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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免疫调节作用的系统营养联合节律运动
对肺代谢低下风险人群的干预效果

尹艳亮ꎬ 岳　 宏ꎬ 方　 亮ꎬ 蒋　 峰ꎬ 李卫江ꎬ 蒋　 彤

(北京东方倍力健康研究院ꎬ 北京　 １０００６９)

摘　 要: 目的: 探讨基于免疫调节作用的系统营养联合节律运动对肺代谢低下风险人群的干预效果及可能的作

用机制ꎮ 方法: 通过评价量表筛选病毒感染风险高且通过生物电全身健康扫描系统检测显示肺代谢低下的受试者共

１２０ 例ꎬ 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ꎬ 每组 ６０ 例ꎮ 观察组每天按时进行系统营养联合节律运动干预ꎬ 对照组不做任何干预ꎮ
干预 ３ 个月后对比 ２ 组受试者双肺、 胸腺、 脾脏区域的生物活性水平ꎬ 病毒易感指数、 病毒抵抗力指数、 病毒感染

发病危险指数水平ꎬ 以及氧化压力水平的变化ꎮ 结果: 相比干预前ꎬ 干预后观察组的受检者的双肺、 胸腺、 脾脏区

域的生物活性升高 (Ｐ <０ ０５ 或 Ｐ <０ ０１)ꎬ 病毒易感指数、 病毒抵抗力指数、 病毒感染发病危险指数、 间质的过氧

亚硝酸自由基 (ＯＮＯＯ)、 间质的小分子自由基 (ＮＯ)、 间质的羟自由基 (ＯＨ) 水平降低 (Ｐ < ０ ０５ 或 Ｐ < ０ ０１)ꎬ
对照组受试者的上述指标干预前后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Ｐ >０ ０５)ꎮ 结论: 系统营养联合节律运动可改善肺代谢水

平ꎬ 可能与灰树花多糖、 香菇多糖、 牛磺酸等系统营养联合节律运动调节机体免疫有关ꎮ
关键词: 免疫调节ꎻ 病毒ꎻ 系统营养ꎻ 节律运动ꎻ 生物电全身健康扫描系统

呼吸系统是人体与外界环境间进行气体交换的器官

系统ꎮ 以气管、 支气管、 肺为主的呼吸系统疾病往往起

病隐匿ꎬ 一旦病程迁延ꎬ 可导致严重的后果ꎮ 研究表

明ꎬ 多种呼吸道病毒 (包括常见的流感以及新型冠状病

毒) 感染均可能导致肺纤维化的发生[１]ꎬ 已成为人类健

康的最大威胁之一ꎮ 因此ꎬ 需重视对呼吸系统疾病风险

的早期预警与干预ꎬ 防止疾病的发生发展和加重恶化ꎮ
目前ꎬ 针对肺部病变的治疗多采取药物治疗ꎬ 主要的治

疗对策是在对症治疗的基础上ꎬ 积极防治并发症ꎬ 治疗

基础疾病ꎬ 预防继发细菌感染[２]ꎬ 而采取以营养和运动

联合早期干预的研究报道很少ꎮ 本文旨在研究通过健康

预警手段筛查肺代谢低下风险人群ꎬ 采取系统营养联合

节律运动对肺脏进行干预研究ꎬ 为抵抗病毒策略的制定

提供理论基础和实验依据ꎮ

１　 资料与方法

１ １　 一般资料

选取 １２０ 例病毒感染发病危险指数高且肺代谢低下

人群作为研究对象ꎬ 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ꎬ 每组 ６０
例ꎮ 观察组: 男 １９ 例、 女４１ 例ꎻ 年龄３０ ~８０ 岁ꎬ 平均

