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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极炼身体能增强人体的抵杭疾病的能力
， 增强人体的免夜机能

，
这是人所共知

岭密实
。

气功极炼是否也能达到这样的 目的
，
本文通过观测��名 气功锻炼者 自身时

比获得的鳍果
，
证明气功锻炼也能增强人体的免夜机能

。

‘ 曰、 �口‘ 岁�卜碑�月�、 口、 户、 �一洲妇汽�诀二，’ 朽�、 、 门口气氏入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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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口、 州甲气声 ‘ 月�、 口、 户、 、 �护目卜 ‘ 八户洲口沪沪，” ，旧、 、 氏片人

免疫系统是生物进化的产物之一
，
免疫系统中的白细胞

、

淋巴细胞
，
单核一巨噬细胞和

粒细胞等可参与识别和消灭入侵的细菌
、

病毒或异已生物体
。

体液中的免疫球蛋白
，
它能保

护人体抵抗入侵的病原体
，
增加人体的抵抗能力

，
从而起到预防疾病的作用

。

本文是对��名气功锻炼者进行一年零三年月前后两次测试体液免疫球蛋白 ����
、
���

���和补体�
�
�的探讨观察的结果

。

一
、

一般资料

��名观察对象均为����年 �月至 �月宜春市气功协会举办气功学习班第二期学员
，
男女

各��人
，
年龄最大��岁

，
最小��岁

，
平均年龄��

�

�岁
。

��人的健康状况
，
在未练功前

�
高血

压 �例
，
肺心病 �例

，
肝硬化 �例

，
胃病 �例

，
气管炎 �例

，
糖尿病 �例

，

关节炎 �例
，
兼有

两种病以上��人
。 ‘

二
、

实验方法和步骤

�
、

实验对象锻炼时间为一年零三个月
。

前三个月每天上午集中练功��一���分钟
，
三个

本文于����年 �月��日收到



月后分小组练功
，
每天清晨练功��一��分钟

。
主要功法是大雁气功前��

、

后��
、

三叉螺旋功

等
。

�
、

��名练功者在练功三个月后和一年零三个月后分别取静脉�肘部�血各一次
，
对其中

三种免疫球蛋白����
、
�‘�

、
����和补体�

�

进行前后自身对比
，
两次化验在当地医院的同

一化验室
，
同一样条件

，
采用同一种方法

，
由同一化验师操作

，
同在清晨空腹�一�小时之内

测完
。

此外
，
还进行肺活量

、

心率
、

血压
、

握力等生理指标测试
。

�
、

免疫球蛋白的测定方法为琼脂扩散法
。

三
、

实验结果

�
、

��名实验对象进行练功三个月和一年零三个月两次 自身对比
，

数值统计见表 �
，
���

���
、
�

。
经统计学处理有非常显著差异 ����

�

���
。

�
、

对��名实验对象练功三个月和经过一年后两次检查 自身对比
，
免疫球蛋白���增加

有��人
，
占���

， ���增加有��人
，
占���

， ��

增加有��人
，
占���

。

所有对象经过一年气

功锻炼后
，
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加

，
大部分增加幅度较大

。

�
、

两次测试数据对比
，
无论她�

、
���

、

还是�
�

的增加与本人性别
、

年龄
、

原有健康水 平

对照
，
并不相关

。

所以
，
年龄

、

性别
、

健康状况
，
都不影响气功的锻炼

。

�
、

��名实验对象中
，
经过三个月气功锻炼后

， �例高血压病人基本稳定正常范围
，
胃

病
、

气管炎
、

关节炎等病人 自我感觉好转， 再经过一年气功锻炼后
，
有肝硬化

、

肺心病者
，
自我

感觉有明显好转
，
���的观察对象感觉精力充沛

，
食欲增加

，
睡眠安稳

。

个别对象甚至以前

感冒不断
，
药不离身

，
经气功锻炼后也很少感冒

，
明显提高了自身免疫能力

。

四
、

讨论分析

免疫是人体免疫系统识别和排斥异物保持 自身稳定和平衡的一系列反应
，
是机体一种自

卫能力
，
人体免疫机能随着机体的衰老而下降

。

���是血清免疫球蛋 白中最重要的物质
，
受抗原刺激所表现的抗体活性主要与它相关

。

它具有促进吞噬细菌和中和毒素等多种功能
，
在抗传染性的免疫中起着主要作用

。

观测结果

表明
，
通过气功锻炼

，
有���的观测对象���抗体增加显著

，
证明他们的免疫能力增强

。

���约占血清免疫球蛋白总量的���
，
它能抑制细菌

、

防止抗原的吸收
，

在补体或溶菌酶

