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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刺对水液缺乏型干眼兔泪液分泌及泪腺微观形态 

的影响 

张义彪 ，高卫萍 (南京中医药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江苏南京 210046) 

摘要：目的 观察针刺对实验兔泪腺形态的影响及对应的泪液量的变化，以此来探讨针刺对泪腺微观形态的影响，从形 

态上直观 的解释针刺增加泪流 量的机理 方 法 选取 纯种新西 兰大 白兔 ，以阿托 品造模 3 d成功后 ，分成 2组 ，针 刺组取 

眼周 5个穴位针刺，每天 1次，每次留针 l5 IT1in，共针刺 10 d；模型组不做处理。对比针刺对干眼模型兔泪流量及泪腺形 

态的影响 结果 分别在实验 5、7、14 d测试针刺 24 h后 2组泪流量。针刺组泪流量 Schirme I试验(SIT)分别为：(9．79 

±4．39)、(11．69±4．76)、(10．36±4．57)mm／5 min；分别高于模型对照组泪流量(4．94±3．79)、(3．38±2．81)、(7．52± 

5．04)ram／5 min，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针刺后光镜、电镜都显示泪腺形态有明显的变化，显示细胞活动旺盛。 

结论 针削能够改善神经反射敏感性，促进泪腺代谢，从而增加泪液的合成与分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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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Acupuncture on Microscopic Morphology of Lacrimal Fluid of Dry Eye Rabbit with Hydropenia 

ZHANG Y~biao，GAO Wei-ping 

(First Clinical c0 ofNanjing University ofChinese Medicine，Nanjing，Jiangsu，210046，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effect of acupuncture on the morphology of laerimal fluid of experimental rabbits and山e 

changes in lacrimal fluid vohllTle．so as to explain}he mechanism of acupuncture in increasing lacrimal fluid．METH0D Pure—bred 

New Zealand rabbits were made into models using atropine． e hours later山e rabbits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The rabbits in the 

acupuncture group were given acupuncture with five points around the eye once a day with the needles retained for 15 minutes．They 

were treated for 10 days．N0 treatment was given in the model group．RESULT Lacrimal fluid volume was determined 24 hours after 

acupuncture treatment oll the 5th，7th and 14th dav．The lacrimal fluid volume in the acupuncture group were(9．79±4．39)nm~／5 min， 

(11．36±4．57)mm／5 min and(10．36±4．57)mm／5 min，which were higher than the model group by(4．94±3．97)mm／5 min，(3．38 

±2．81)mm／5min and(7．52±5．04)mm／5 vain respectively'，with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P<0．05)．Optical and Electronic micro— 

scope showed marked morphological changes and active cell activities．C0NCLUSION Acupuncture call improve neural reflex scnsibil． 

ity and promote lacrimal fluid metabolism，synthesis and secretion． 

1 W0RDS：acupuncture；laefimal fluid volume：microscopic morphology of laeremal fluid：nerve reflex 

任何原因引起的泪液质或量的异常，都会导 

致干眼症。引起干眼症的常见病因可分为两类： 

水液缺乏型，脂质缺乏型。任何影响泪腺、副泪腺 

功能的因素，都会影响水液的分泌，引起水液缺乏 

性干眼症。神经反射异常引起的水液缺乏型干眼 

症十分常见。因此，本研究用阿托品滴眼制作了 

水液缺乏型干眼症，旨在研究针刺对泪液分泌及 

对泪腺形态的影响，以探究针刺治疗水液缺乏性 

干眼症的机理。 

1 材料与方法 

1．1 器具及试剂 

1％硫 酸阿托品滴 眼液 (江苏省中医院)、 

0．25％荧光素溶液(江苏省中医院眼科配制)； 

Sehirme试纸(天津晶明新技术开发有限公司生 

产)；华佗牌一次性使用无菌针灸针(∞ ．30 mlTl× 

25 mm，苏州医疗器械厂，批号：080157)。2．5％戊 

二醛，4％甲醛溶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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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动物分组及模型的建立 

