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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健康妊娠奶牛 头随机分为照射组和对照组各 头∀ 照射组奶牛分别于分娩前

∗ 和产后 ∗ 用 × ⁄° 辐射仪交替照射百会和后海穴区 每天 次 ∀ 奶牛分别于分

娩前 ! ! ! ! ! ∗ 和产后 ∗ ! ! ! 颈静脉采血样∀ 检测血样的 Γ

Γ Γ °≤ ∂ Γ 和血浆的 ∏ × ° ƒ 的含量∀与对照组比较 结果 × ⁄° 穴区照射

对奶牛分娩前和后一定时期内的 Γ Γ 和 Γ 具有一定调整作用 调整和改善分娩过

程中的血糖含量和血液的流动性与变形性 减少血液丢失等 从而提高机体分娩应激反应综合

适应能力∀其作用机理可能是 × ⁄° 辐射红外热能的经!穴感应调整作用和机体产生的生物能量

效应等的综合∀

关键词 × ⁄° 穴位 血液流变学 奶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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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体对胎儿的孕育和娩出 主要依赖整体适宜的物质代谢和循环系统等的功能活动1 2∀

血液流变学是研究血液在心!血管的流动性和变形性的科学∀机体生理或病理性产物都会直

接或间接地影响血液在血管的流动状态和红细胞变形能力1 2∀大量研究表明 × ⁄° 照射具有

广泛的生物学效应 具有促进动物和人的生殖!免疫功能 消炎!止痛和调整血液多种成分等

作用1 2∀那么 × ⁄° 穴区照射是否能够调整健康妊娠奶牛分娩前后的血液流变学特性 从而

改善和增强机体对分娩应激反应综合适应能力∀目前 尚未见研究报道∀本研究的目的就是

为其提供科学实验依据与资料∀

 材料与方法

 动物选择与分组

在同一奶牛场临床健康的预产期前 的 ! 胎妊娠奶牛中 挑选品种!体况!体质相

近的奶牛 头 随机分为 × ⁄° 穴区照射组和对照组各 头∀

 ΤΔΠ穴区照射方法

× ⁄° 辐射仪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第 厂生产的 × ⁄°2 型∀ 按传统方法确定百会

和后海穴的照射部位∀奶牛预产期前 ∗ 和产后 ∗ 分别交替轮流照射 每天每穴区

连续照射 ∀ × ⁄° 辐射器与穴位距离为 ∗ 随时注意调节距离 使穴区中央温度

保持 ε 左右∀ 每次照射前和后检测肛温∀ 对照组奶牛除不照射外 其他条件与照射组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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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血

