影响[3]遥
目前袁针刺治疗 VD 的疗效已被证实袁临床主要

选用督脉及五脏相应经脉腧穴袁而常忽视胃肠等六

腑功用[4]遥 诸多中医古籍和现代研究显示袁阳明病变

与 VD 病机息息相关[5]袁而阳明系统又直接影响肠道

菌群的数量尧种类及动态平衡[6]遥 随着微生态学深入

发展袁肠道菌群已成为中枢神经功能异常的新兴干

预靶标袁也是研究针刺治疗脑病的新方向遥 有学者

提出袁胃肠治脑尧调肠醒神等治法[7]遥 由此袁本文尝试

从肠道菌群角度阐述针刺通调阳明治疗 VD 的部分

机制袁为其临床诊疗提供新的思路和策略遥
1 阳明与 VD相互影响

中医学认为袁阳明包括大肠尧胃腑及其所属的

手尧足阳明经脉遥叶灵枢窑本输曳述院野大肠尧小肠皆属于

胃袁是足阳明也遥 冶VD 属于中医学野健忘冶野善忘冶野呆
病冶的范畴袁病位在脑袁与心相系甚密袁所谓神气藏于

心脑遥心脑共主精神意识尧记性尧思维及情志遥阳明在

生理方面借助经络循行通心络脑袁输布中焦化生

之气血精微以养心脉元神遥 足阳明胃经的正经尧络
脉尧经别等袁与心尧脑皆有紧密联系遥 手阳明大肠经

的别络尧经筋与入脑的经脉交会而网络头部遥 胃肠

乃心脑营养物质供应的基础遥 胃主受纳尧腐熟水谷曰
小肠主受盛化物尧泌清别浊曰大肠主传导糟粕遥阳明

各腑分司其职袁协同配合袁吸收营养物质以生化精

微袁既为心血尧心神所充养之源袁又可渗灌脑髓而濡

养元神[8]遥
VD 为中风后常见并发症袁二者病因病机多互

联互通遥 历代医家认为袁阳明病变是本病产生的重

要因素遥 叶灵枢窑大惑论曳言院野肠胃实而心肺虚噎噎
久以时上袁故善忘也遥冶叶伤寒论窑辨阳明病脉证并治曳
载院野阳明证袁其人喜忘者袁必有蓄血遥 冶叶温病条辨窑
中焦篇曳云院野血为热壅袁蓄积于胃袁其瘀既久袁必上