(６３ ９０ ±７ ７８) 岁ꎻ 对照组: 男 ２０ 例、 女 ４０ 例ꎻ 年龄

３０ ~８０ 岁ꎬ 平 均 (６４ ５８ ± ６ １２) 岁ꎮ ２ 组受检者一般

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 >０ ０５)ꎮ
１ ２　 纳入标准及排除标准

(１) 纳入标准: ①符合王贵强等[３] 编著的 «病毒

易感指数快速测试量表» 和 «病毒抵抗力指数快速测试

量表» 评价病毒感染危险指数高ꎻ ②生物电全身健康扫

描系统检测显示双肺区域生物活性降低ꎬ Ｎ < ￣２０ꎻ ③依

从性良好ꎬ 均可自主行走 ３ ｋｍꎬ 并按照要求记录日常服

药、 饮食、 运动等情况ꎮ (２) 排除标准: ①处于慢性阻

塞性肺疾病 (ＣＯＰＤ) 急性期ꎻ ②心、 肝等其它器官存

在疾病者ꎻ ③妊娠和哺乳期患者ꎻ ④认知功能障碍ꎮ
１ ３　 试验仪器

生物电全身健康扫描系统 (ＤＤＦＡＯ) [４] (法国 ＭＥ￣
ＤＩ Ｌ Ｄ 公司)ꎬ 应用神经生理学、 神经功能学及神经

科学基本理论ꎬ 采用低压直流电刺激感应技术对人体进

行扫描检测ꎬ 对人体组织器官功能进行评价ꎮ
１ ４　 试验方法

１ ４ １　 实验干预　 观察组对研究对象采取系统营养联合

节律运动的干预方案ꎬ 对照组不做干预ꎮ (１) 系统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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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预　 营养制剂由北京东方倍力营养科技有限公司提供ꎬ
包括复合食用菌浓缩粉 (香菇浓缩粉、 灰树花浓缩粉、
江山白菇浓缩粉)、 牛磺酸、 低聚木糖等ꎬ 每日 ２０ ｇ 食

用ꎮ 配方参照发明专利 “一种复合真菌多糖营养剂 (专
利号: ＺＬ２００４１０１０２９８３ ６)”ꎬ 满足 «系统营养论» 对营养

配方设计的核心思想— “种类齐全、 数量充足、 比例适

当、 供需平衡”ꎮ (２) 节律运动干预　 运动方案依据 «健
康节律运动学»理论ꎬ 以生理学、 康复医学等为基础ꎬ 符

合运动适宜度的理论ꎬ 运动时间、 频率、 强度等方面可量

化ꎮ 其中ꎬ 基础性节律运动采取有氧步跑ꎬ 动作按照步幅

为 ０ ~ １ ５ 脚长ꎬ 以跑步的姿势进行慢走运动ꎬ ３０ ~ ４０
ｍｉｎ / 次ꎬ 每天 １ ~２ 次ꎻ 调节性节律运动采取肩部、 髋部

节律运动ꎬ 对于背部脊柱肝胆、 肠胃区域的植物神经有双

向调节作用ꎬ 可提高相应部位的血液循环ꎬ 良性刺激自主

神经调节靶器官功能ꎬ 每次 １０ ~１５ ｍｉｎꎬ 每日 ３ 次ꎮ
１ ４ ２　 试验指标　 干预前和干预 ３ 个月后运用评价量

表和检测技术对 ２ 组 １２０ 例研究对象进行如下指标

检测ꎮ
(１) 病毒易感指数、 病毒抵抗力指数、 病毒感染发

病危险指数　 通过 «病毒易感指数快速测试量表» (试
行) 对个人健康行为习惯简易评分ꎬ 得分越高ꎬ 则对病

毒越易感ꎮ ￣１９ ~ ￣６ 分: 轻度易感ꎻ ￣５ ~ １２ 分: 中度易

感ꎻ １３ ~１９ 分: 高度易感ꎻ 通过 «病毒抵抗力指数快速

测试量表» (试行) 对个人对病毒抵抗力简易评分ꎬ 积

极正向结果 ＋１ 分ꎬ 得分越高ꎬ 对病毒的抵抗力越强ꎮ ￣
１６ ~ ￣５ 分: 抵抗力弱ꎻ ￣４ ~ ５ 分: 抵抗力中等ꎻ ６ ~ １６
分: 抵抗力强ꎮ

综合评估: [ «病毒易感指数快速测试量表» (试
行) 得分] × １６￣ [ «病毒抵抗力指数快速测试量表»
(试行) 得分] × １９ ＝ 病毒感染发病危险指数ꎮ 分数越

