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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々ノ血清及ぜ Lワクチン寸療法テ施スニ際シ，ーノ随伴者ニ過ギズト，思考セラレ

シ蛋白鐙h 一度 R.Sc}tmidtノ唱道ニヨリ，蛋白鐙療法叉ハ非特殊性刺戟療法ノ名ノ下

ニ，諸事者ノ閑ニ喧惇セヨ Jレ、ャ‘頗Jレ興味ア Jレ題材トシア，今ヤ一新勢力トナリテ，響

界ノ一方ニ幡居スルニ至νリ. y 
句協

破傷風血清， Lヂプテリア寸血清或ハしヅペJレクリシ寸等ノ如キ，従来特殊性ナリト，

考へラレシ物質ノ作用弘之レア仔細ニ分訴スレベ何レア特殊性作用トシ，何レア蛋白

質作用ニ蹄ス可キカテ，判然匝別ス Jレハ至難ノ事ニシテ，或ハ特殊性作用トナシ， くFeer~

Herzfeld. Birk. Albrecht. Kargel.)或ハゴ}特殊性作用トナス. (Bingel. Kolle u. Schloss~ 

Terger.)此難事ア解決センニハ，恐ラク種々ノ生活鐙戎ハ個々ノ!臓器ニ就キ，巌密ニ，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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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質ノ作用九探究ス Jレニ若クモノナカ Jレ可シ. 然レド毛，非特殊性物質ノ現ハス作用ハ

頗Jレ多種多様ニシ九従ツテ其由ツテ来ル理由ユ付キテモ，亦諸事者其見解ラ異ニス.

Weichardtハ，蛋自慢ノ作用ハp 全細胞ノ原形質賦活 (Protoplasmaaktivierung)或

ハ機能増進 (Leistungssteigerung)ノ説アナシ，莞疫兎トジテノ疲勢素， (sogenannte 

Kenotoxin) 並ニしクノトキシシ寸様ノ;蛋白質分解産物テ，動物ニ非経口的ニ，大量テ奥

フレパ縫積的傷害ア起シ，中等度テ奥アレパ日蓄眠駅態テ経過セJレ後，抵抗力増進シ，小量

テ奥アレパ機能増進テ見Jレ.而シテ此ノ機能増進ニ基ク細胞ノ j新陳代謝ノ促進テ Weicha-

rdt ハ原形質賦活ト云7. 故ニ生活躍ハ，別種ノ抗盟テ産出ス Jレニ非ズシア，常備ノ鎮静

セル防禦カニ，活働テ奥アJレ毛ノナリト設ク.

之レニ反シ，Bierハ刺殺説 (ReiZtheorie)ア唱7. 即チ非経目的ニ，奥へヨレタル蛋

白龍ハ，刺戟トナリア，先グ充血，炎症及ピ熱テ起シ，弐デ生鐙ア健康朕態ニ復セシム.

而シア弱キ刺戟ハ9 生活活動ア喚起シ，中等度ノ;刺戟ハ之レア促進シ，強度ノ;刺戟ハ之レ

テ廊痔シ，最強度ノ;刺戟ハ之レテ中止セシムト.故ニ蛋白慢療法ニアリアハ，適度ノ活動

ラ促ス刺戟テ奥プノレテ可トス.従ツテ，奥アノレ分量ハ適度ナJレア要ス， 故ニ Bierノ門下

生タル Zimmerハ，関関刺戟療法 (Schwel1enreiztherapie) ト云ベリ.

Petersenハ血清酵素テ (1)天然ノ;蛋白瞳テ，しアノレプ毛ーゼン寸級迄分解スル作用テ有

スル酵素 (Leukoprotease) ト， (めしエレプシシ 1 ノ如ク作用シ. Lアルプモーゼン寸ア分

解.シア，無毒ノしアミノ寸酸トナス作用ァ者スル酵素トニ分ヂ，此等ノ醇素ノ作用ハ，抗

醇素ニヨリテ調節セヨノレ、毛ノナJレカう酵素，野，抗酵素ノ平衡障碍，之レRPチ蛋白鐙療

法ノ本競ナリ. 且久此ノ抗酵素ハ完疫事上ノ意味ニ於ナル抗鰭ユ非ズシテ， Lipoid ナ

リト説ク.

Rosenthal u. Holzerハ3 長白樫ノ非経目的草食入ハ，自律神経系統ユ震塗デ起シ， '(Er~ 

schutterung)生活躍ノ交感性愛蟹 (SympathischeUmstimmung)テ起スi而シテ凝集優

ハp 血糖ノ調節.並ニ腺分泌ノ轄機人略ボ同ジク 3 自律神経系統ユ支配セヨ Jレ、毛ノナ

リト設ク.

Freund u. Gοttliebハ，遁量ノ;非特殊性刺戟ハ自律神経系統ノ末端ニ作用シテ，植物

牲臓茶ノ興奮性テ昂進スト，且ツ Freundハ血清毒素ハ.酒精ニ可溶性ノモノナリト云ア

批駐ニ於テ Petersenノ所謂 Lipoid設ニ_.致スJジテ見Jレ.

其他程々ノ説テ唱アJレ者アJレ毛，要ス Jレニ示ダ何レモ蛋白佳作用ノ;本鐙ア関明スルニ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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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ラズ.

遮芙，蛋白樫ノ非経口的職入ハ，生活鐙ェ如月ナ;l-影響テ及ポス毛ノナルカ・寅験的

方面ニ就キテノ文献亦砂シトセズ.今，之レテ総括的ニ叙述スレペ凡ソ衣ノ如キ作用テ

有ス.

1. 後鶏， 必然的ナラずノレ毛，多クノ人ニヨリ詮明セラル，就中之レニ就キ，詳細ナ

Jレ研究テ遂グシハ Krehlナリ.

2. 血液ニアリテハ白血球増多症テ起シ (Kanthαck， Alex， Goldscheider u. Jakob， 

Romer， Schmidt， Werigo， LO'lJ.:it.)血小板ノ増加テ来ス. くDziembowski，Ogata， Meixner 

u. Decastello.) 

3. 血液新成臓器ニプリテハ， 血液成分以外ノモノテ，破壊スル作用テ有スル，綱吠

織内皮 (Retikt山 -endothelialeApparate)ノ機能ア増進ス.(Askanazy， Thibaut， Meyer.) 

Mathesハ蛋白鐙注射後，以前ニハ認、メずリシ牌臓腫脹テ議見セリト.

4・血清ノ愛化ハ，資疫素増加シ，(Lαmaire u. Sehutze)殺菌力強大トナリ ，(Hahn， 

Raynaud， Negre.) L f レヂピチシ寸ノ:新生ァ促九 (Obermeyer u. Pick.)凝集債ノ増加

ア見Jレ. (Weichardt， Schader， Conrad， Bieling，. Fleckseder， H. Lδhr， Slavik.)補鷲ハ著

明ニ其合有量テ増ス.くNolf)

5・血液ノ化事的愛化トシテハ， 血液ノ凝固作用ア促進シ. (Antonio Picazio， v. d. 

Velden， NolJ， R. Schmidt， Dollken)Lブィプリノグーシ「含有量増加シ， (Reye，Grau， v. d. 

Velden， Loewy， Modrakゆ削除，Orator， Nluller， r，v，. Lohr'u. H. Lδhr.)淋巴凝固毛亦逮

カトナJレ. (Gartner， Roemer.) 

6. 腺分泌作用克進ス.NPチ乳汁分秘増加.(Brentana， Nolf， Belin， Lδ'nne， Goldsu!同

in， W eichardt.)淋巴増加，(Ga・rtner，Roemer， Heidenhain)謄汁増加 (Dollken)テ起シ，

胸腺，牌臓，淋巴腺等ノ細胞ノ核分裂作用増強ス.(Dustin， A.♂.) 

7・結締織ノ再生作用高マJレ.(Hoke， Doberauer u. Pitroff) 

8. 血糖量増加ス.(J. Lδwy， Laufterger etc.) 

9・ 皮膚ノ毒物ニ撃すス Jレ抗抵力増大ス. くLuitheln，Spiethoff， Starkenstein， P. A. 