干于心袁故令喜忘遥 冶叶素问窑诊要经终论篇曳曰院野阳
明终者噎噎善惊尧妄言遥 冶由此可见袁阳明腑实尧蓄血

抑或虚损袁皆能诱发气滞尧血瘀等病理因素袁进而引

发痴呆遥
中风患者脾胃素虚袁病后久卧少动袁胃肠受盛传

导功能减弱袁水谷痞塞胃腑袁糟粕壅堵肠道袁通降不

及袁终成实结遥 阳明以燥性为先袁热实相合袁腑气不

通袁则浊毒之气循经上扰心神袁蒙蔽清窍袁易致神识

不清袁多发烦躁尧谵语尧善忘尧神昏等症[9]遥 中风后气

血衰弱袁加之久病耗损尧七情内伤袁可致阳明虚损遥一
则脉气不足袁精血尧阳气不能渗灌濡养脑窍袁则神气

枯竭尧神机失用遥 再则脾失胃阳辅助而运化失职袁气
血生化乏源袁殃及心尧脾尧肾三脏袁脾阳尧肾精和心血

匮乏袁与之对应的意尧志尧神不能安其位袁进而精神昏

聩袁引发呆病[10]遥 叶论衡窑论死篇曳曰院野五脏不伤袁则人

智慧曰五脏有病袁则人荒忽遥 荒忽则愚痴矣遥 冶老年人

多精气两虚袁血运缓慢袁病后常伴情志不畅袁肝郁气

滞促发血瘀袁气郁久易化热遥 瘀热相交为害袁借阳明

燥烈之性而蓄结胃肠袁阻滞阳明经脉袁心脑既失气血

滋养而又受热邪侵扰袁日久则灵机渐衰袁智昏神乱[11]遥
基于以上论述袁阳明病变之腑实尧蓄血尧虚损皆

可致气血失调尧代谢失衡遥 痰浊尧瘀血等各邪相互转

化袁相兼交织袁凝久腐化而酿生内毒遥 阳明病变是机

体产生内毒的始发环节遥 有近代医家针对 VD 提出

野毒损脑络冶理论袁认为毒邪久蓄不解可耗气伤血尧损
伤脏腑尧败坏脑髓袁既是神明失灵的关键要素袁亦促

使病情变化多端袁逐步加重袁迁延难愈[12]遥 概而论之袁
阳明病变能产生诸多病理因素导致心脑受损袁从而

诱发或加重 VD 病情遥 通调阳明袁以利气机升降畅

达袁阳明经气血旺盛袁各脏腑功能调和袁脑髓得荣袁神
自守藏遥
2 肠道菌群与阳明相似相通

中医学之阳明泛指西医学中胃尧大肠尧小肠在内

的消化系统遥参考古籍和现代研究可总结得出袁阳明

与肠道菌群有诸多相关联之处遥 肠道菌群广泛分布

于胃肠袁其在食物消化及营养物质分解尧合成尧吸收

等方面的作用与阳明受纳腐熟尧分清泌浊尧传导排泄

的职能密切相关遥 阳明之胃肠又能通过自身神经系

统控制肠道蠕动及激素释放袁从而影响菌群的密度

与类型[13]遥 阳明化生转输精微的功能和充实阳气尧正
气以抗邪的作用袁与肠道菌群参与消化尧肠黏膜屏障

保护尧免疫调控及维持机体内环境稳定等方面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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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相似相通性[14]遥 阳明病变与肠道菌群失调也互

