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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imed to analyze the relevant literature on mechanism studies of metabonomics in acupuncture fiel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currently metabolomics has been widely used in acupuncture research, but metabolomics studies are difficult to fully explain the 
mechanism of acupuncture, the analysis is limited at the changes of metabolic patterns, large scaled clinical trials were few, researches 
that focused on how acupuncture and moxibustion started were po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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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综合分析了国内外关于代谢组学技术运用于针灸机理研究的相关文献，发现目前代谢组学方法已经广泛应用于

针灸研究，但是代谢组学研究结果难以全面阐释针灸作用机理，研究结果分析局限于代谢模式改变的分析，缺乏大样本临床

试验数据支撑，对针刺、艾灸治疗手段的始动机制研究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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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谢组学是系统生物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基因组学和蛋白质组学的研究思想为基础，对生物体的代

谢物进行准确的定量测试分析，以直观而全面的分析机体的生理及病理状态
[1]
。基因组学从基因的角度来

诠释机体生命活动
[2]
，蛋白组学从蛋白的角度来研究生物体通路以及活动

[3]
，而代谢组学研究机体代谢产

物在不同时间不同环境的代谢状态，从而辨别生物体细胞处于何种状态，细胞是否健康营养，以及药物和

环境污染对其产生何种改变
[4-5]

。代谢组学技术能够在生物体生理、病理刺激或基因改变时，对机体代谢应

答全面、动态和多参数的定量分析，反应生物体在刺激原下的整体功能变化，与中医学的整体观有很多相

似之处。近年来，代谢组学技术在中医药研究领域发展较为迅速，在中医药动物模型研究与中医体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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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获得初步研究成果
[6-9]

，以上成果为针灸的机理研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
[10,11]

。本文拟搜集近年来代

谢组学技术运用于针灸机理研究相关文献，做一述评和分析。 

目前针灸代谢组学的研究多集中在临床疗效较好的一些疾病，如功能性消化不良、痛风性关节炎、肿

瘤疼痛、溃疡性结肠炎、偏头痛等。Qiaofeng Wu 
[12]

等运用代谢组学技术研究功能性消化不良患者血浆中

代谢产物的变化，实验选取 6 名女性 FD 患者与 6 名健康受试者的血浆代谢物做比较，运用针灸足阳明经

干预 FD 患者，实验表明与健康对照组对比，FD 患者有相对高水平的葡萄糖、醋酸、高密度脂蛋白、磷脂

酰胆碱（磷脂酰胆碱）、较低水平的乳酸、亮氨酸/异亮氨酸、N-乙酰糖蛋白、低密度脂蛋白和极低密度脂

蛋白；针灸治疗后，FD 患者的亮氨酸/异亮氨酸水平出现了显著变化，乳酸、血糖和血脂较正常组也有轻

微的改变。该研究初步表明，代谢组学技术可以运用于研究针灸治疗作用的潜在生物效应，但是该实验样

本量小，其结果还有待验证。该课题组
[13]

运用 1H-NMR 代谢组学技术研究足阳明经特异性，实验研究发现

胃经各穴位之间配位，尿液中的代谢产物相对发生改变，阳陵泉改变不明显，而委中差别相对比较明显。

该课题组
[14]

基于代谢组学技术方法还比较电针与伊托必利治疗功能性消化不良的作用，按照诊断标准收集

病人 16 例，其中电针组 9 例，西药组 7 例，正常对照组 10 例。分别取治疗前一天，治疗一个疗程后以及

治疗 4 个疗程后患者血浆进行代谢物质检测，结果证明，电针与西药治疗一个疗程后患者血浆代谢物质水

平均向正常组靠近，四个疗程后针灸主要使患者体内乳酸、乙酰乙酸、葡萄糖含量提高，而西药组主要表

现为降低胆碱和异亮氨酸的水平。实验也证明了电针与伊托必利在治疗功能性消化不了的机理上存在差异。 

代谢组学技术不仅运用于针灸临床研究，而且在动物实验中亦有所涉及。吴巧凤
[15]