Hoefer u. E. Herzfeldλ 

10. 新陳代謝旺盛トナリ F 瓦新，代謝高マノレ.(Fr. Loning， j. Sa・'nger，R， Ditt(r， E. 

Amstad.)肝臓ユ於ケ Jレ残議室素ハ多少増加シ.CBiez.ing， Gottschalk u. Isωc， H. Fre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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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F. Rupte.)尿ニ誹池セラ Jレ、窒素ハ著シク増加スト .(Mathes etc.) 

而シテ此等ノ作用ハ蛋白寵・ノ非経口的職入ニヨリテノミ起Jレニ非ズ，他ノ!謬援金属，

沃度 部 し テJレベンチン1硫黄，高張並ニ低張ノ糖及ピ撞類溶液，蒸留水等ノ;非経口的職

入ノ:外，腐蝕法，くKauterisation)串線， (Haarseile)褒泡薬， (Vesikator) X線照射， (Ron酬

tgenbestrahl ung)潟血， (Ader1ass)温浴療法 (Balneotherapie)等ヌ如キ，皮膚ヨリ作用

スル慮置モ亦多少ノ差異アル可クン毛，恐ラク暮ポ同様ノ作用ァ，呈スルモノニシテ此等

ノ物ノ作用テ総括シテ，非特殊性療法ト名クタリ.而シテ蛋白質以外ノ此等ノ毛ノガ，蛋

白樫ト嬰ポ同様ノ作用ア呈ス Jレハ，此等ノモノガ直接生耀ニ及ボス作用ナリヤ，果叉 We-

ichardt ¥1-. Luithe!nノ;解スルガ如久此等ノ毛/、作用ニヨリテ破壊サレタノハ生活鐙ノ

蛋白質ヨリ遊離シタノレ蛋白質類似ノ:分解産物ア生ジテ起Jl.-'結果ナノレヤ求ダ判然セズ.

以上ノ事寅ア綜合考案スルニ，同ジク皮膚ヨリ作用シ，古来我園民間ユ普ネク行ハJレ

Jレ灸治方弘亦蛋白鐙ト同様ノ作用ァ有スルニ非ずJレカ.由来我灸法ハ，醤人ノ一顧テ毛

受ケずリシト難，民間ニアツテハ今猶捨テ難キ療法トシテ存ス Jレハ1111々 何ノ故プ.果元テ

効力アリトセパ.之レテ何レノ作用ニ蹄ス可キカテ探究スルハ，勝、J!， 興味ア Jレ事ニシテ，

又灸治法ニ一新生面テ関クモメト云ハザノレ可カヨズ.余ハ先グ家兎ニ施灸シテ，血糖量，

血液凝固時間，血球沈降速度並ニ白血球ニ及ボス影響ニ就キ，聯カ寅験テ重オ、タレパ以下

項ア改メア其結果テ報告セシ. (主ナル引用書 1- 15参照〉

条 3妻酬明声歴史

灸法ρ 太古漢土=始メテ行ハ V タルモノユシテ，漢事始喜一=ヨ Vパ， 寅帝， 雷公岐伯=命ミアテ

九誠テ製セジムp 是v誠灸ノ;始メナリ 16) トア久我朝ュハ欽明天皇十三年(西展五百五十二年)百

湾ョリ，始メテ輸入セラ V タルモノノ:如ν.或書ノ記載=ヨ Vパ，欽明天皇二十三年支那ヨワ職入セ

ラルトアルモ， 172628) 日本書組二《推古天皇十五年七月(西歴六百O七年)初メテ使節テ支那(婿)

=遺ストアリ， 18)然1ノパ欽明朝ュバ支那トノ公的交通ナキ事現カナリ.且ツ同書ュ ρ ，欽明天皇十四

年百湾=皆，易，暦，ノ三博士フ選リテ，交代セシム可キ旨テ命ぜラル 19) トアリ. 之νョリ察スJレ

=灸法へ欽明十三年又ハ夫ν以前=.，百済ョリ事者入セラ V シモノノ如シ.

灸 ρ 延喜式，和名抄ナド=.，熟文ヲゃいは〈さ又ρ ゃいくさト言11ミ，文豊法師ノ?肯，邑，陸信集2

2灸アゃいとト云アモ古名詳カナラメ.16)而シテ灸法へ我卒安朝時代エアリテノ、， I華道ノ;要部ヲ占

メ，鼠ル隆虚ナリシモ，鎌倉，室町時代=至 F類鹿川吏エ再ピ織田， 豊臣時代ヨリ，徳川時代二

至Fレエ従ヒ， 漸チ遮フテ隆盛=向't， 20) 虞ク各種ノ疾患=庭用セラ V タリト難西欧墜事ノ輸入セラ

ルルヤ衰運ニ向 L 現時ρ 唯民間療法トシテ存スルニ過ザメ，然V ドモ近時物理事的療法ノ叡興ユツ

V，漸ヤク之v=-向ツテ注意テ挽ハシトスルユ至v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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遡ヅテ第十七世紀ノ末葉、=室 Pテへ我灸法ρ 欧州エモ惇A ラv，延費元年(西暦]千六百七十

三年)長崎ユ来朝ジダル蘭聾 WilliamTen Rhyne，延賢二年ユ山和蘭牧師 BushoJ，元議三年(西歴

一千六百九十年)来朝シタル濁壁 EngelbertKampher等 h ，共著書中ユ我灸法ヲ偉^-2029) 其他，

延貰四年ユハ Geilfusiusモ亦之νヲ億九 21)期クシテ我ず灸法川 (も<"さ) ノ和名ト共=，一時庚

ク欧11[11:::.行ハv，現今ノ詮射療法《共端テ我T誠術=愛セシ=非ザルカト唱フル人モア'9

此ノ:長キ歴史ヲ有スル灸法ハ，抑々如何ナル醤治的効能ヲ有スルモノナルカ.内経=モ湯襲攻其

内.，針灸攻共外，則病無逃央. トア1}. 22)誠科ユ締結語迎随ノ論アヲ， 1!Pチ手法ノ綿潟，虚寅ノ補潟ア

1}，要スルェ，不足J、癒(ツカ^-)テナシ，有能ハ腫チナシ，痛チナス，故ユ不足チ補t，有儀ヲ鴻

(モラ)ジ，以テ経服チ遇クテ，其血気ヲ調フルヲ目的トナス.凡 Y，人ノ病ハ邪気勝チテ，正義負ク

ルニヨリ起ル，故=針テ以テ邪説チ退クル時へ自ラ正気盛ンユナリ，病治スル理ナ1}，而 Vテ灸法

ノ;功吉台、誠衡ト悶タキモ，其主ト#ル所-ハ大抵，腹ハ誠ノ位ユシテ，背ハ灸ノ位トス.23) i百シテ灸法'

戸，平安部時代ヨリ室町時代頃迄へ外科的疾患，即チ離症，庁諦，痩握等)~膏揚チ治ス Fレユ止マリ

シカコ内科的疾患=劃シデへ素人療法トシテ却ツテ民間ニ盛ンユ行ρVタリ.且ツ此灸法J、，紅脅

ノ各階級ヲ遇汐テ施-JrV シモノノ;如ク，古事談ユ鳥羽天皇御灸治ノ時，熱-Jr慰-Jrメ御座"Y-:，tトテ御前

=候7人=，巡り物語リ可仕云々.最島御幸遺言巳=高倉天皇御灸治アラセラル云々.又撃事天正記ユ

後陽成天皇モ嬢症テ疾ミ給Eユテ，灸治チ受ケ給ヒ云々トア 9.16j;至寧エシテ猶且ツ然リトセバ，聾事

ノ智識幼稚ナ Pシ嘗時二ア PテJ、.如何=一般民衆=寧重セラ νシカノ、，推ス=難カラメ.

灸法ニモ誠街ト問。，ク，三百六十ノく経穴>71}，之vテ経穴ノ:正道トス.此外く阿是ノ穴〉

アリ，之V.>.、経穴ユ拘ラメ痛ム既チ推シテ誠灸テ施ス.之Vテく天庭ノ穴〉叉ハく散針〉トモ云7.