为因果袁形成恶性循环遥 阳明患疾袁中焦气机失畅袁
肠内糟粕滞塞袁瘀久成毒袁肠道受损袁菌群随之紊乱袁
而菌群失调亦可作为病理因素累及阳明所司遥

研究发现袁阳明腑实证患者存在明显的菌群失

调和移位及严重的肠道屏障损伤袁主要表现为大肠

埃希菌尧肠球菌等有害菌大量增殖袁而双歧杆菌尧乳
酸杆菌等共生菌比例显著下降[15]遥 菌群失调不利于

各种营养物质吸收和代谢产物排出袁继而进一步加

重阳明腑实的痞满症状[16]遥 阳明虚损也可引发肠道

菌群多样性和丰度不同程度降低遥 有研究表明袁脾
虚患者肠道中双歧杆菌尧肠球菌等含量较正常人群

偏低[17]遥
3 肠道菌群参与 VD 的发生发展

人体肠道菌群尧肠道神经尧免疫系统与中枢神经

系统形成的复杂信号网络通路袁称为菌-肠-脑轴[18]遥
肠道菌群种类多样尧数量庞大袁是肠-脑轴通路信息

传递的核心遥 菌群动态平衡是保持神经-免疫-内分

泌系统稳态和修复尧激活神经细胞的重要调节器袁在
维护神经系统正常功能及机体健康方面具有重要意

义[19]遥相关研究认为袁肠道菌群与 VD 等脑病的发生

发展密切相关遥 肠道菌群紊乱一方面过度分泌大量

脂多糖渊lipopolysaccharide袁LPS冤等有害代谢物质袁产
生包括白细胞介素渊interleukin, IL冤-1 在内的免疫

活性物质袁破坏血脑屏障袁直接引发中枢神经炎症

反应袁导致脑细胞凋亡袁继而影响人的情感尧认知和

行为曰另一方面通过自主神经系统尧下丘脑-垂体-
肾上腺轴尧免疫系统尧内分泌系统等多种途径间接调

节大脑功能袁参与 VD 等脑病的发病过程[20-21]遥
有研究表明袁卒中后认知功能障碍患者与健康

人群比较袁肠道菌群的门类和种属水平构成存在显

著差异袁主要表现为厚壁菌门丰度下降尧变形菌门丰

度升高尧乳杆菌属等有益菌群减少尧瘤胃球菌等潜在

机会致病菌增加[22]遥 脑卒中患者由于交感神经兴奋

及副交感神经张力下降尧运动量减少等因素袁胃肠道

蠕动功能减弱袁有害代谢产物堆积袁肠道益生菌被抑

制袁而有害菌群过度繁殖袁促炎和趋化因子含量剧

增袁引发外周的免疫激活和炎症反应[23]遥 病理状态

下袁应激性肠黏膜屏障损伤及菌群失调袁造成血脑屏

障的通透性增加袁各类肠道致病菌和炎性因子更易

通过肠-脑轴及血液循环进入中枢神经袁促发大脑

皮质尧海马等区域神经炎症反应袁从而造成认知功能

障碍与行为异常[24]遥
4 针刺调节肠道菌群治疗 VD的机制

肠道菌群是引发脑损伤后神经炎症反应的关键

调节器遥 多数脑卒中患者体内有益菌的数量较健康

人群降低袁而致病菌的数量明显升高袁其中袁肠道内

促炎细菌埃希菌及志贺菌的数量和丰度与认知障碍

患者血浆炎症介质水平呈正相关[25]遥大量文献报道袁
针刺治疗痴呆等脑病可通过干预肠道菌群发挥抗

炎效应遥 赵岚等[26]运用膻中尧中脘尧气海尧足三里为主

的野三焦针法冶治疗阿尔茨海默病渊Alzheimer dis鄄
ease, AD冤袁结果显示该治法可以降低 AD 患者血清

IL-1茁 水平袁抑制淀粉样 茁 蛋白生成及星形胶质细

胞尧小胶质细胞增生袁减轻神经炎性损伤袁改善认知

功能遥 王慧等[27]采用脑肠同调法治疗急性脑梗死袁结
果表明针刺头穴配合阳明经的下合穴及募穴可明

显降低患者血清 IL-17尧超敏 C 反应蛋白以及血浆

氧化三甲胺水平袁提示针刺机制与调节炎性反应及

肠道菌群代谢物有关遥 HE 等[28]研究发现袁电针刺激

百会和足三里穴可提高乳酸杆菌和双歧杆菌 DNA
丰度袁降低血液和海马中的 LPS 浓度袁可通过抑制

TLR4/NF-资B 信号通路提高 AD 大鼠模型的空间学

习与记忆功能遥 陈丹凤等[29]观察基础电针加用足三

里治疗 VD袁结果显示脑肠共治电针组的厚壁菌等

有害菌丰度下调袁血清中 IL-1茁尧IL-18 含量降低袁肠
黏膜和海马神经元炎性反应均减轻遥 由此推测袁针
刺阳明经脉相关腧穴可调节肠道菌群失调状态袁通
过菌-肠-脑轴抑制炎症因子袁减轻中枢慢性炎性反

应袁从而改善痴呆症状遥
5 针刺介导阳明调节肠道菌群的机制

针灸医籍明确记载神志疾患为手足阳明经穴主

治症之一袁而肠道菌群又是阳明与 VD 联系的内在

纽带袁越来越多的针灸医家重视从阳明着手调节肠

道菌群治疗 VD遥 基于腑疾取募尧合治内腑经典理论袁
临床多选用阳明经募穴和下合穴袁意取调腑通浊尧畅
达阳明尧益胃补虚之功效遥 其主要潜在机制如下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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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调节有益菌/致病菌比值

肠道微生物可分为益生菌尧中性菌和致病菌遥 各

菌群共生共存袁相互制衡遥 乳酸杆菌和双歧杆菌等

有益菌在维护肠道屏障和机体免疫调节方面发挥重

要作用[30]遥脑卒中后患者肠道菌群多样性降低袁丰度

和结构比失衡袁致病菌过度增殖[31]遥革兰氏阴性菌是

A茁 朊病毒样蛋白和 LPS 产生的主要来源袁并可增

强促炎 Toll 样受体渊Toll-like receptor, TLR冤4 的表

达[32]遥 大量炎症因子突破受损的肠道黏膜屏障而移

位袁造成海马区炎性损伤袁引发或加重 VD 病情[33]遥
针刺对肠道菌群的多样性尧丰度及均匀度均具

有良性调控作用袁利于恢复肠道菌群稳态遥梁媚[34]研

究报道袁针刺足三里尧中脘尧关元尧天枢等穴可有效调

节肥胖患者肠道菌群紊乱袁降低肠杆菌尧肠球菌数

量袁增加拟杆菌含量遥 侯天舒等[35]研究发现袁电针溃

疡性结肠炎模型大鼠天枢尧足三里尧上巨虚穴能增加

肠道中乳酸杆菌尧毛螺科菌含量袁降低双酶梭菌含

量袁上调肠内益生菌的丰度袁协调平衡主要菌门构成

比遥 何川[36]研究表明袁电针衰老模型大鼠足三里尧气
海尧关元等穴可增加肠道乳酸杆菌尧双歧杆菌等益生

菌袁减少大肠杆菌尧脆弱拟杆菌等致炎性菌袁降低血

清内毒素和 D-乳酸水平遥
5.2 减轻肠道炎性反应

临床共识袁炎性反应是肠道菌群与肠-脑轴相

互作用的重要环节遥 菌群失调会导致肠黏膜屏障功

能受损袁细胞表面的 TLR 与肠道微生物促炎因子

结合袁促进肠黏膜免疫系统超活化袁诱导肠道局部

免疫应答以及中枢神经慢性炎症[37]遥 而肠道和中枢

神经炎性反应共同影响肠黏膜屏障功能和激素分

泌袁造成肠道菌群失调[38]遥 因此袁抑制炎性反应是维

持肠道菌群稳态的关键因素遥
针刺可通过减轻肠道炎性反应袁调节肠黏膜免

疫袁进而改善肠道菌群遥电针肥胖小鼠的天枢尧关元尧
足三里等穴位袁其脑部和肠组织中炎性因子 IL-6尧
IL-10 和肿瘤坏死因子-琢 较模型组均减少袁TLR4
蛋白分布密度明显降低袁且异常菌门显著恢复[39]遥电

