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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免疫反应规律  保证蜂针疗法安全
——安全不限于首次试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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蜂针治疗是非常独特而有益的治疗方法，具有

针药结合、防治皆效、简便验廉的特点，对于许多

疑难杂症都有良好的效果。我们一直强调要安全施

用蜂针，让蜂针发挥更好的作用。许多人认为在初

诊试针后不过敏的情况下，今后的治疗就安全了。

实际上安全性要贯穿整个蜂针治疗的过程，不能限

于第一次试针，因为初次试针安全并不能保证之后

的治疗一直安全。每一次的蜂针治疗时，我们应该

谨记以下几点：

一、蜂针的反应规律客观存在

蜂针由蜜蜂的蜇刺针与毒囊部分组成，蜂针治疗

是典型的针药同用的疗法。之所以蜂针刺后有时会有

严重的过敏反应，主要是因为蜂针液引起的。

蜂针治疗普遍存在着安全性的问题，尤其是对某

些过敏体质的患者，尤为突出。这导致无论是蜂疗爱

好者或医生，都不敢轻易使用蜂针。医生们虽然有一

些手段抗过敏反应，但有时碍于对过敏反应的复杂性

掌握不够，也不愿去使用蜂针治疗疾病，即便使用，

也极其小心谨慎。因此预防蜂针过敏反应，必须掌握

免疫反应原理、蜂针的反应规律。

蜂针反应有局部反应与全身反应，也有轻型反应

与严重的反应。如仅是局部的红肿痒痛等，只属于轻

的蜂针反应，即使兼有发热现象，也不至于太严重。

而严重的过敏反应多指全身性的过敏反应，如荨麻

疹，过敏性休克等[1]，有的会危及生命，让人们措手

不及。当然这些反应还是有一定规律的[2]。有时严重

的过敏反应常常发生在多次蜂针以后。故此掌握蜂针

反应的规律，是保证蜂疗的安全性，提高蜂针疗效的

保障。

二、人体的免疫反应及过敏反应的产生

免疫是指机体的一种生理性保护功能。它包括

机体对异物（外来物质及体内的变异物质）的识别、

排除或消灭等一系列过程。人体不希望有病原微生物

侵入，同时不断清除本身所产生的损伤细胞和肿瘤细

胞等，以维持人体的健康。蜂针中除蜇刺的短针外，

还有蜂针液，这对于人体就是外来物质，会激发机体

的免疫防御功能。关于蜇刺针，只要拔除即解除异物

刺激；但蜂毒进入机体，就会让机体产生免疫反应。

人体的免疫功能，具有三道防线，有着天生的抵抗功

能，有的是固有的、与生俱来的，即非特异性免疫；

有的是后天获得的，由抗原刺激产生抗体而造成，为

特异性免疫。特异性免疫是人体的主动防御体系，主

要由人体的体液和细胞完成。是机体在受内外环境因

素的刺激而获得的免疫功能，即是抗原-抗体反应。

机体有认识自己，排斥非己的功能，对于外来物质无

论是有无接触过，都可以立刻响应，并有效地防止各

种异物的入侵；特异性免疫是在接触到蜂毒刺激后，

专门在机体内发展起来的针对蜂毒（外来物质）的免

疫反应。所以蜂针刺入常分为非特异性免疫反应与特

异性免疫反应。

表1  人体的免疫防线

项目 组成 功能 类型

第一道 皮肤与粘膜
阻挡和杀灭病原体，

毒素，清除异物
非特异性

免疫
第二道

体液中的杀菌物
（溶菌酶）和吞

噬细胞

溶解、吞噬和消灭病原
微生物，衰老细胞等

第三道
免疫器官与免疫

细胞
产生抗体，消灭抗原

特异性
免疫

蜜蜂针刺入，首先突破了机体的第一道防线皮

肤，使机体对它产生了非特异性免疫，同时也激发了

特异性免疫的产生与发展。当发展到一定程度，再次

接受蜂针刺激时，有可能刺激开通了免疫的记忆细

胞。这些细胞在参加反应时，就会发生更快更强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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蜂针后反应。这种反应会有溶酶体的参与，引起全身