鉱灸テ禁メル票I~チく禁穴〉ト云h 四十入個所ア h 延髄，心臓テ刺スず如キ貼チ禁穴トス，

但シ阿是ノ穴ハ，妾1}=行フ可カラメ，経絡テ熟知シタル後行内パ脊効アリト.23) 

灸治チ施ス=へ元来文チ皮膚上=貼クテ，之vチ燃シ.其愛スル温熱テ刺戟トシテ.治療上ユ

庭用スルモノナルカコ之ν=使用スル文へ西班牙語ユテも〈さる又ρ もや【る即チ燃すト云フ語ヨ

9韓紅ジナラント云フモ，本来純粋ノ日本語ユテ燃ゆる草ノ意エテ，も〈さトモ云九ド，も付ノ

方正ジ 2力而シテ日本ユテ製セヲ νシJ、延喜頃ヨ Pナラン.さしも草ノ名，延喜以前ノモノユ《見エ

メト.16) 

文ハ野生ノ よもぎ(Arsemesiamoxae)テ，春三月ヨ P大月頃迄，葉室チ共=探リテ陰乾ト

シ，石臼ユ入v，木杵ユテ能ク鵠キ，飾ユカケ爽雑物チ去1}，綿ノ如クヂ V ル繊維チ以テ製ス.而シ

テ其色淡責ユシデ，黒色ノ:庭雑物テ混ぜザル柔歓ナルデヨシトス.25) 

灸ノ種類エハ L 弘法大師灸， 2.盤シ灸， 3・7](灸， 4・泊灸.， 5，普通文灸 ノ各種ア1}. 

灸=闘ス 1レ実献

灸=関スル文献J、甚グ少ナク.v ドモ，今之v=闘スル賓験ノ結果チ略詑ス v~~次ノ如シ.

z・文子、空集中ユテ鳩卵大乃至鶏卵大ノモノテ，周圏ヨリ燃焼セシムル時川約 6400CノiAtチ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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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シ，尚之V ユ風チ選Pテ燃焼チ助クル時へ約 670"Cュ建ス，而シテ家兎ノ腹壁上=アリテへ平

均次ノ温度チ護ス. 巨大文約 200，O.C， 大切支 93，SOC， 中切支82，S"C， 中小切文 62;S'C， 小切文

6r，o"C， 25) 

2. 施灸後，二分間以内二採血セルモノェアリテへ 白血覧表数場加ス.多キ ρ 約二倍， ろかナキモ

34%噴加ジ，翌日=至リテ平常=復ス.赤血球数ハ不定ナ:9. 25) 

3. 血皆ニハ初メ反射的=動脈管チ縮少セジメ，後反射的=捷張セ写/ム.2526) 

4・ 血庭内動物グ温痛チ感ズルト同時4ニ念=上昇九期j韓ノ去リシ後，短時間二j斬失下降シテ奮

=復ス.2526i 

5・服縛J、設徐トナ:9， 25) :或ハ頭数トナル.26) 

6. 腸ノ嬬動運動《或《成金約 25)或ρ 帯加ス.26) 

7・熱ノ深遺作用~他ノ温熱・療法ノ夫V ユ比内特ユ強キカチ有セフ亡皮下深部=及ポス熱ノ

深サへ巨大支柱ρ 家兎=就テ，明カニ 2，3cm.ノ深部二迄達ス. 1i訂 2，7cm. ~包診響スルチ見タリ. 25) 

8. 疲勢曲謙二及ポス影響テ験セルニ，幾分疲労ノ遅yレルチ見タ:9. 25) 

9. 経穴ハ紳経走路又《血管走路=一致スルモノ 1.，会ク此等=無・関係ノモノトアリ.27) 後藤氏

J、経穴内会クヘつぜ兵帯ュー致スト .28)

1. 灸ノ血糖量二夜ボス影響

血糖量ガ種々ナ}l-影響ーニヨリ，増量スル事ハ諸家ノ寅験ニヨリテ知ラ Jレ，即チ 1.食

物ノ録取， 3031) 2.精神的影響932333つ 3.外界温度， 353637) 4.縄縛，お 38吋 5.潟血 40吋

等ノ諸因ユヨリ影響セラル.其他季節ユ関係アリトシ.又関係ナシトスル人アリ，

費 E東方議

賓験材料トシデ，健康且ツ成熟セル家兎テ，盤中ユ豆腐糟ノミュテ飼養ジ，且ツ動物ノ街生;氏態

デモ考慮シ.常ニ清潔=保ツ事ユ努メ，約一週間後撞内生活二憤ルルア待チテ，質検=供セ:9.寅験

施行ノI訪日夕刻ュ，食物テ桂内ヨ P取り除キ，前島置トシテ家兎ノ後耳殻ノ毛チ，採血=使ナラシメ

シ鵠，一部丁寧=勇除v置キ，叉施灸ス可キ動物ユアリテJ、.施灸場所ノ毛テ蕩除シ.賞論ノ嘗日ノ、

食餌チ奥八メ，動物ノ取扱ユモ努メテ粗暴チ避と"，驚怖ア起irシメザル様=シ，耳殻ナ酒精次テ」エ

F テル寸=テ清拭シ，注射針チ以テ後耳殻静脈後技テ穿刺シテ，所要ノ血液テ採取シ寅験=使用ス.

採血後J、直チ=家兎ア艦内=開放セ:9但シ採血時常二最初ノー二滴ハ使用セヂリキ.余ノ賃験=使

用セシ支J、京都市三藤遇大橋東高橋昇香堂製ノモノ=テ，色ハ淡，暗黄色=シテ少許ノ黒色爽雑物テ

混ミフ，柔軟ユシテ所謂立チ消 A スル事ハナカりキ.切支=非ザルテ以テ，費験ノ都度一個々=

所要量チ秤量的園錐形トシテ使用セ:9.給ホ家兎番競8ヲ除ク舛，血糖量，血液凝固時間ノ測定J、，



灸ノ貨験的研究

同一ノ家兎=就キ同時=行内1)且ツ測定ハ毎回二乃至三度之V テ行L 其平均債テ取v1) 血糖量

測定ハ Bang兵新法 41)テ用1:，殴取税h今村氏 42).=.従L 米図製百斤ト稀スルモノテ使用シ， 且

ツ蛋白質除去法ハ同氏別法チ以テ行じタリ.

注意僅徴ノ操作ノ扶陥ず其結果ユ大ナル相違チ生メルチ以テ，余《次ノi麗項ヲ特=留意セ1). 

1.各操作=際シ迅速ト清潔チ旨トシ，就中えるれんまいえる氏」コルペン「並=試験管ノ:活洗=へ

極メテ厳密ナル注意テ挽じタリ 2.堀内氏 43) .=.従t，水蒸気ヲ遁メル時間内 6分間トシ，且ツ

o，lmgノ糖=相官スル必定規沃素酸液量ヲ0，265ccm トシ，~定規」チオ「硫酸曹達波《其債饗タ易

キヲ以丸信日ノ寅験=先チ，費藤正意兵44) ユ徒b毎回其債チ定メクリ.又沃度加里液，澱粉溶

液《毎回新=調製セリ.