分娩前 ! ! ! ! ! ∗ 和产后 ∗ ! ! 分别颈静脉采血

∗ 置于加肝素的试管内 充分混匀∀

 测定指标与方法

 全血比粘度 Γ  水平型毛细管测定法 切变率为 和 ∀ 参比液为生理盐

水 测试温度为 ε 2 型毛细管式血液粘度仪由上海医科大学生产∀

 血浆比粘度 Γ  垂直型毛细管测定法 仪器同上∀

 红细胞压积容量 °≤ ∂  • 压积量法 转速为 离心 ∀

 红细胞刚性指数  计算公式
Γ Γ

Γ ≅
°≤ ∂

 全血低切相对粘度 Γ  计算公式 Γ
Γ

Γ

 红细胞聚集指数  计算公式
Γ
Γ

 血糖含量 ∏  分光光度法 按试剂盒说明书的方法进行∀

 血浆蛋白质含量 总蛋白 × ° 和纤维蛋白元 ƒ 分光光度法 用 分光光度

计 分别按试剂盒说明书的方法进行∀

 生物统计方法

两组间各检测日指标平均值 检验比较其差异显著性∀ 由于采血和血样测试前的处理

操作误差 而致样品数减少 各检测日/ 0产生差异∀

 结果与分析

研究表明妊娠后期孕体处于生理性贫血状态∀ 产后由于气血!津液大量耗损 瘀血和无

菌性炎症的发生 机体往往心!血管功能降低和血液粘度升高1 2∀大量研究和临床应用报

道 温热刺激 或补气!活血化瘀药物具有改善产后机体功能活动和血液循环的作用1 ∗ 2∀因

此 以温热刺激和能量效应为特征的 × ⁄° 穴区照射方法 也会对奶牛妊娠分娩前后的血液

流变学特性产生积极影响∀

 对全血高切比粘度 Γβ σ 的调整及意义

由表 看出 对照组奶牛 Γ 在分娩前基本处于低粘度状态 分娩前 低

? ∀ 然后开始升高 产后 升至 高值 ? ∀ 产后 至 则下降∀

照射组 Γ 的变化趋势与对照组基本一致∀ 这表明 用 × ⁄° 照射几次 不可能改变

机体长期形成的妊娠分娩过程的基本生理反应模式∀ 所不同的是照射组 Γ 于分娩前

就降至 低值 ? 绝对值较对照组更低∀ 显然两组间差异性是存在的 只

是尚未达到生物统计的显著性水平 ° ∀在产前 至产后 绝对值也相对偏低 且

时 两组呈差异显著性水平 ° ∀

全血高切比粘度是反映血管壁附近层流动红细胞变形性的重要指标 ∀照射组 Γ

的降低 提示我们在分娩前 × ⁄° 照射百会和后海穴区 可以促使全血高切比粘度持续稳定

地保持在低粘度状态 在产后 × ⁄° 照射 具有抑制全血高切比粘度急剧升高的作用 即具有

调整奶牛妊娠分娩前后一定时期全血高切比粘度 保障红细胞变形能力处于较好状态∀红细

胞刚性指数 检测结果也证明了这一点 即 的绝对值在分娩过程中 较对照组低 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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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 快速下降∀

表  ΤΔΠ穴区照射奶牛分娩前后 Γβ σ 和 ΡΙ的变化

×  × × ⁄° ∏2 Γ ∏2

采血日
⁄

Γ

#

照射组

∏ ÷ϖ

? ≥⁄

对照组

≤ ∏ ÷ϖ

? ≥⁄

组间 值
√ ∏
∏

3

照射组

∏ ÷ϖ

? ≥⁄

对照组

≤ ∏ ÷ϖ

? ≥⁄

组间 值
√ ∏
∏

 3 ° 表示分娩前 下同 ∏

 对全血低切比粘度 Γβ σ 的调整及意义

全血低切比粘度是反映血管流动中心区红细胞的分散性 或聚集状态 的重要指标∀

Γ 的升高 表示红细胞分散性降低 聚集性增强∀反之则分散性得到改善 ∀从结果表

看出 对照组 Γ 分娩前 低 ? 而后逐渐上升 分娩前 至高水

平 产后 达 高值 ? ∀

照射组与对照组比较 则分娩前 至前 Γ 仍在继续下降 保持在 ?

至 ? 绝对值均低于对照组∀ 显然两组间差异性是存在的 只是尚未达到

生物统计的显著性水平 ° ∀ 而后虽也开始上升 产后 也达 高值 但绝对值大都

较低∀ 这表明 × ⁄° 穴区照射 在分娩前具有持续降低 Γ 产后具有抑制其升高的良性

调整作用∀这对于保障流动红细胞处于良好的分散状态 提高机体妊娠分娩适应能力具有重

要意义∀

 对血浆比粘度 Γπ 的调整及意义

血浆成分相当复杂 无论生理或病理的低分子和高分子化合物及代谢产物都存在于血

浆中 都会不同程度地影响血浆粘度∀ 目前 一般认为影响 Γ 的主要因素是蛋白质和脂质

其中纤维蛋白元尤为突出 ∀ 由表 来看 对照组 Γ 分娩前 降至 低值 ?

∀而后逐渐上升 产后 达 高值 ? ∀照射组 Γ 在分娩前一直持续下

降 于分娩前 降至 低值 ? ∀而后也开始上升 于产后 达 高值∀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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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对值均较低 尽管两组未达生物统计的差异显著性水平 ° ∀ 这说明照射组血浆的