的反应。甚至严重到对人造成伤害，甚至使人毙命。

免疫通常对机体是有利的，它可以帮助维持身

体的正常机能，维持人体的健康。但在某些条件下也

可对机体造成损害，如过敏就是由免疫系统对外来物

质过度敏感引起的。免疫是人体排斥进入人体的抗原

物质（如病原体、异物、蜂毒等）。第一次蜂针的初

试针，只能表明是否合适进行蜂针，是否会引起强烈

反应，这也是测试蜂针液在体内的存在与否的观察。

如果无蜂毒的存在，无论是非特异性免疫，还是特异

性免疫，机体是不会有严重反应的。有严重反应，就

表明机体原来曾经受过蜂针的刺激，接触过蜂毒类的

物质，这属于特异性免疫。机体能识别再次接触的相

同抗原，作出相应的反应，并进行动员，将外来物质

“格杀勿论”。

三、蜂针的过敏反应符合免疫反应规律

蜂针的过敏反应即是免疫反应，严重的过敏反

应则是接受蜂针后的过度的免疫反应，如果不及时处

理，有些人会因反应过重而无法救治。

如图1所示：当蜂针毒素再次入侵人体后，人体

内B细胞的记忆细胞，再通过浆细胞发挥免疫作用。

蜂针刺激与结核杆菌入侵，属于胞内寄生菌不同。后

者当结核杆菌侵入人体细胞后，人体主要是通过T细

胞的细胞免疫过程发挥免疫作用，将结核杆菌释放到

体液中，将抗原暴露出来，通过与抗体的特异性结合

而被灭活，最后主要由吞噬细胞清除。而吞噬细胞能

将病原体消灭掉是依赖于细胞内的溶酶体。

蜂针造成免疫的过程中需要抗原刺激，其过程是

T细胞与B细胞，以及记忆细胞。蜂毒或蜂针刺进入

体内，导致严重过敏反应，一般是由特异性的过敏反

应所产生的。蜂毒液进入体内则视为外来物质——抗

原，会刺激机体产生相应的抗体，抵御外来抗原的侵

袭。抗体的化学成分为蛋白质，是由浆细胞产生的，

浆细胞是由B细胞增殖分化而来的。但是当第一次接

受蜂针治疗时，患者从来未接触蜂针蜂毒刺激，体内

并无相应抗体；只有在接受刺激后，抗体才会产生，

同时存在有记忆细胞。因此强烈的反应只发生于二次

免疫反应的过程，是体内抗体造成，以及记忆细胞的

作用。当B细胞表面的抗原识别受体与抗原结合时，

该细胞被活化、分化出的浆细胞，制造大量的抗体分

泌到血液中。其特点是反应更快更强烈。

人类的免疫系统非常复杂，不同的细胞具有不

同的功能，其中自然杀伤细胞即NK细胞，是一种具

有多种功能的细胞群，属于粒状淋巴细胞，不依赖抗

体，可以介导天然的免疫应答，具有直接杀伤抗原能

识别并消除感染与异物的细胞。可以介导各种抗原、

抗体反应的发生；可以表现出应激症状，在某些情况

下参与超敏反应的发生。同时确保侵入的病原微生物

及异物能够迅速地使之无害并保持整个机体的健康。

它们可以在下次碰到相同抗原体时就发动快速攻击，

也可以在感受到相似的炎症环境后，就产生强烈的杀

伤功能。

人体的免疫系统是具备一定记忆功能的，即

“免疫记忆”。在蜂针的过程中，无论是先天免

疫，还是特异性免疫，一旦与蜂毒

这一抗原发生接触后，如果再一次

接触同样蜂毒的抗原刺激，就可以

快速启动二次免疫，发挥更强的免

疫应答。有的人以为初期试针，半

小时至1小时后无反应，就可放心

施治了。孰不知，严重的蜂针反应

有时并不是在第一次治疗之时，除

非该患者以前被蜂针蛰刺过。与之

相 反 ， 有 的 严 重 蜂 针 反 应 常 出 现

在10天~20天。如不是持续治疗的

话，也可能出现在再次治疗之时。图1 抗原进入机体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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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难以预测何时是蜂针反应的高峰期，但持续治