家兎ノ生理的血糖量ニヅキ Bang氏法ニヨリ測定セシ諸家ノ例テ奉グレパ下ノ知シ

第 1 表

検 者 名 平均血糖量戸 備 考

Jacobsen 32) 0，119 10伊rr 0，08 -0，18 

G.Bo'e 45) 0，11 49例 0，07ー0，14

Ba釘g 33) 0，12 26例 0，09-0，18 

T. Stenstrom 34) 0，11 口例 0，07ー0，14

メ~ 村 品 46) 0，102 16例 0，09-0，108 

M. Kageyama 47) 0，112 6例 0，093ーー0，136

鈴 木 氏 48) 。ρ99 8例 0，08-0，118 

土 居 氏 49) 0，125 15例 0;10-0，17 

藤 井 氏吋 0，090 

菅 氏 13) 0，133 30例 0，099-0，158

又一日中ノ動揺ニ就アハ

藤井氏吋(一時間乃至一時間半毎ニ測定〕

1. 0，09・・・・・・ 0，11 ...... 0，10・・….0，10 ・・・・・・ 0，10・…..0，10 ・・・・・・ 0，10・・・・・・ 0，09 

2. 0，09…... 0，11. ......0，12・…・・ 0，11…... 0，13・・….0，09 

影山氏勺(十五分乃至二時間毎ニ測定〉

1. 0，093 … 0，098・・・ 0，102・・・ 0，112… 0，113・・・ 0，107… 0，106・・・0，104・・・ 0，103

2. 01129… 0，136・・・ 0，136・・・ 0，123... 0，124・・・ 0，113



52 時 枝 葉:

余ノ寅磯ニヨレバ，

第 2 表

一
血 糖

第二日 第三日

。1 l雌 2，16 0，128 

2 I 雌 1，86 0，136 0，122 

3 I堆 3，00 0，I1~ 

以上諸家ノ賞験及ぜ余ノ賓験ニ徴スJレニ家兎生理的血糖量ハ略ポ 0，1%内外ナリ.而

シテ一日中ニ於テモ叉日々ニ於テ毛多少ノ動揺アJレテ見Jレ.

ラたニ縄縛ニヨ )v血糖量ノ!愛化ニヅキテハ Jacobsen吋(:50分ノ縄縛ニヨ )v影響)

第 3 表

血 糖 量(戸)
.賞験

車専 後 解 緯 後
番競

1 10 分 l'30 分 r 30 分 1 1時間 I 2 時間一

」ι

I 0，10 0，17 0，22 。，23 0，19 0，12 

2 0，12 0，18 0，18 0，17 一 0，10 

3 0，12 0，145 0，15 一 0，12 

4 0，11 0，13 0，17 0，14 一 0，09 

藤井氏ノ賓験吋

第 4 表

質検 縛時間 血 キ度 量(うG)

雷読 (分)
縛 前 )解縛宮前)解縛後最高~I 解:畳縛二復後正ス規ル時血糖間

王 39 0，12 0，15 0，18 一

2 40 0，11 0，16 0，18 4，5時

3 42 0，09 0;14 0，17 4，5 

4 ・ 38 0，10 0，13 0，13 2，5 

5 37 0，11 0，15 0，19 4，5 

6 63 0，08 0，20 0.23 5ρ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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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灸:ノ貨験的研究

上記ノ如ク縄縛ユヨリ，必ヨズ過血糖ハ来}v，藤井

氏ニヨレバ長時間ノ固定縄縛ニヨリテハ，血糖量 P、次第

ニ増加九三乃至六時間ニシテ最高ニ蓬シフ夫レヨリ漸

(宇乃至一時そ欠減少シ，短時間ノ縄縛固定ニアリアハ，

間〉過血糖ノ程度低ク，解縛直前ヨリモ解縛後学乃至ー

(
次
)

時間，泣ノ時最大ニシテ，夫レヨリ漸衣減少シ始メ p 約三

制乃至六時間ニシテ正常ユ復スト云7.

余ハ究ノ賓虫食ノ;騎照動物ハF 只縄縛ス Jレノミナノレア

別ユ縄縛賞験テ行ハずリシモ，第五表， E第六表，以テ，
~ヰE
寄ミト

ノ艶照試験ニ見Jレガ如ク，縄縛時間三十分乃至第七表，

並ニ藤井氏ノ短時間縄縛寅験Jacもibsen四十分ニテ h

~ ~将

的

ト同ジク，解.縛後三十分乃至一時間ユシテ血糖量ハ最高

三乃至七時間ニシテ奮ニニ建シ，夫レヨリ漸次下降シ，

復セリ.

強

験

灸ハ以下線テノ寅験ニ於テ，任意図個所ア鐸ピア施

費灸施

刷、、、、。
寸司

セリ.

寅験成績ハ第 5，6及ピ 7表ニ示ス如シ.

纏
-、.
1 揺

以上ノ質験テ総括スレペ血糖量ニハ僅徴ナJレ日時

穂
村
山
事
選

的動揺寄シ，叉縄縛ユヨヅテ毛過血糖ア来タス.但シ短

時間ノ内ニ奮ニ復ス.

家兎ニ灸テ施ス時ノ、3 施灸後直チニ血糖量増加シ，

(家兎番続4う多数ノ;場合ハ三十分ユシテ最高ニ蓬九

約二倍宇又ハ殆ンド二倍迄増加シ，夫レヨリ漸次減少ノ
m門
R
N

ト4
炉4

。門n
N

寸

bJJ 
，.!o:; 

霊長
特

傾向テ呈シ翌日ニ至リテハ肱術前ヨリ減少セル毛ノト.

翌日ニ至jレモ蓄ニ復セズ積々増量シ，翌々日ニ至リテ蓄

ニ復スJレ毛ノト，猶夫レニテ毛奮ニ復セずJレ毛ノトア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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叉一例ニアリアハ，施術後三十分ユシテ約二倍迄増量シp ツレヨリ漸失減少ノ傾向テ呈シ，

更ニ再ぜ四時間目ヨリ増加九六時間ニ至リテ最高ニ建ス. (家兎番強 5) 

艶照試験ユアリアモ，解縛後三十分ニシア血糖量増加スル毛 p 灸テ施セJレ毛ノニ比シ其増

加率著シク低ク 3 且ツ三十分乃至一時間ア最高トシ， ツレヨリ急激ニ減タシ，一時間目ニ

至リテハ殆ンド縄縛前ニ近キ数ア表ハシ，爾後時ア経Jレニ従ヒ，漸次減少シ三乃至七時間

ニ至リア醤ニ復ス.

雨者テ比較スレペ家兎血糖量ハ施灸ニヨリ 3 著明ナル増量ア来タスア知Jレ.

11. 灸ノ血液凝固時間ニ反ボス影響

血液議固ガ温度ノ関係ユヨリ影響セラ Jレ、ハ汎ク知ヨノレ.J. Lowy吋 ハ潟血7l血液

凝固ァ催準スル事ア報告シ.高崎氏吋ハ同一生物ュ， 建績的ニ行へJレ凝固測定成績ユヨ

ルニp 誤差ハ平均債ニ比シ， 3-5%テ超プル事ナシフ叉人ニアツテハ個人的動揺ノ度ニ

多大ノ懸隔ナシ，女子ハ男子ニ比シ幾分動揺ノ度大ナリト.

Grau弘)及ぜ Hartmann吋爾氏毛凝固時間ニハ著シキ動揺ナシト云7. 小菅氏 13)毛

亦同様ノ報告テナセリ.

責験方港

血液凝固測定法ハ Brodiea. Ru~sell 氏法 53) :=.擦yレ. 採血ハ血糖測定ノ!擦ュ使用セル家兎ユ付

キ，同時三之νテ行 t，唯家兎番援 8 ノミ J、同一方法二ヨリテ，錠~I時間ノミテ測定セリ.且ツ成Fレ

可ク湿度ノ費動ナキ様=努メ，器具J、水洗後， 1-アJレコホJL-"1-エーテル「テ以テ清拭セリ.測定ハ毎

回三度稀=二度之vテ行L 其平均債チ取vリ.

余 ノ 責 駿

第 8 表

血
家兎|家兎醒l性番競 kg 

第一日 第二日

同時間

第四日 |第五日 |第六日

1，90 雄 6' 15グ 6' 20" 

2，27 雌 8' 。グ

2，75 // 7' 10" 

上ノ寅験ニヨノレニ，家兎血液凝固時間ニハ著シキ日々ノ動揺ナキ毛ノ、知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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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 表

番家兎
睡

縛縄位置 締縄時

血液凝問時間

重 t陸 施術方法 解緯後ノ時間

競 kg 間 縛前

30' I I， h I 2， h' I 3， h I 4， h 1 2}， 

8 2，75 雌 灸背部IO個=:.0テ，2施宮ス 腹位 40' 8'， I5" 3'， 30" 4'， 30" 4'，50" ぎ， 03" イ， 25" 8'， 30" 

II 2，35 1/ 霊t 照 1/ H 8'，03グ 6'，45" 6'， 55" 7'，07グ 8'，0" 7'， 33" 8'， I5" 

鰭揺

前表賓験ノ結果テ総括ス Jレニ，家兎血液凝固時間ニハ著シキ日時的動揺ア認、メズ，然

レド毛縄縛ニヨリアハ(撃す照実験〉多少影響セラ Jレ、私短時間ノ内ニ奮ニ復ス.

