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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臨床經驗顯示電針止痛效果主要取決於是否有”得氣”現象，事實

上，此種酸麻脹腫的得氣感也是一種深部組織的痛覺。雖然臨床上此種”

得氣”現象對止痛效果的影響已是眾所週知，可是刺激的強度是否要達

到傷害性反應(nociceptive response)，才能有止痛效果仍有爭議。我們採

用客觀的動物模式，試圖証明是否較強的電刺激(亦即較強的氣感)可獲

得較高的止痛效果，也就是說以客觀量化的方式建立得氣感(電刺激強度)

與止痛效果的關係。另外，我們也嘗試用大白鼠脊髓背角神經 c-fos免

疫化學之活性表現來探討電針止痛的效果及其可能機轉。 

本次動物實驗中，我們利用 Halothane吸入性全身麻醉方式，以避

免大白鼠清醒狀態下壓力性止痛作用的干擾。大白鼠共分為：強刺激

組、弱刺激組、morphine組與控制組。各組動物之止痛效果則利用閃尾

實驗的最大可能效應(MPE :maximal possible effect)來加以分析比較。除

此之外，也利用福馬林注射疼痛行為加權評分及大白鼠脊髓背角神經元

Fos免疫染色度來評估止痛效果。實驗所得數據則分別接受 ANOVA及

Dunnett`s post-hoc test分析。各組間 P值之差異性若少於 0.05，則表示

有統計上之差異。 

我們的結果顯示：較高的刺激強度對老鼠閃尾反射產生較強的抑制

作用,而且和電針穴位刺激強度呈現正向關連，較高的刺激強度對老鼠閃

尾反射產生較強的止痛效果。另外，我們數據亦顯示，電針刺激組及

morphine組在福馬林注射疼痛加權評分及脊髓背角 Fos免疫染色度，相

較於控制組皆有明顯的降低。而電針刺激之同側大白鼠背角神經元 Fos

免疫染色度相較於控制組(沒有電針刺激)並沒明顯增加。此結果也暗喻

電針穴位刺激在不超過傷害受体活化的閾值內，其止痛效果與其刺激強

度是呈正向關係。 

關鍵字: 電針止痛，c-fos蛋白質，免疫生物化學分析法，閃尾實驗，福

馬林注射，Halothan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