健康新西兰白兔，雌雄不限，体质量 1．5～ 

2．0 kg，裂隙灯显微镜、眼底镜检查眼前节及眼底 

无异常，Sehirme I试验(SIT)≥10 mm／5 min的动 

物方可使用。 

筛选出泪液分泌正常的兔 24只，双眼滴用 

1％硫酸阿托品滴眼液，制成水液缺乏型干眼症模 

型，随机再取 12只为模型对照组，l2只为针刺实 

验组。 

模型建立方法：针刺组和模型组均用 1％硫 

酸阿托品滴眼液每 日滴眼4次(上午 8：o0、12：00， 

16：00、20：00)每次1滴，直至实验结束共 14 d。滴 

药3 d后Sehirme I试验均值<5 mm／5 min，水液缺 

乏型干眼症模型建立。 

1．3 方法 

①模型组：局部滴 1％硫酸阿托品滴眼液，每 

日4次；②针刺组：从 1％硫酸阿托品滴眼液滴眼 

d 4开始，用针刺治疗。穴位：睛明、攒竹、丝竹空、 

瞳子髑、太阳⋯1。睛明穴针尖向内下方斜刺入皮 

下 3 ln／n，睛明穴不行针。攒竹、丝竹空、瞳子 采 

用直刺，不行针，太阳穴针尖向后外方斜刺入皮下 

3 inln。留针 15 min，其间太阳穴每隔5 min行针 1 

次，平补平泻，其他穴位不行针。每 日针刺 1次， 

连续针刺治疗 10 d。 

1．4 观察指标、测定方法及观察点 

(1)Sehirmer I试验：泪液检测滤纸条一端折 

叠放入下睑内 1／3结膜囊内第三眼睑外侧，5 min 

后取出滤纸，从折叠处测量其湿润长度。 

(2)泪腺组织结构观察：兔处死后立即去除泪 

腺在4％甲醛溶液中固定 24 h，行光学显微镜检 

查； 目腺在 2．5％戊二醛中固定24 h后，行透射电 

镜检查泪腺组织超微结构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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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观察点：①针刺组、模型组分别于实验前 

1 dl％硫酸阿托品滴眼液滴眼后 1，3，5，7，14 d行 

SehirmerI试验，保 留 Sehirmer试纸。(测试时间 

与针刺时间间隔 12 h以上) 

②滴药后7，14 d分别处死针刺兔、模型兔 6 

只，取泪腺组织用 4％甲醛溶液固定 24 h行光学 

显微镜及 2．5％戊二醛固定 24 h行电镜检查。 

检查由同一人在同一环境中进行。 

1．5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11．5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采用 

LSD方差分析法，设定 P<0．05为有统计学差异。 

2 结果 

2．1 泪流量 

造模 3 d后 2组 SIT明显减少，针刺后 2组 

SIT显示出明显的不同。针刺组与模型组不同时 

间点泪流量变化组内及组间比较结果见表 1。 

(1)针刺组：实验 7、14 d与滴药前无统计学 

差异(尸>0．05)，说明针刺可使干眼模型兔泪液 

分泌达到正常水平；滴药 3 d后与实验 5、7、14 d 

比较均有统计学差异(尸<0．o5)。说明针刺可以 

提高干眼症模型兔泪液分泌。 

(2)模型组：滴药前 1 d与滴药后 1、3、5、7、14 

d均有统计学差异(P<0．05)；滴药 3 d后与滴药 

后 5、7、14 d无统计学差异(P>0．05)。说明造模 

后与正常兔泪流量有差异，而且 14 d内模型稳 

定。 

2组相同时间点比较，实验前 1天及实验后 

1、3 d，2组间比较无统计学差异(尸<0．05)，说明 

针刺前两组具有可比性；滴药后 5、7、14 d，2组有 

统计学意义(P<0．05)。针刺组的泪流量从针刺 

后 1 d到实验结束一直大于模型组。 

表 1 不同时间点两组泪流量变化比较(／i,=12) 