施灸セJレ家兎ニアリテハ施灸三十分後ニハ穎著ナル血液凝固時間ノ短縮テ見Jレ.而シ

テ爾後漸次遅延ス}t.-モ， 六時間後ニ至Jレ毛猶ホ平常ニ復セズ. 2生時間後ニハ暮ボ奮ニ復

ス}l--丸一例(家兎番競 12)ニアリテハ猶奮ニ復乞ズ.

撃す照寅験ニアリア毛，凝固II寺間ハ多少短縮セヨル、モ其差僅微ニシテ，解縛後 2乃至

4時間ニシテ暮ポ蕎ニ復ス.

雨寛験テ霊ま比スレバ，明カニ灸作用ニヨリテ血液凝固時間ハ著シク短縮セラJレ、テ知

Jレ.且ツ其経過ハ血糖量ノ愛化ト卒行ス.

111. 灸ノ血球沈降逗度ニ夜ボス影響

R. Fahraeus 54) ハ妊婦ノ血球沈降慈度ノ著シク催進セラ Jレ、テ験シ. 其原因ハ赤血

球ノ;荷電ノ減少ニ基クトセリ.然Jレニ G.Linzenme:er吋ハ荷電ノ減少ノ:外，猶ホ他ノ速

度増進テ来ス因子ニ封スル赤血球ノ感藤隆 (Sensibilisierung)高マJレニ図Jレトシ" Plaut 56) 

ハ自家凝集反膝 (Autoagglutination) ニヨリテ催進サ Jレ、毛ノナリト云ヒ，Bennighof 57) 

ハ顕微鏡yニ検シ，沈降速度大ナル時ハ. 赤血球ハJ橋銭吠 (Geldrol1enformig)テ呈スル

毛.常態ニア Jレ赤血球ニアリテハ，卒等ニ排列ス Jレア認、メ，W. Starlinger吋ハ赤血球ノ

自家凝集反謄ハ，血築中ノ Lプィプリノグーン「含有量ニ関係スト云 7.

而シテ血球沈降建度ハ Fahraeus，54) Linzenmeier吋ニ ヨレ ベ J 女子ノ夫レハ男子ニ

比シ約 8乃至4倍大ニシテ 3 幼児ハ成熟セ Jレ人ヨリモ著シク小ナリト.町又妊婦，炎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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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熟時ニアリアハ著シク大ナリト云フ.砧60，61)血球沈降速度ノ日時的勤務ハ著シカヨズ.

大野氏ハ不愛ナリト.62)且ツ食物ノ鑓取ニヨリア愛動テ来タサズ 5つ然レドモ動物踊々ニ

ヨリテハ相違アリト云ア 5う温度ノ愛動ガ血球沈降速度ニ影響テ及ボス事毛亦報ゼヨノレ.

茸 験方 建

費験方法.)"Linzenmeier氏法二ヨル.59)即チ 5%拘機酸曹達加生理的食撞水 (0，85%) 0，2ccm 

7， 1 ccm容量 Lツペルクヲシ「用注射器=取リ，究デ血糖測定用ユ供セシ家兎 l'，同一方法ユテ一

週間以上飼育セル，健康家兎ノ頚静脈テ穿:J{!1jジテ， 0，8ccmチ採血約金量 1CC出トナシ，之vテ議~

〆清洗乾燥セル特殊ノ細試験管(内容 Iccm. 内径 5mm)ニ入門 ヨク爾者チ混和セシメ，之V チ

細試験管立=動揺セザル様直立セシメ，ー時間毎=三時間=豆 9，上部透明居ノ高サテ精確=測定シ

単位ハ mm薮ユテ表ハセリ./1、数ノ寅験例=アリテハ， 赤血球沈殿唐ト上部透明唐トノ問=雲袈朕

ノ;赤色ノ浮滋物テ生ぜシ事アリ，此際之vテ上部透明唐=算入シ，次ノ表中ユテ*~p ユテ匡別セリ.

又温度ノ饗動チ，極メテ少ア力ラシメン事=努メ，切創胃ρ 可成清潔=保チタルモ，繍帝等ノ庭置テ

施1J-メ，猶ホ賞日及ピ前タヨリ食餌チ奥九メ，採血時ハ手術事上=縮縛固定スルモ，eJf要ノ血液採取

後ρ 直チュ援内=開放セリ.又勤物内雄家兎ノミチ使用シ，本賞験並=劃照賃験トモ，之レヲ同一日

時二於テ行bタリ.先グ余J、日時的動揺ノ;有無二就キ貨験セ 9.

第 12 表

血球沈降速度
家兎 採 血 時

一 時 間 | 二 時 間 | 三 時 間 | 四 時 間

Nr.14 第一日 午前十一時廿五分 2，5 4，8 一 9，0 

第二日午後四時廿五分 2，5 5，5 7，2 

2，o2kg 第三日 午前十時五十五分 2，5 4，。 5，5 

第四日午後二時三十分 3，Z 5，25 7，0 

第 五 日 午 後 一 時 叶 五 分 2，7 5，7 7，5 

Nr.29 第ー日午後四時宇 2，5 3，8 5.5 

1，78_kg. 第二日 午前十一時十五分 3，0 5，7 74 

第三日 午前十一時二十分 2，6 4，2 6.0 

i第四日午後一時 2，3 *31，25 32，5 下痢強シ

イ Nr.26
11 第 一 日 午 後 零 時 宇 2，5 5，5 7，7 

1，98 kg. 第 二 日 午 前 十 } 時 宇 2，5 5，1 8，1 

第三日 2，6 6，0 • 7，2 

第四日 3，。 5，1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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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寅験ノ如ク家兎血球沈降速度ニハ3 軽倣ナル日々ノ:動揺ア Jレモ著シカラズ.家兎番

競 29ニアリテハ， 第 4日目寅験ニ蛍リ. 下痢強キテ認、メシモ，参考ノ篤メ其ノ沈降、速度

ア測定セシニ，其速度ハ表ノ如ク慈カナリキ.

施 灸 貴 賎

第 13 表
司F

泊降速度家兎 採血時
接競

一時間i二時間|三時間

Nr.19 施 灸 前 2，5 4，.4 5，5 

施灸後三十分 :，3，。 5，5 8，。

2，52kg 一時間 3，1 5，。 6，5 

(施灸)
二時間 3，8 5，0 7，8 

三時間 3，0 4，5 7，0 

四時間 3，0 5，2 7，0 

五時間 2，8 5，。 7，。

|第二日 二十四時間 2，0 *5，0 場8，0

第三日 五十一時間 2，5 5，0 7，。

第四日 七十六時間 3，2 4，5 6，5 

第五日 ゴL十五時間 2，9 4，7 6，5 

1第七日 2，2 4，3 6，6 

Nr_ 18 縮 古事 前 3，2 4，8 7，2 

f附事後三十分 2，8 5ρ 7，5 

2，27kg 一時間 2，6 5，0 7，2 

(謝照)
二時間 3，2 4，3 6，4 

三時間 3，25 4，5 7，5 

四時間 2，5 3，75 4，2 

五時間 2，5 4，5 6，0 

第二日 二十三時間 2，5 5，'。 7ρ 

第三日五十時間 3，2 5，。 7，2 

第四日 七十五時間 2，6 4，5 7，0 

第五日 九十五時間 3，25 5，5 7，3 

第七日 3，1 5，0 6，4 

第 13表家兎ハ背位二テ 65分間縄縛， Nr.19 
e ユ0巧 g灸 1Z個チ腹部二行フ.