× ° 和 ƒ 含量均较对照组低 见表 其中左右血浆粘度的 ƒ 含量在分娩前 至分娩后

偏低尤为突出∀ 这可能是照射组血浆比粘度降低的主要原因∀

表  ΤΔΠ穴区照射奶牛分娩前后 Γβ σ 的变化 #

×  × × ⁄° ∏2 Γ ∏

采血日

⁄

照射组

∏

÷
ϖ

? ≥⁄

对照组

≤

∏

÷
ϖ

? ≥⁄

组间 值
√ ∏
∏

红细胞聚集指数 是 Γ 与 Γ 之比 全血低切相对粘度 Γ 是 Γ 与

Γ 之比∀ 因此 照射组的 Γ 值低 同时 在分娩前 和产后 的 Γ 值却又较对照组

相对地升高∀从而如表 所示 照射组的 和 Γ 在分娩前 和产后 急剧升高 均于产

后 升至 高值 ∀ 这提示照射组血管流动中心区红细胞的聚集性迅速增加∀ 这无疑对防

止分娩出血过多和产后出血不止十分有意义∀ 然而 目前人们对血浆粘度及其与全血高!低

切比粘度有机协调的变化以适应妊娠分娩生理性反应的机制还很不清楚∀

 对促进机体分娩应激适应性的分析

分娩是哺乳动物的一种生理现象∀分娩过程是机体一系列生理反应的综合作用过程

其中包含着机体对强烈分娩应激原刺激的适应性应答过程∀目前一般认为应激反应中 伴有

血糖!激素 如皮质激素 !酶类和蛋白质 如纤维蛋白元 等的特征性变化1 ∗ 2∀ 由实验结果

来看 如前所述 分娩应激过程也伴有血液粘度的变化 × ⁄° 穴区照射可以改善和增强血液

在血管中的流动性和红细胞变形能力∀ 根据泊肃叶定律 液体的流量 ± 与管道两端的压

力差 ° ° 及管道半径 成正比 与粘度 Γ 及管道长度 成反比 得出如下公式 ±

Π ° °

Γ≅
∀ 那么 倘若健康奶牛的血管长度!半径和心脏搏动力 脉压 相对比较稳定 整

体的血液流量则随着血液 全血和血浆 粘度 Γ 的降低而增加∀据报道 在正常情况下 血液

粘度 的变化 可引起血流量 的变化 在病理情况下 则达 ∗ 的变化 ∀因

此 × ⁄° 穴区照射改善全血和血浆粘度 调整血液的流动性和红细胞变形能力 增加机体循

环血流量 改善微循环状态和增强新陈代谢过程等 从而促进和增加了机体对分娩应激反应

综合适应能力∀

红细胞临介压积值 人为 山羊为 佳压积值 人为 ∀ 从表 来看 分

娩前后两组的 °≤ ∂ 可能都处于较好状态∀照射组 °≤ ∂ 在 至 范围也许更有利于

机体分娩反应的适应性∀ 同时 表 显示照射组血糖含量在分娩前 和产后 急剧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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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适应胎儿顺利娩出∀人和动物的炎症过程伴有血浆纤维蛋白元的升高∀而且 ƒ 的升高也

是应激反应的重要特征 ∗ ∀ 由表 看出 照射组的 ƒ 含量较对照组低 表明 × ⁄° 照射

有利于分娩和产后机体的恢复∀

表  ΤΔΠ穴区照射奶牛分娩前后 Γπ Γρ和 ΑΙ的变化

×  × × ⁄° ∏2 Γ Γ ∏ 2

采血日
⁄

Γ

#

照射组

∏ ÷ϖ

? ≥⁄

对照组

≤ ∏ ÷ϖ

? ≥⁄

组间 值
√ ∏
∏

Γ 照射组

∏ ÷ϖ

? ≥⁄

对照组

≤ ∏ ÷ϖ

? ≥⁄

组间 值
√ ∏
∏

照射组

∏ ÷ϖ

? ≥⁄

对照组

≤ ∏ ÷ϖ

? ≥⁄

组间 值
√ ∏
∏

实验证明 × ⁄° 辐射的电磁波属于红外光谱 有效波长在 ∗ Λ 范围∀人和动物体辐

射和吸收能量的 大波长为 ∗ Λ ∀ 关于 × ⁄° 穴区照射调整血液粘度 增强机体分娩

应激综合适应能力的机制 可能是 × ⁄° 辐射的红外热能对穴区刺激所产生的经!穴感应调

整作用 被照射局部组织吸收的热能 通过心!血管等循环系统带至全身组织器官 机体产生

的生物化学和生物物理的能量效应等的综合作用∀在照射过程中 发现不仅照射局部体表温

度达 ε 左右 而且肛温平均升高 ∗ ε ∀× ⁄° 照射的生物作用广泛∀关于 × ⁄° 穴区

照射对血液流变性的调整作用与原理尚有很多问题需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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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ΤΔΠ穴区照射奶牛分娩前后 ΠΧς 和 Γ λυ的变化

×  × × ⁄° ∏2 °≤ ∂ ∏ ∏ 2

采血日
⁄

°≤∂ 照射组

∏ ÷ϖ

? ≥⁄

对照组

≤ ∏ ÷ϖ

? ≥⁄

组间 值
√ ∏
∏

∏ 照射组

∏ ÷ϖ

? ≥⁄

对照组

≤ ∏ ÷ϖ

? ≥⁄

组间 值
√ ∏
∏

3 3 3

表  ΤΔΠ穴区照射奶牛分娩前后总蛋白 ΤΠ 和纤维蛋白元 ΦΓ 的含量变化

×  × × ⁄° ∏2 × ° ƒ ∏ 2

采血日
⁄

× ° 照射组

÷
ϖ

∏ ? ≥⁄

对照组

≤ ÷
ϖ

∏ ? ≥⁄

组间 值
√ ∏
∏

ƒ 照射组

÷
ϖ

∏ ? ≥⁄

对照组

≤ ÷
ϖ

∏ ? ≥⁄

组间 值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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