注：与实验前 1 d比较，*P<0．05；与实验后 3 d比较 ，▲ P<0．05；同一时间点2组I司比较，△P<0．05。 

2．2 泪腺微观行态学变化 网和高尔基体及大量低电子密度分泌泡，显示分 

①光镜：模型组胞浆深染，腺泡内柱状上皮细 泌旺盛，与光镜下泪腺柱状上皮细胞扩张饱满相 

胞萎缩，腺细胞内物质较少，说明腺细胞代谢功能 符合(插页Ⅲ图 5、6)。相反，模型组粗面内质网 

低下(插页Ⅲ图 1、2)。针刺后 目腺柱状上皮细胞 较少，功能低下，大量高电子密度的吞噬性溶酶体 

扩张，胞浆丰富，说明腺细胞代谢旺盛(插页Ⅲ图 将衰老退化的粗面内质网等细胞器吞噬，吞噬后 

3、4)；②电镜：针刺后 细胞质内扩张的粗面内质 胞质内留下疏松的网格状结构，整个细胞萎缩，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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泌功能低下(插页Ⅲ图7、8)。与光镜下腺泡柱状 

上皮细胞萎缩相符合。 

3 讨论 

近年来研究，干眼症的发病机制多为炎症、细 

胞凋亡、神经调节异常、性激素失调等 -。任何机 

制导致的泪腺功能的异常都会引起干眼症。目前 

水液缺乏型干眼症的主要发病机制学说主要建立 

在泪腺功能单位的基础上l3 。泪膜的中间层为水 

液层，由泪腺分泌产生。眼表、中枢神经、泪腺和 

它们之间的神经连接组成的泪腺功能单位，即反 

射弧，共同发挥对泪液分泌的调控作用，维护眼表 

的健康。任何原因导致感受器(眼表)、传人神经、 

中枢神经、传出神经的功能障碍都会引起效应器 

(泪腺)的正常代谢和功能。 

阿托品是 M受体阻断剂，能够阻断眼部副交 

感神经的作用，从而影响泪腺的分泌功能，导致水 

液分泌减少 这种模型是泪液分泌的神经调控障 

碍模型，符合水液缺乏型干眼症成因，而且该模型 

稳定，可以持续 35 dH ，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很好 

的模型。水液分泌不足，泪膜完整性被破坏，从而 

导致了水液缺乏性干眼症。针刺主要是通过泪腺 

这个靶器官进行泪液(主要是水液性)分泌调 

节 J。目前针刺治疗干眼症的机理尚不太明确。 

本实验中，阿托品阻断了神经递质的传递，从而引 

起泪腺细胞功能低下，泪液分泌减少。我们通过 

实验证明，针刺可以增加水液缺乏模型兔泪液的 

分泌，而且针刺后 12 h仍对此模型兔泪液分泌有 

影响。针刺能够促进干眼模型兔的泪液分泌并有 

持续性。有研究证明，针刺可有效调整副交感神 

经活动 一，针刺还可以双向性的调节机体的免疫 

功能_7～一。龚岚等_9 研究发现针刺后兔泪腺中血 

管活性肠做增加，这种物质能引起血管扩张微循 

环增加。Blom M等l加一认为针刺能扩张血管，从而 

促进唾液腺的新陈代谢。因此我们认为针刺兔眼 

周穴位能够有效调整神经功能，提高神经反射通 

路的敏感性，降低角膜 一泪腺反射弧阈值，促进泪 

腺分泌泪液。针刺还能够改善干眼症模型兔泪腺 

的代谢、维持泪腺的生理功能，使泪腺细胞代谢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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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图3～6)，从而增加泪液的分泌，很好的解释 

了针刺的远期效果。泪腺细胞分泌泪液，肌上皮 

细胞可协助泪液的排出ll ，泪腺排出泪液是一种 

即刻活动，通过泪腺肌上皮的收缩舒张才能使腺 

细胞产生的泪液不断排出。因此敏感的神经反射 

通路及泪腺细胞良好的代谢状态是泪液持续分泌 

增加的基础。但具体针刺是通过刺激那些神经递 

质和(或)神经调质的释放从而使得神经反射敏感 

性增加、泪腺细胞代谢旺盛的，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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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模型组 ( 造模后 7 d ， X 4 0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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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针刺组 ( 针刺后 7 d ， × 4 0 0 ) 图 4 针刺组 ( 针刺后 1 4 d ， × 4 0 0 )

图 5 针 刺 组 ( 针刺 后 7 d ， × 6 o o o ) 图 6 针刺 组 ( 针 刺后 1 4 d ， × 6 0 0 0 )

图 7 模型组 ( 造模后 7 d ， × 6 o o o ) 图 8 模型组 ( 造模后 1 4 d ， × 6 o o 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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