第 14 表

家兎 洗降速度

番競
採血時

一時間|二時間|三時問

Nr.20[ 施 灸 前 1，7 4，3 6，4 

施灸後三十分 2，5 4，2 5，7 

2，48kg 一 時 間 2，5 3，8 5，5 

(施灸)
一 時 間 2，5 4，5 6，0 一

一一一 時 間 2，8 4，6 6，5 

四 時 問 2，7 5，。 7，2 

五 時 問 3，0 4，5 6"。

二十五時間 2，4 4ρ 5，5 

四十九時間 2，7 5，。 7.5 

五 日 2，5 4，2 6，7 

Nr_21 組 繕 前 2，5 4，0 5，5 

解縛後三十分 2，5 4，。 6ρ 

1，82kg 一 時 間 2，5 4，3 6，5 

〈艶照)
一 時 間 2，7 4，5 6，5 一

一一一 時 間 2，25 5，5 7，5 

四 時 問 2，。 3，5 5，。

五 時 間 2，5 4，4 5，5 

二十五時間 2，5 4，5 6，2 

四十七時間 3，1 5，7 7，0 

第 五 日 2，7 4，5 6，5 

第 14表商家兎共ユ腹位ュテ 50分間

縄縛， Nr.20ニ 0，1g灸 12個チ背部=

行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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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5 表

家兎
沈降速度

番掠
採血時

一時間|二時間|三時問

Nr.23 施 灸 前 2，1 4，2 5，7 

施灸後三十分 3，3 5ρ 7ρ 

2，25kg 一 時 問 3，。 5，1 7，0 

(施灸) 一 時 間 3，0 5，'。 6，5 一

一一一 時 問 2，7 4，2 5，8 

.四 時 間 2，8 4，1 5，1 

五 時 間 3，0 4，5 5，8 

二十三時間 1，8 2，5 4，5 

四十七時間 3，。 5，2 7，5 

第 四 日 2，5 5，8 7，2 

Nr.2:J. 細 縛 前 3ρ 5ρ 6，7 

解縛後三十分 3，。 5，。 6，5 

2，24kg 一 時 問 2，8 5，。 7ρ 

(封照) 一 時 間 3，。 47 6，7 一

』一一. 時 間 3，2 ち司 7，。

四 時 l問 3，。 5，'。 6，5 

五 時 問 3，2 5，'。 7，。

二十三時間 3，2 5，5 者7，3

四十七時間半 2，8 5.5 7，4 

第 四 l日 3，8 6，'。 8，0 

注意:質論家兎24披ハ第4日目=於
テ諸口少シク化膿セリ

第 15表雨家兎共=背位=テ 50分間
縄縛， Nr.23:' o，2g灸 12個チ腹部=

行'7.

纏

校 葉:

第 16 表

家兎
-ぬ降速度

番務
採血時

一時間|二時間|三時間

Nr.16 施 灸ぺ前 2，0 3，5 5，5 

施灸後三十分 3，0 3，5 5，5 

2，47kg 一 時 問 2，5 5.5 

(施灸) 一 時 間 2，5 4ρ 5，0 一

一一一 時 間 3，0 4，4 6，7 

四 .時 間 2，5 5，3 7，。

五 時 間 2，75 4;8 7，5 

七時間四十分 2，25 5ρ 7，。

二十六時間 2，7 5，5 7，5 

五十一時間 2，5 5，2 7，2 

七十一時間 3，0 5，。 *8，3 

Nr.17 組 韓 前 2，5 3，2 4，5 

解縛後三十分 2，'。 3，25 4，5 

1，99kg 一 時 間 2，5 3，0 4，2 

(封照〉 一 時 問 2，5 3，0 4，3 一

ー一一・ 時 問 2，7 4，'。 6，。

四 時 間 2，75 *4，75 *6，5 

五 時 間 2，2 4，5 6，'。

二十四時間 2，3 3，25 4，3 

五十時間 開)匂ρ 5，6 

七一間 l'2，0 i 4，5 6，5 

第 16表雨家兎共ュ背位=テ z時間
縄縛， Nr.16ユ 0，2g灸 12個テ腹部

二行プ.

揺

以上ノ諸賓験テ総括スレベ家兎ニアリアハ血球沈降速度ノ日時的動揺ハ箆ダ僅微ナ

リ.灸テ施セル家兎ニアリテハ3 三十分乃至三時間ニシテ，著明ナヨずレド毛沈降速度ハ大

トナJレ.而シテ二十四時間後ニ暮ボ奮ニ復スル毛ノト，然ラザノレ毛ノトアリ. 扇者共慈度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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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ナル偉，数日テ経過ス Jレ毛ノ、知シ.謝照賞験ニアリテハ僅徴ノ勤務テ認、ムJレ毛 3 其生

理的日時的動揺テ考察スJレ時ハ，殆ンド縄縛ニヨ Jレ愛化ナシト云ア毛不可ナシ.

爾寅駿ア比較スレペ血球沈降速度毛亦灸作用ニヨツア影響セラ Jレ、毛，其度弱シ.

撚νド毛其愛動ノ経過ハ，過血倍ノ:鏡像並ニ血液凝固時間ノ愛化ノ夫レト平行ス電余ノ:寅

験ニ於アハ血糖量並ニ血液凝固時間ニ及ポス灸ノ;影響ハ顕著ナルモ，血球沈降速度ニ及ポ

ス影響ハ僅微ナリ.之νニ関シア Bennighof57)氏毛同様ノ;報告アリ， HPチ氏ハ糖尿病患

者ニ就キ過血糖著シキ時ハ.血球沈降、速度ハ著シク妨遁セラレ，過血糖ノ低度低キ時ハ，

沈降慈度ハ著シク大ナリシト云7，余ノ寅験例ト全ク同ジキ結果テ報告セリ.

IV. 灸ノ白血球二夜ボス影響

従来食餌ノ掻取ニヨリ，白血球数ニ及ポス影響ノ;有無ニ付キ論議セヨル、毛，食餌ノ

揺取ニヨツテハ影響ナキモノ、知シ， 65，6667) 白血球数ノ日時的勤務ハ普ネク認メフル.然

レド毛其数ノ;最大テ示ス時刻ハ，正午前後ナリト云ヒ， 66)或ハ午後ハ午前ヨリ多ク午後七

円時最大ナリト云ア人毛アリ吋一定セズ.

精神作業及ピ筋運動ニヨツテ毛増加シ， 草間氏吋ニヨレパ温度ノ;影響ニヨヅテモ，

亦多少影響セラレz 生理的白血球数増多ハ，精神的及ぜ身鐙運動第一位二シテ，食物掻取

ハ第二位ナリ.而シテ男子ヨリ女子ニ多ク，猶ホ異性及ピ仮性 Lロfコチトーゼ寸ニアリ

テハ，殆ンド其増加ハ人ニアツアハ中性噌好白血球ユシテ，大軍核細胞ノ消長ハ，何レノ

場合毛不定ナリ. 淋巴球ノ;増減へ特別ノ;場合ノ外，比較的少ナク， Lエオジン寸噌好白

血球ハ生理的ニハ愛化甚ダ少ナシト云7.

家兎ノ血球像へ人間ノ夫レト少シク其趣テ異ユシ.中性日書好白血球テ認、メズシテ，

之レニ代Jレ毛ノハ蝦性 Lエオジシ寸噌好白血球ナル事人ノ知Jレ所ナリ. 多田羅氏勺ハ家

兎ユアツアハ， 白血球ノ増減へ般性 Lエオジン寸日書好白血球ユシテ， Lマスい細胞ノ

増減ハ仮性しヱオジシ寸日奮好白血球ノソレト平行スJレ場合多シト云7，叉同氏ユヨレバ性

ニヨル血像ノ愛化ハ認、メ難シト.

施灸セ Jレ家兎ユアツアハ，施灸後二分以内ニ採血セル毛ノハ，白血球数著シク増加シ

施灸前ノ二倍ユ毛蓬スト原因. 樫田両氏 25)ノ報告アノレ壬如何ナル種類ノ白血球ガ増加ス

ルカハ明カナヨズ.又さーま. つあU、す血球算定器ニテナセル白血球算定誤差ハ，W. Ro-

erdansz 69)ハ約 8%ナリト云ヒ， C. Klineberger u. W. Carl吋ハ 20%ニ及プト云ヒ F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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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羅氏竹ハ約 10%ナリト云ア.