针关元尧足三里等穴位可促进 Th17/Treg 细胞免疫

平衡袁抑制肠黏膜炎性损害袁改善肠道菌群整体结构

和功能[40]遥 针刺足三里穴可激活胆碱能抗炎通路和

肠胶质细胞袁发挥抗炎效应袁抑制炎性因子的分泌袁

促进肠上皮的修复袁维持肠道微生态平衡[41]遥
5.3 修复肠黏膜屏障

完整的肠黏膜屏障可以有效限制潜在有害抗原

和微生物的运输袁防止细菌和内毒素进入血液而损

伤中枢神经袁也是维持肠道菌群稳态的重要保障遥肠
道内有益共生菌在维持肠黏膜屏障功能尧保持黏膜

紧密连接方面发挥主要作用遥 菌群紊乱引发的肠道

炎症可直接破坏肠上皮细胞袁使肠道通透性增高遥其
中袁LPS 是内毒素血症和肠黏膜屏障功能受损的主

要物质[42]遥
针刺疗法可通过保护和修复胃肠黏膜对肠道菌

群起到积极调节作用遥 电针肠易激综合征模型大鼠

天枢尧上巨虚穴可通过调节紧密连接蛋白表达袁促进

肠黏膜局部微循环袁修复肠上皮细胞袁降低肠道炎

症和通透性袁从而提升肠黏膜屏障保护功能[43]遥电针

足三里尧关元穴可抑制肥胖胰岛素抵抗大鼠肠上皮

细胞凋亡袁强化细胞增殖能力袁修复肠黏膜损伤[44]遥
有研究表明袁针刺天枢穴可减轻胃肠各种细胞形态

结构的损坏程度袁维持神经网络结构和胃肠道黏膜

完整性[45]遥
5.4 改善胃肠动力

胃肠道正常的生理蠕动是非免疫防御的重要部

分遥蠕动功能可以及时清除胃肠道内环境的代谢物袁
阻止有害物质积聚和抑制细菌过度生长遥 肠道菌群

与胃肠动力在生理尧病理方面相互影响遥肠道菌群异

常或紊乱袁导致机会性致病菌增多袁进而诱发肠道炎

性反应袁引起胃肠激素分泌异常袁导致胃肠动力下

降[46]遥 胃肠道蠕动减弱袁排空速率降低袁造成有害菌

异常增殖袁肠道菌群进一步紊乱[47]遥
针刺可通过神经系统尧胃肠电活动和胃肠激素

等方面调节胃肠动力遥 研究发现袁针刺足三里尧中脘

等穴位能有效激活脑肠肽释放袁促进胃动素尧胃促生

长素等胃肠动力相关激素分泌袁还能提升胃肠道内多

种消化酶的活力袁进而提高胃肠蠕动和排空能力[48-49]遥
电针功能性消化不良模型大鼠足三里穴袁可通过修

复受损的 Cajal 间质细胞以及增加其数量袁调节胃

肠电流的产生与传导袁增加平滑肌细胞收缩兴奋袁
继而增强胃肠动力[50]遥

综上所述袁针刺阳明经募穴和下合穴可在协调

肠道菌群结构和比例尧改善菌群多样性尧增加有益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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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含量尧促进胃肠蠕动尧加快清除有害菌尧修复肠道

屏障功能尧抑制肠道炎性细胞以及减轻炎性反应等

方面产生积极作用遥 各环节相辅相成袁互相影响袁多
途径尧多靶点恢复肠道菌群平衡稳态袁进而对肠-脑
轴产生良性调控作用袁改善痴呆症状遥
6 结语

鉴于肠道菌群尧阳明与 VD 三者的交互影响袁在
常规治疗基础上注重改善阳明功能袁维持肠道菌群

的动态平衡袁既是提升疗效的可行途径袁也是突破临

床多从头部及五脏论治 VD 的固有思维遥 针刺通调

阳明治疗 VD 法于古典而又新颖鲜明袁不仅可充分

发挥腧穴远治及协同增效的作用袁更体现了上病下

治的整体原则遥 本文详尽阐述阳明与肠道菌群及

VD 的密切关系袁探析针刺介导阳明调节肠道菌群

治疗 VD 的部分机制袁以现代肠道微生物学揭示传

统经典理论内涵袁继而拓宽临床诊疗思路袁利于中

医学传承和创新遥 但目前肠道菌群与大脑各区域功

能之间尚缺少较为明确的信号通路以及完整的神经

递质分子机制研究袁针刺阳明经腧穴通过何种介质

对肠道菌群的结构尧数量及功能产生影响需要深入

探索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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