疗时是有一定的局部反应的。在蜂针治疗中，遇到

间隔一定时间来接受治疗者[3]，更应该小心谨慎，因

为此时机体中已经有相应的同种蜂毒抗体，应该再

试针才能够保证安全。

四、预防严重过敏反应，安全使用蜂疗

蜂 针 治 疗 时 ， 往 往 大 家 都 认 为 通 过 初 次 试

针，就可以高枕无忧，而忽略了后期蜂针的过敏

反应出现，持续用大量的蜂针进行治疗。安全的

做法是即使进行了首次的蜂针试针治疗，也应该

循序渐进，因为在后期的治疗中还可能会碰到蜂

针过敏的现象[4]。关于试针的方法与部位的探讨已

经有所报道[5]，要因人因时因病进行个体化治疗。

而且蜂针的局部反应严重的时间点也不是在试针

时，应该是在持续治疗1～2周的时间里。由于初

期蜂针时，患者的机体被一个陌生的蜂毒抗原接

触后，并未产生抗体，而使初始B细胞大量增殖，

其中多数分化为效应B细胞，当逐渐持续蜂针刺激

时，使得机体内的蜂毒抗体增加，到一定的时候，

再次接受同种蜂针刺激时，会触动体内的记忆细

胞，使机体中的抗体调动起来，对外来的蜂毒物

质进行反抗，就会出现较严重的过敏反应[6]。只有

当体内慢慢地对蜂毒耐受以后，过敏反应的风险

才会减少。少部分则分化为记忆B细胞（memory B 

cell），只负责记忆敌人的信息，存活数年，甚至

终生。

关于脱敏疗法，有的人是用蜂毒多次小量试针；

或利用人工减毒或者灭活的蜂毒，刺激人体产生对蜂

毒的记忆，使得再次接触蜂毒蜂针时能够抵御快速免

疫应答。但作者认为也不能轻易认为这样做便是安全

的，因为不同种的蜂毒也有不同的反应。同时在提练

蜂毒及制剂之时，有可能会有许多挥发性的成分丢

失，而且要考虑是否是同种抗原？所以在这种情况

下，即使是使用蜂毒注射液进行过脱敏治疗，也应该

注意安全。因为其可能在接触蜂针刺激时，仍有严重

过敏反应出现。

五、任何过敏反应，都与量及个体差异密切相关

过敏反应的表现是多样的，但是肯定有过敏原与

体内的抗体参与[7]。此外还有许多相关因素干扰[8]，

在施用蜂针时必须注意。蜂针的过敏反应与进入体内

的剂量[9]是密切相关的。这些量含单次的剂量与累积

的剂量，单次量少则风险小，积累到一定时期后剂量

则显而易见。所以随时调整蜂针剂量是安全使用的原

则之一。一般量与疗效成正比，又与安全性成反比。

所以我们在用蜂针时，需要小量试针，尤其是初期治

疗，甚至可以每日2～3次的小剂量刺激，以求安全有

效地进行蜂针治疗。

反应的个体差异也非常需要关注。有的人耐受

性强、反应弱；有的人非特异性的反应本就很强烈，

再加上特异性免疫就更严重。所以要因人而异密切注

意，针对个体不同而施针。有的疾病与用药，使得机

体的免疫力大大下降，这时机体的蜂针后反应就弱也

是正常现象。

蜂针的安全要以预防为主，有时过敏反应来

得太凶猛，甚至来不及抢救，这种情形在临床也屡

见不鲜。故此我们提倡掌握蜂针治疗的规律，循序

渐进、防治过敏、提高疗效。另外，大量使用蜂针

还必须注意对其他肝肾功能、血液等项目的影响观

察，如明确与蜂针刺激有关时，必须立即停止施用

蜂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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