費験方混

血棋測定J際用じタル家兎ト飼育方法並ヱ賞験前日ノ庭置チ全ク同一=行ヒ，動物ハ成熟健康ナ

ル堆ノミテ使用的貿験雷日ハ食餌チ奥〈メ採血;:::..)'、動物ノ精神的興奮ヲ・起サシメザル様=努メ，且

ツ可成皮庸刺戟.チ加ェザル様注意シ 'i:)ツ，家兎ノ後耳殻静脈後枝テ穿刺シ，出血良好ナル時チ揮ピ，

最初ノーニ滴ハ放棄シタル後チ寅験用=供シ，次回ノ採血ユハ穿刺場所・チ襲夏セリ.白血球算定=ハ

とm ま，ワあいすノ血球計算器デ用't，稀懇液トシテハ Turck氏=ョリラたノ液テ使用セリ.70) 

永酷酸 3，0 1 % l-ゲンチアンピオ V ツト「液 3，3 蒸溜水 30:)，0 

猶ホ迅速=血液チ取リ，直チニ稀棒読 l'， ヨク混和セシメ，計算=ハ毎回二度宛之νテ行't，其

平均債チ取V リ.血液塗抹乾燥標本ノ染色川室温=テ乾燥セシメタ JL後， 1:t'っぺんはいむ氏復染色

法 (Pappenheimskombiniertes Zv.[αy -Giemsa・Verfahren)71)チ行じタリ.

寅験ニ先チ，家兎ノ生理的白血球数ニ就キ諸家ノ例テ翠グレバ次ノ知シ.

第 17 表

検者名 r一点数|仮い|エオタン|マストj大草核|移行型|大型淋巴|小型淋巴

Gruber 7S) 115300一印。[37-54%[0，5-2，5 

C. Klineberger u. 
日ぺ Carl65) 

多田羅氏 67)

高森氏 73)

8150 50，5 

8200-14300 I 38，7 

6500-15600 I 
平均 I2500144，2-67，7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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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レニヨレパ，健康成熟セル家兎ノ白血球数ハ， 8000-13000テ正常ナリト認メア可

ナル可シ.

余ノ寅験ニヨレペ

第 18 表

家兎番擁 盤重 kg 採 血 時 白血球数

Nr.34 2，60 第 日 7200 

第 一 日 8650 一

第 一一一 日 IOI00 

第 四 日 8200 

第 五 日| 9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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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兎番携 控室 kg 採 血 時 白血球数

Nr.35 2，77 第 8000 

第 一 日 7500 一
第 一

一一 日 8800 

第 四 日 8750 

第 五 日 6850 

Nr.45 2，0。 第 日 12800 

第二日 午前十時宇 II650 

午 後 一 時 II900 

グ三時四十分 10150 

グ大 時 10600 

第三日午前九時! 12150 

上記賓験ニヨレパ白血球数ハ， 日々ニヨリ，叉同一ノ日ニアリテ毛，時刻ノ異ナルニ

従ヒ，多少ノ動揺アル毛ノ、如シ.

又白血球数，並ニ其種類ニヅキ，余ノ寅験ニヨレバ次ノ平均数ア得タリ.

白 血 球 数 10150 

鍛性しエオジシ寸日書好白血球 40，3%  

しエオジシ 1 日書好白血球 0，1%  

し→ ‘ ス ト寸帝国 胞 2，3%  

大 車 核 細 n& 2，7%  

移 rr 型 0，5%  

大 型 許h 巴 球 4，9%  

型 淋 巴 球 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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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 灸 験 賓

第 19 表

| 白血球ノ種類別
家兎番鹿 採血時 白血球数

fェ慢性ォ I エオ IマストIた車核I移行fil大淋型巴 I淋小型巴 I 考

Nr.35 施灸前 8750 36，5 0，2 1，8 7，2 1，5 7，8 44，9 

施直 灸後
チユ

II850 43，9 工，6 0，9 3，8 0，4 7，1 42，2 刺ちゆる〈氏
事長 型

2，77kg. 一時間 15700 6工ρ 0，4 。，9 1，7 0，6 4，5 30，5 0，4 

(施灸) 二時間 18050 65ρ 0，2 1，4 1，8 0，8 3，2 27，0 0，6 

三時間 10600 63，8 1，0 0，6 2，2 0，8 5，2 26，。 0，4 

四時 間 lIIO。 71，5 0，3 1，3 3，0 0，7 3，。 19，7 

五時間 12750 71ρ 0，4 0，6 3，'。 0，4 3，6 19，0 

六時間 12350 69，工 0，7 0，7 4，7 0，8 4，2 19，8 

二日 目 8工。。 37，0 0，2 0，2 2，8 1，3 6;3 52，2 

三日目 9650 37，。 。 1，2 1，8 0，千 4，0 55，6 

六日目 10600 57，2 
、

0，2 2，2 6，0 2，8 7，7 23，8 

Nr.41 縛 f前 13625 36，8 。 5，8 2，0 。 6;1・ 49，0 

解直 縛後
チ=

14100 41，2 。 6，4 3，0 。 5，8 43，6 

2，37 kg. 一時間 9450 65，。 。 4，0 0，1. 。 3，0 25，4 

(封照) 二時間 14400 63，8 。 7，2 2，6 0，2 3，0 23，2 

三時間 10800 70，6 。 4，8 1，8 1，。 2，2 19，6 

四時間 10550 71，。 。 4，6 2，6 0，4 3，2 18，2 

五時間 1205。 70，2 0，4 3，2 1，4 0，2 4，2 20，4 

六時間 9800 70，0 。 3，0 2，6 0，6 3，2 20，6 

二日目 13600 32，6 0，2 6，4 1，。 1，0 4，。 54，8 

第 19表 家兎ρ腹位=テ 40分間縄縛，Nr. 35 .:::. 0，1 g灸 12個チ背部=行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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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却表

白血球ノ積類 (戸)

家兎番披 採血時 白血球数

野|ェォ|マスト;大物|移行|諸|錯|備 諸.島， 

Nr.27 施灸前 7400 37，9 。 2，6 2，1 0，5 3，2 53，7 

施云灸十後分 81∞ 55，5 。 3，9 工，0 0，2 王，9 37，6 

:a，40kg. 一時間 15350 59，0 0，2 4，0 2，4 0，4 4，8 29，2 ちゅち〈孟氏2 
刺戟

〈施灸) 二時間 16200 73，4 。 21Z 3，2 0，1 2，3 18，7 0，1 

三時間 15200 75，2 0，2 3，4 0，6 。 2，6 18，。

四時間 18850 81，0 。，2 4，7 2，5 0，5 1，5 9，7 

六時間 13850 67，0 0，4 4，4 4，。 0，4 3，2 20，6 

七時間 17600 67，4 。 5，6 1，6 1，2 4，0 20，2 

二日目 12250 61，8 。 3，1 3，0 1，0 5，2 25，9 

四 日 目 II9::l0 48，0 0，千 2，2 3，1 1，1 7，1 37，7 

Nr.44 縛 前 13600 60，8 。 1，4 0，6 0，8 2，2 34，2 

解三十縛分後 12600 64..4 。 4，0 1，0 0，4 2，8 27，4 

2，35kg. 一時間 13800 72，0 。 1，2 1，2 0，6 1，4 23，6 

〈封照〉 二時間 II950 70，7 0，5 0，8 0，5 0，3 2，0 25，2 

三時間 10500 71，0 0，3 0，8 0，5 0，2 1，5 25，7 

五時間 8300 71，6 。 2，4 2，6 0，8 4，。 工8，6

七時間 10200 70，7 。 1，4 0，5 0，4 3，8 23，2 

二 日 目 12400 66，8 0，2 2，6 1，8 0，6 2，0 26，0 

第 20表家兎m腹位=テ 50分間縄縛， Nr.27 =-0，05 g灸 161国チ背部=行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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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1 表