针刺俞穴和募穴治

疗消化不良大鼠来研究大鼠血清大分子代谢物所发生的改变，随机分为 10 组，通过实验研究发现针刺俞募

穴对消化不良大鼠的血清代谢产物产生明显影响，但是俞募配穴效果更为明显。该课题组
[16]

应用代谢组学

技术研究针刺经穴与非经穴治疗溃疡性结肠炎的脑代谢物质基础，将 52 只大鼠随机分为 4 组，分别为空白

组、模型组、经穴组和非经穴组。实验结果证明针刺经穴组对溃疡性结肠炎大鼠脑皮层有明显的影响，其

中对水溶性脑代谢物质的影响更为明显，对脂溶性代谢产物影响较小；并发现针刺经穴作用的关键代谢物

质如：乳酸、磷酸肌酸、乙酰天冬氨酰、谷氨酸、低密度脂蛋白、极低密度脂蛋白，而针刺非经非穴对溃

疡性结肠炎大鼠脑皮层的标志性代谢物质为：氨基酸、丁酸、缬氨酸等。此实验也证明了针刺经穴与非经

穴之间的差异。吴巧凤
[17]

基于核磁共振代谢组学技术探讨针刺治疗退行性疾病的机制研究，选取易衰老组

（SAMP8）小鼠 16 只，将其随机分为模型组和电针组，电针治疗 21d。选取抗衰老（SAMR1）作为对照组。

代谢组学研究发现 SAMP8 小鼠乳酸和异亮氨酸减少；二甲胺、胆碱和α葡萄糖升高。但是通过电针治疗

后乳酸、亮氨酸和胆碱等代谢物质含量有所改善。该实验通过代谢途径认识易衰老小鼠机体代谢机制，希

望该方法能运用到针灸治疗退行性病变的物质基础研究中。许晶晶
[18]

运用代谢组学技术探讨电针治疗胃黏

膜损伤大鼠血浆与尿液 1H NMR 代谢谱产生的改变。将 46 只大鼠随机分为 6 组，通过代谢组学技术分析

得到，电针胃经组的代谢产物与正常组相接近；而模型组与正常组代谢物质相差较远；而胆经组代谢产物

不及胃经组接近正常组水平。实验研究证明电针胃经穴对大鼠胃黏膜损伤具有修复作用。M.J. Paik
[12]

等用

代谢组学研究方法来研究针刺对癌症患者代谢模式的影响，发现随着疗程的增加，癌症患者的代谢模式有

向正常对照组变化的趋势，且尿液聚酰胺类代谢物水平的变化有显著性的差异。这说明针刺在治疗癌症患

者中有着一定的作用。Si-Lan Wen
[13]

等在对急性痛风性关节炎小鼠血浆、尿液进行代谢组学研究时发现虽

然在代谢模式识别（PCA）上针刺组能向正常对照组偏移，但是和模型组比较却没有显著性差异，通过偏

正小二乘分析（PLS）却能使得针刺组很好的与模型组区分，说明在针刺治疗急性痛风性关节炎方面还需

要更进一步的研究。 

综上所述，目前代谢组学方法已经广泛的应用于针灸领域的研究，但是也呈现出一些问题。首先在应

用代谢组学研究并没有很好的阐释针灸作用的机理，仅仅是在分析其代谢模式的改变，且缺乏大样本的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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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试验。另外，在针灸机理研究中多集中在对疾病的研究，而对针灸这种始动刺激因素的研究甚少，针灸

作为一种外治疗方法，其刺激方式对人产生代谢水平上的影响不仅仅表现在血、尿，机体组织的代谢的改

变也可能是针灸起效应的另一方面。所以研究正常个体和疾病状态下的个体局部组织或远隔靶器官代谢的

变化可能为针刺机理阐释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因此，今后的研究侧重于对生物个体局部作用组织及远隔靶

器官的代谢物模式分析及差异性代谢物的寻找，为针灸在作用点和远隔靶器官的效应之间作用机理做一探

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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