高ꎬ 说明越容易发病ꎬ 且症状可能越严重 ( < ０ 分ꎬ 危

险度低ꎻ >０ 分ꎬ 危险度高)ꎮ
(２) 双肺、 胸腺、 脾脏区域生物活性 (Ｎ) 正常范

围为￣２０≤Ｎ≤ ＋ ２０ꎮ 当 Ｎ < ￣２０ 时ꎬ 表示脏器代谢长期

处于低下状态ꎬ 耗氧量减少ꎬ 可能有慢性炎症存在的风

险ꎻ 当 Ｎ > ＋２０ 时ꎬ 表示脏器近期代谢处于过强状态ꎬ
耗氧量增加ꎬ 可能有局部缺血、 急性炎症或水肿存在的

风险ꎮ
(３) 间质的过氧亚硝酸自由基 (ＯＮＯＯ)、 间质的

小分子自由基 (ＮＯ)、 间质的羟自由基 (ＯＨ) 氧化压

力水平 (Ｎ)ꎮ 正常范围为 Ｎ≤ ＋１０ꎮ 当 Ｎ > ＋１０ 时ꎬ 表

示组织器官易遭受自由基的攻击ꎮ
１ ５　 统计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 ２２ ０ 统计分析软件ꎬ 符合正态分布的计

量资料以ｘ ± ｓ 表示ꎬ 两组间比较采用 ｔ 检验ꎻ 计数资料

以率表示ꎬ 两组间比较采用 χ２ 检验ꎮ Ｐ <０ ０５ 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ꎮ

２　 结果与分析

２ １　 双肺、 胸腺、 脾脏区域的生物活性变化

相比干预前ꎬ 干预后观察组的双肺、 胸腺、 脾脏区

域的生物活性值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 < ０ ０５ 或 Ｐ <
０ ０１)ꎬ 对照组的双肺、 胸腺、 脾脏区域的生物活性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 >０ ０５) (表 １)ꎮ

表 １　 ２ 组干预前后双肺、 胸腺、 脾脏区域生物活性水平比较 (ｘ ± ｓ)

组别 例数

左肺上叶

干预前 干预后

左肺下叶

干预前 干预后

右肺上叶

干预前 干预后

右肺中叶

干预前 干预后

观察组 ６０ ￣３４ １５ ±１４ ２６ ￣２４ ８５ ±２０ ０５∗ ￣３０ ６８ ±１１ ２９ ￣２０ ４３ ±１３ ４７∗ ￣３５ ２２ ±１４ ９９ ￣２１ １７ ±１４ ２３∗ ￣３４ １５ ±１４ ２５ ￣１８ ４８ ±１６ ２６∗

对照组 ６０ ￣３３ ２３ ±１４ ０６ ￣２８ １１ ±１９ ２３ ￣３１ ２５ ±１２ １３ ￣２７ ３７ ±２２ １６ ￣３３ ９４ ±１４ ６７ ￣２７ ３２ ±１９ ０４ ￣３５ ３４ ±１５ ４６ ￣２６ ４３ ±２２ ３９

ｔ 值 ６０ ０ ３５６ ２ ５３６ ０ ２６６ ２ ０７３ ０ ４７３ ２ ００４ ０ ４３８ ２ ２２５

Ｐ 值 ６０ ０ ７２３ ０ ０１３ ０ ７９０ ０ ０４０ ０ ６３７ ０ ０４７ ０ ６６２ ０ ０２８

续　 表

组别 例数

右肺下叶

干预前 干预后

胸腺

干预前 干预后

脾脏

干预前 干预后

观察组 ６０ ￣３４ ０３ ±１４ ７１ ￣１５ ７２ ±１０ ２０∗∗ ￣２３ ８０ ±２８ ３５ ￣１５ ７５ ±１６ ０６∗ ￣２５ ５３ ±１８ ９６ ￣１７ ２２ ±１３ ４１∗∗

对照组 ６０ ￣３１ ９８ ±１１ １２ ￣２６ ４５ ±２０ ４４ ￣２４ １６ ±２９ １３ ￣２３ ６８ ±２０ １７ ￣２６ ２１ ±２０ ３２ ￣２４ ９２ ±１７ ３３

ｔ 值 ６０ ０ ８６１ ３ ６３８ ０ ０６９ ２ ３８２ ０ １９０ ２ ７２２

Ｐ 值 ６０ ０ ３９１ ０ ０００ ０ ９４５ ０ ０１９ ０ ８５０ ０ ００８

　 　 注: 与本组干预前比较ꎬ∗Ｐ <０ ０５、∗∗Ｐ <０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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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２　 病毒易感指数、 病毒抵抗力指数、 病毒感染发病