白血球ノ種類(~の
家兎雷競 採血 時

俄ヱ性ォ I エオ IマストI大草核I移行 f大淋型巴 I淋小型巴 I同 考

Nr. 39 施灸前 84-50 36，2 。 0，3 が|り 6，1 57，7 

施灸後 11250 37，4 。 1，2 1，6 0，4 4，2 55，2 ちゆる〈型氏
十主主分 刺戟

2，05kg. 一時間中 12050 51，7 0，9 0，7 2，干 0，2 3，。 4工ρ 0，1 

(施灸) 二時間宇 12850 53，5 。 0，容 1，5 1，0 2，7 40，5 

三時間半 57，4 0，8 0，8 4，6 0，8 4，4 31，2 

四時間宇 II700 53，2 1，。 1，0 5，8 1，。 3，8 34，。 0，2 

五時間半 II950 48，5 1，5 0，5 3，7 0，8 4，7 40，0 0，3 

六時間半| 102::>0 49，8 0，5 0，2 2，3 0，3 3，7 43，2 

七時間宇 13800 58，0 0，3 1，7 3，7 0，3 4，5 31，5 

二二日目 工2::>50 54，8 0，2 0，8 1，。 。 2，2 41，0 

三日日 il 114-5
0 31，2 。 0，6 5，4 0，8 6，2 55，8 

Nr.46 I縛 前 11 II350 33，8 0，5 1，8 0，9 0，3 3，5 59，2 

両三手縛十後分 工1050 35.4 。 2，6 1，6 0，2 3，8 56，4 

2，42kg. 一時間 工28::>0 41，6 。 1，0 1，2 。 3，0 53，2 

t封照) 三時間 工065。 40，6 。 1，4 1，8 0，4 4，0 51，8 

四時間 1::>850・ 39，6 0，2 3，8 3，。 0，4 2，8 50，2 

六時間宇 10500 31，4 0，2 6;。 1，4 0，.4 3，6 57，。

二 日目 105::>::> 35，1 。 3，4 2，。 0，5 3，2 55，8 

第 21表家兎，、背位=テ 35分間縄縛， Nr. 39 =. 0，15 g灸工2{同チ腹部=行フ

総 括

健康家兎ニアリテハ，白血球数ニ日々ノ動揺テ認、メ，且ツ同一ノ日ニアリテモ，時刻

ノ異ナJレニ従ヒ，勤務ア Jレテ見Jレ.Jt照覧強ニ見Jレガ如ク， (家兎番貌 41，44，46.)短時間

ノ縄縛ノミニヨリテ毛，亦白血球数増加ス Jレモ，其培加ハ著シカラズ，且ツ短時間ノ内ニ'

卒常数ニ復ス.

灸ァ施セ Jレ家兎ニアリテへ施灸後， 直チニ白血球数増加シ始メ 91家兎番競 35)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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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乃至四時間以内ニ於ア，最高ニ蓬シ，多キハ平常ノ二倍以上二増加ス. (家兎番競 35，

27・〉夫レヨリ不規則ナレドモ，漸次時間ノ経過ニ従ヒ F 其数テ減久二日目ニ至リテ暮

ボ奮ニ復スJレアリ， (家兎番競 35・〕或ハ奮ユ復セズシテ可ナリノ増加ア纏議スルアリ. (家

兎番披 27，39・〕然レドモ，爾後何レ毛幾分減少シテ， (但シ卒常数ヨリハ多シ〉第六日目

頃ニ至リテハ再ぜ増加スルモノ、如シ.

白血球ノ各種類ノ;数ノ増減ノ援動ハ，之レラ塗抹乾燥標本ニア検スルユ，業最毛著シ

ク増加ス Jレ屯ノハ{展性 Lーエオジシ寸日書好白血球ニシテ二時間乃至四時間呂頃ニ於テ著シキ

テ見Jレ.平均 33，3%増加セリ.

しマスド細胞ハ，綬性 Lエオジシ寸日書好白血球ノ;増加ト，暮ポ平行シテ増加ス.

草核細胞並ユ，殊二百分率ニ於テ小数字ァ示ス Lヱオジシ寸堵好白血球ハ， r首長不定

ニ4シア，何レト毛決定シ難シ.叉淋巴球ノ増減モ不定ナリ.

施灸震験ニ於テ，ちゆるく氏刺戟型小童文ア見タJレ毛，此レ亦一定不愛ニ，出現スJレユ

非ズ，而:ヵモ通常時ニ於アスヨ，褒見セヨ Jレ、宅ノナレバ，之レガ出現ァ，灸作用ニ騎ス

可キt.:};f0;レカ否久慈カニ断定シ難シ.

撃す照動物ニアリテ毛亦，白血球ノ増加ア来タスモ，其増加率非常ニ僅微ユシテ，且ヅ

短時間ユシテ奮ニ復ス. 但シ家兎番競44ユアリアハ， 仮性 Lヱオジシ寸日蓄好白血球，並

ニ Lマスド細胞ノ;著明ノ増加ア見タリ，

施灸寅験ト艶照寅験トア比較ス Jレニ，灸ァ施セ Jレモノニアリアハ，白血球数並ニ鍛性

Lエオジシ寸晴好白血球ノ堆加ハ，額著ニシテ，長時間纏譲ス.之レア以テ見レベ施灸

ガ家兎ノ白血球数ノ増加ア来ス事ハ瞭然タリ.市シテ其増加ノ経過ハ血糖量，血液凝由時

間i並ユ血球沈降速度ノ愛化ニ卒行ス.然レド毛其ノ;最高度ニ遼スJレハ，前三者ニ比シ，

時間的ニ稲々落シ，

結 論

以上ノ諸寅験ノ結果ア通費スJレユ，灸ノ;影響ニヨツテ，家兎ノ血糖量ハ増加シ，血液

凝固時間ハ著シク短縮シF 血球沈降速度モ亦建カトナリ，且ツ白血球増多症ア起スア知Jレ.

而シテ此等ノ作用九蛋白控ノ作用トア比較スレバ，灸作用モ蛋白龍ノ作用も類似ノ;影

響テ生活鐙ニ及ポステ見Jレ.然レパ灸治方毛主主ニ全然蛋白樫療法ニ蹄ス可キカ.否.吾人

ハ猶ホ此レア以ア全ク満足ス可キニアヨズ3 進ンデ其他種々ノ作用ア，研究艶比シテ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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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メア決定的断案テ下ステ至蛍トス可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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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BVIARIUM 

Experimentelle Untersuchung tiber Moxibustion. 

I. Mitteilung: Uber die Blutveranderungen. 

Von 

Dr. Kaoru Tokieda. 

Aus dem Pharmakologischen Institut der Kaiserlichen Universicat Kyoto. 

(Prof. Dr. K. ,f},f:orishima.) 

In Japan ist von alters her die Moxibustion als therapeutisches Agens fur ver

~chiedene Krankheiten angewendet worden. lhr Wirkungsmechanismus ist jedcch 

trotz verschiedenen Angaben noch nicht klargestellt. Von der Idee ausgehend, 

class die Reize auf der Haut, die durch Moxibustion hervorgerufen werden, gewi

ssermaasen wie die In]ektion der unspezifischen Reizkorper wirken k5nnten, unter

suchte der Verfasser an Kaninchen stiindlich den Einfluss derselben auf Zucker

gehalt und Gerinnbarkeit des Elutes, die Senkungsge~chwindigkeit der Blutk5rperchen 

sowie auf die Leukozytenzahl. Es wurde gefunden, class dlbei deutliche Zunahme 

des Blutzuckers und Steigerung der Blutgerinnbarkeit, leichte Beschleunigung der 

Senkungsgeschwindigkeit der Blutkorperchen und deutliche Vermehrung der Leu

kozytenzahl, ins besondere Pseudoeosinophilie, auftreten. Aile Blutvedinderungen 

zeigen sich sofort nach der Moxibustion und halten mehrere Stunden, ja oft mehrere 

Tage an. Leukozytose tritt zeitlich etwas spater als die anderen Erscheinungen 

auf. (Autorefera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