参与下产生溶菌作用
，
不少抗细菌与抗病毒抗体属于这一类型

。

本观测结果有���的对 象���

增加非常显著
， ���

�

��
。

血清中���的水平是相当低的
，
但在接触抗原后

，
���常常是最早产生的抗体

，
当 �日�

结合到细胞抗原时
，
可最有效地活化补体

，
产生细胞溶解反应

。

最重要的生物功能是通过补

体介导吸附到吞噬细胞上
，
所以

，
���在排除特异抗原以及从血流中清除微生物皆占有特殊

的地位
。

但是
，
为什么炼功时间长

，
艳�含量反而降低 �这与他人的观测结果相一致�

，
这

点有待于再探索
。

�
。
在体液中含量最多

，
补体的各种生物活性在溶解细胞

、

促进吞噬作用等机体防御系统

中相当重要
，
对人类可能是维持个体完整性的重要机制

。
�

�

与炎症反应
，
防御机制起作用

，
还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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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酶的含量
，
促进杀菌作用

。

本文所观测对象
，
通过气功锻炼

， �
�

含量显著增加
，
�� 。 �

��，

对疾病起着非常重要的免疫作用
。

综上所述
，
经气功锻炼者

，
免疫球蛋白和抗体均有显著性增加

，
从而提高了他们的机能

综合免疫力
，
使机体处于

“
类感染

” 状态
，
导致生理获得免疫应激

。
�

免疫球蛋白随着年龄的

增长而保持稳定甚至增加
，
对机体抗感染功能是一种代偿的表现

，
使老年患有的慢性疾病得

至�康复
。

气功是通过调心
、

调身
、

调息的手段来健体强身
，
防病治病的

。

人进入气功状态
，
呼吸

要细慢匀长
，
这样氧气能充满肺部

，
又能通过经络系统输布到全身

，
内至五脏六腑

，
外达肌

肉皮肤
。
心脏是人体的一个重要脏器

，
在各个内脏中起着主导和支配作用

，
其生理功能是主

神志
，

是人体生命活动的主宰� 主血脉
，
为血液运行的动力

。

人在气功状态
，
人体植物神经得

到改善
，
交感神经中枢受到抑制

，
使微血管扩张

，
血流速加快

，
使微循环得到改善

，
有更多的

毛细 血管网得到开放扩张
、

关闭收缩运动
，
并促使组织液的生成与回流

，
促使细胞 物 质 交

换
。

由
一

于微循环的改善
，
激发了组织代谢应激力

，
清除了废物

，
修复了组织

，
保证了机体细

胞组织二自身代谢调节作用
，
报括

“
气行则血行

，
气滞则血滞

”
的理论

，
由于气血的正常运

聆使人体保持阴阳的动态平衡
，
运用

“
气

”
去疏通经络

，
活血化淤

，
协调脏腑

，
从 而 产 生

“
气血流通

，
百病不生

” ，
提高机体免疫的效应

。

增强人体新陈代谢
。

观测对象经过一年零

三个月的气功锻炼
，
免疫球蛋自工��

、

坛�和补体�
。
值普遍提高

，
非常 显 著���

�

��
。

�� 名

气功观察者原共患有��项炭病
，
其中两项疾病以上患者��人

，
三个月气功锻炼后

，
各种疾病

好转占材�
，
又经一年谈炼爪

，
疾病恢复率达���

。

五
、

小 结

总结归纳观测对象的结果和他们自身的反映后认为
�

�
、

气功疗法具有调动书
�

休灼自动调节性
，
且能发挥其双向性

、
多 �勺比

、

整体性的良好

作用
，
本文观测对象虽平均患近二种疾病

，
但都获得不同程度的康复

。

�
、

具有激发体内潜能
、

提高自身免疫力
，
增强体质的作用

。

有的观测对象以前感冒频

患
，

药不离身
，
经气功锻炼 行

，
很少感冒

，
也丢掉了药瓶子

，
体力明显增强

。

�
、

具有舒筋活络
、

行气化淤的功效
，
本文观测对象患风湿性关节炎

，
关节痛

，
神经性

疼痛等的
，
经气功锻炼后

，
疗效甚佳

。

�
、

具有健胃运肠
、

疏通胃肠阻塞作用
，
加强胃肠的蠕动

，
减轻胃场负担

，
改 善 胃 肠

消化与吸收功能
，
增进了食欲

。

本文观测结果
，
对消化系统疾病患者

，
达到百分之 百 的 疗

效
。

�
、

加强血液循环
，
改善微循环

，
原有高血压

、

肺心疾病患者
，
经过气功锻炼后

，
血压

稳定
、

肺心病明显好转
，
对肝硬化和糖尿病等疾病都有明显好转

。

本文得列江西省宜春市老年体协及宜春地区传染病医院黄医师等同志大力支持
，
谨此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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