危险指数变化

　 　 相比干预前ꎬ 干预后观察组的病毒易感指数、 病毒

抵抗力指数和病毒感染发病危险指数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 <０ ０１)ꎬ 对照组的 ３ 项指标数值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 >０ ０５) (表 ２)ꎮ

２ ３　 过氧亚硝酸自由基 (ＯＮＯＯ)、 间质的小分子自由

基 (ＮＯ)、 间质的羟自由基 (ＯＨ) 的氧化压力

变化

　 　 相比干预前ꎬ 观察组的间质的 ＯＮＯＯ、 间质的 ＮＯ、
间质的 ＯＨ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 < ０ ０５)ꎬ 对照组的 ３
项指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 >０ ０５) (表 ３)ꎮ

表 ２　 ２ 组干预前后病毒易感指数、 病毒抵抗力指数和病毒感染发病危险指数水平比较 (ｘ ± ｓ)

组别 例数

病毒易感指数 (分)

干预前 干预后

病毒抵抗力指数 (分)

干预前 干预后

病毒感染发病危险指数 (分)

干预前 干预后

观察组 ６０ ５ １７ ±８ ５６ ￣６ ３０ ±８ ６９∗∗ ￣６ １７ ±５ ７３ １ ０８ ±５ １０∗∗ １９９ ８３ ±１７８ ８５ ￣１２１ ３８ ±１７１ １８∗∗

对照组 ６０ ５ ５４ ±９ ０２ ４ １２ ±７ ３１ ￣６ ３０ ±５ ９７ ￣５ ５２ ±４ ８９ １９２ ７９ ±１７０ １２ １６０ ４６ ±１３２ ８１

ｔ 值 ６０ ０ ２３１ ７ １０８ ０ １２２ ７ ２３６ ０ ２２１ １０ ０７６

Ｐ 值 ６０ ０ ８１８ ０ ０００ ０ ９０３ ０ ０００ ０ ８２６ ０ ０００

　 　 注:∗∗与本组干预前比较ꎬ Ｐ <０ ０１
表 ３　 ２ 组干预前后间质的过氧亚硝酸自由基 (ＯＮＯＯ)、 间质的小分子自由基 (ＮＯ)、

间质的羟自由基 (ＯＨ) 水平比较 (ｘ ± ｓ)

组别 例数

间质的过氧亚硝酸自由基 (ＯＮＯＯ)

干预前 干预后

间质的小分子自由基 (ＮＯ)

干预前 干预后

间质的羟自由基 (ＯＨ)

干预前 干预后

观察组 ６０ ６ ９２ ±５ ７６ ４ ５０ ±５ ２６∗ ９ １６ ±７ ８２ ６ ０８ ±７ ０８∗ ９ １７ ±７ ８２ ６ １７ ±７ １５∗

对照组 ６０ ７ １２ ±６ ０５ ６ ９８ ±７ ４２ ９ ０１ ±７ ０４ ８ ９４ ±８ １３ ８ ９１ ±９ １２ ８ ８５ ±７ ４６

ｔ 值 ６０ ０ １８６ ２ １１２ ０ １１０ ２ ０５５ ０ １６８ ２ ９７１

Ｐ 值 ６０ ０ ８５３ ０ ０３６ ０ ９１２ ０ ０４２ ０ ８６７ ０ ０４７

　 　 注:∗与本组干预前比较ꎬ Ｐ <０ ０５

３　 讨论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探讨基于免疫调节作用的系统

营养联合节律运动对肺代谢低下风险人群的干预效果及

可能的作用机制ꎮ 在 «系统营养论» 和 «健康节律运动

学» 指导下ꎬ 采取系统营养联合节律运动连续干预 ３ 个

月ꎬ 相比干预前ꎬ 干预后观察组受检者的双肺、 胸腺、 脾

脏区域的生物活性升高 (Ｐ < ０ ０５ 或 Ｐ < ０ ０１)ꎬ 病毒易

感指数、 病毒抵抗力指数、 病毒感染发病危险指数降低ꎬ
间质的过氧亚硝酸自由基 (ＯＮＯＯ)、 间质的小分子自由

基 (ＮＯ)、 间质的羟自由基 (ＯＨ) 水平降低 (Ｐ < ０ ０５
或 Ｐ <０ ０１)ꎬ 对照组受试者的上述指标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 (Ｐ >０ ０５)ꎮ 首先ꎬ 营养干预采取了 “金字塔型” 的

调节免疫的设计方案ꎬ 其中底层为基础性营养 (麦芽粉、
低聚木糖)、 中间层为功能性营养 (牛磺酸、 赖氨酸)、
顶层为调节性营养 (灰树花多糖、 香菇多糖、 江山白菇

多糖)ꎬ 从维持机体新陈代谢、 补充免疫系统 “特需” 营

养和激活免疫系统的角度探讨营养的可能作用机制ꎮ
(１) 基础性营养ꎬ 维持机体新陈代谢ꎮ 麦芽粉含有

蛋白质、 酶类等营养成分[５]ꎬ 有助于维持和促进肺组织

的代谢ꎮ 肠道菌群失调与肺部疾病和呼吸道感染有

关[６]ꎬ 低聚木糖通过促进双歧杆菌的增殖有助于维持肠

道菌群的平衡ꎮ (２) 功能性营养ꎬ 补充免疫系统 “特
需” 营养ꎮ 文献报道牛磺酸通过其抗氧化作用可以调节

细胞内钙离子流动ꎬ 对急性肺损伤有保护和治疗作用ꎮ
牛磺酸具有内在的抗炎和抗氧化作用ꎬ 可以阻止肺损伤

的进一步恶化而起到保护作用[７]ꎮ 赖氨酸能将抗原与 Ｔ
细胞相连ꎬ 使 Ｔ 细胞产生针对抗原的特异效应ꎮ 胸腺和

脾脏等免疫器官是机体发挥免疫功能的重要组织ꎬ 张婷

等[８]研究表明ꎬ 赖氨酸有助于增大胸腺指数和脾脏指

数ꎮ (３) 调节性营养ꎬ 激活免疫系统ꎮ 研究表明ꎬ 肺长

期处于代谢低下时易遭细菌、 病毒感染和自由基的攻

击ꎬ 可发展为肺纤维化甚至肺细胞变性的风险ꎮ 真菌多

糖被称为 “生物反应调节物”ꎬ 具有免疫调节作用ꎮ 田

君琪等[９]从免疫器官、 免疫细胞、 免疫分子 ３ 方面分析

了灰树花对机体免疫系统的调节作用ꎬ 结果表明ꎬ 灰树

花能促进免疫器官的增生ꎬ 促使其细胞的增殖分化和细

胞因子的分泌增加ꎬ 不仅能促进吞噬细胞等介导的固有

免疫ꎬ 还能促进淋巴细胞的增殖分化提高其机体的适应

性免疫功能ꎮ 香菇多糖作为一种非特异免疫刺激剂ꎬ 可



第 １０ 期 尹艳亮等: 基于免疫调节作用的系统营养联合节律运动对肺代谢低下风险人群的干预效果 ６９　　　

以在多个层次调节 Ｔ 淋巴细胞、 Ｂ 淋巴细胞、 巨噬细胞

等免疫细胞的作用[１０]ꎮ 据文献报道ꎬ 许多多糖单用虽有

一定的免疫调节、 抗病毒、 抗氧化、 抗肿瘤作用ꎬ 但 ２ 种

免疫增强剂包括 ２ 种多糖作用效果会更好ꎬ 从理论上讲具

有协同作用[１１]ꎮ 本研究营养干预除了灰树花多糖、 香菇

多糖ꎬ 还复合了江山白菇多糖ꎬ ３ 种真菌多糖有助于激活

免疫系统ꎬ 增加抗氧化系统的防御能力ꎬ 从而可能增加了

对抗肺部病毒感染和促进肺组织修复的能力ꎮ
其次ꎬ 运动干预采取了节律运动的干预方式ꎮ 节律

运动是在神经系统的调控下完成的ꎬ 采用中低强度的基

础性节律运动 (有氧跑步) 可加快新陈代谢、 增加能量

消耗、 促进营养素代谢加快ꎬ 采用调节性节律运动 (肩
部、 髋部等部位的健康节律运动操) 通过双向调节植物

神经功能可改善肝胆、 肠胃等器官的生物活性[１２]ꎬ 协

同营养作用整体增强和调节免疫ꎮ
本研究为呼吸系统风险的非药物干预的持续研究提

供了可借鉴的数据支持ꎬ 也为今后更深入进行营养联合

运动干预方案设计和抗病毒干预研究提供了借鉴和

思路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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