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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用经络三分法"表#半表半里和里$分别阐述经络在人体内的分布情况!布于表的阳络#散于里的阴络和联于阳络#系于

阴络之半表半里的经脉%并论述阳络#经脉#阴络的生理特点"阳络主营卫#统肌表&经脉运气血#沟内外&阴络蓄阴阳#司脏腑$

和病理特点"阳络的营卫失调&经脉的气血失调&阴络的阴阳失调$%最后提出阳络证#阴络证及经脉证的主病范围和治疗大法

"治法虽有调营卫#调气血#调阴阳之别%但不离一个调字%达到以平为期的目的$'

关键词!经络&阳络&阴络&经脉

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

!"#$%##"&'&'()*+),**-./,(01#(*2&34*,"5"/'#

6789/'-:"'$67;<)%'-1%/'

!"#$%&'#&()*+&,-./0*.1&,&.#"234&#)5)6)1&+&#)$7"#+4"#$

##############################################

''%%%(

%""&余曙光$刘雨星$唐勇$等$电针提高老年痴呆大鼠学习记忆能

力的,-./012信号通路机制%3&4中国老年学杂志$#%%*$#*

!5#'(#( 6(#&4

%"#&阳仁达$严洁$易受乡$等$针刺胃经穴对家兔胃黏膜损伤的细

胞保护作用及机理研究 %3&4中国医学研究与临床$#%%*$#

!"(#'& 6""4

%"'&包永欣$吕冠华$针刺对痴呆小鼠记忆障碍和单胺神经递质的

影响%3&4上海针灸杂志$#%%'$##!5#'#' 6#74

%"*&王少锦$赵志国$李爱英$针刺对拟痴呆大鼠中枢一氧化氮活

性和胆碱能系统功能的影响%3&4中国行为医学科学$#%%*$"'

!7#'*&& 6*&84

%"7&周国平$严洁$常小荣$等 $电针足三里对胃黏膜损伤家兔

90:(,-的影响%3&4中国中医药信息杂志$#%%7$"#!5#''8 6

*%4

%"(&赵保民$黄裕新$张伟$电针对大鼠胃黏膜胃泌素和90:)表达

及+;,-)的影响%3&4第四军医大学学报$#%%"$##!8#'5&# 6

5&74

%"5&易受乡$阳仁达$严洁$等$针刺对胃黏膜损伤家兔表皮生长因

子(生长抑素及生长抑素受体基因表达的影响%3&4世界华人消

化杂志$#%%*$"#!5#'"5#" 6"5#'4

%"&&周智梁$手十二井穴刺络放血及电针对家兔脑血流图影响的

中枢神经递质机理探讨%3&4针刺研究$"88&$!*#'#7* 6#7(4

%"8&李耀功$杨茹$高慧$等$针刺对雌性大鼠垂体雌激素受体 <).

,+表达和血雌二醇水平影响的研究%3&4针刺研究$"88&$!"#'

#& 6'"4

%#%&曲丽芳$宫斌$张再良$等$环核苷酸在正常大鼠神阚(肾俞穴

位组织内的分布及针刺后的变化%3&4上海针灸杂志$"888$=&

!*#''( 6'54

%#"&邓元江$易受乡$严洁$等$胃经穴针刺对家兔离体胃窦平滑肌

细胞舒缩活动与胞内三磷酸肌醇含量的影响%3&4中国临床康

复$#%%7$8!'"#'"7* 654

%##&邓元江$易受乡$严洁$等$胃经穴针刺血清对家兔离体胃窦平

滑肌细胞内钙离子浓度影响的实验研究%3&4新中医$#%%7$'5

!"%#'8" 68'4

%#'&李瑞午$张金铃$郭莹$等$针灸血清对大脑皮层细胞内钙离子

的影响初探 6针灸体液机理的研究%3&4中国针灸$#%%7$#7

!7#''7" 6'7*4

%#*&>?@;.AB@ 0BC$DC@;.ECFGHC$DI@;.GBIJG?@$9KK?/LCKH/BMB@/LBN?

C@ ?OMN?PPIC@ CK0>,:H@Q H/LIRHLIC@ CK1+2SPI@LG?NHLENHI@ HKL?N

KC/H=/?N?ENH=IP/G?<I/I@ABNT%3&4,?BNCP/I?@/?UB==?LI@$#%%7$#"

!(#'"7%4

%#7&刘智斌$刘娜$陈军$补法针刺足三里穴对 V>大鼠 W细胞内

3HX=激酶表达水平的影响%3&4陕西中医学院学报$#%%7$#&

!'#'*7 6*(4

%#(&李海燕$周东丰$宋煜青$等$电针和氟西汀治疗抑郁症对血小

板蛋白激酶J的影响%3&4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 6(8"4

%#5&孙志$针灸治疗单纯性肥胖病的临床及细胞分子机制研究

%>&4南京中医药大学 #%%% 级博士研究生毕业论文$#%%'4

%#&&陈泽斌$王华$针刺对大鼠脑组织神经生物学基因表达的研究

%3&4中国针灸$#%%7$#7!&#'75' 675(4

%#8&易受乡$阳仁达$严洁$等$针刺足三阳经穴对胃黏膜损伤家兔

生长抑素受体基因表达影响的比较%3&4中国针灸$#%%*$#"

!""#'5&7 65&&4

%'%&施静$刘晓春$张静$等$针刺穴位对脑缺血再灌注大鼠脑内

,1>+)" <),+的影响%3&4中国组织化学与细胞化学杂志$

#%%%$8!*#''5" 6'574

%'"&刘智斌$杨晓航$不同手法针刺足三里穴对人信号转导途径的

作用%3&4中国针灸$#%%($#(!##'"#% 6"##4

%'#&修宗昌$余绍源$黄穗平$细胞信号转导理论在脾虚证研究中

的应用%3&4辽宁中医杂志$#%%'$'%!"#'5 684

"收稿日期!#%%8.%7.%5$

)7*)

江西中医学院学报 # % % 8 年 ( 月第 # " 卷第 ' 期
!8'97:; 8<!=:7>?='7=@A9B=0C8<036

#%%8 YC=$#" ,C$'

http://www.ajutcm.com



!

!

针
灸
研
究
!

=:#(,/$('>IP/BPP?Q C@ LG?QIPLNIEBLIC@ CK<?NIQIH@PI@ GB@<H@ ECQTETZHTPCKLG?LGN??.MHNLPCK<?NIQIH@P!?OL?NICN$I@L?NICN$GH=K?O.

L?NICNH@Q GH=KI@L?NICN# P?MHN?L?=T'TH@;.<?NIQIH@PQIPLNIEBLIC@ CK?OL?NICN$TI@.<?NIQIH@PQIPM?NPIC@ CKI@L?NICN$GH=K?OL?NICNH@Q GH=KI@.

L?NICN<?NIQIH@P/C@@?/LIC@ TH@;.<?NIQIH@PH@Q TI@.<?NIQIH@P$>IP/BPP?Q C@ LG?INMGTPIC=C;I/H=/GHNHL?NCKTH@;.<?NIQIH@PTI@.<?NIQIH@P

GH=K?OL?NICNH@Q GH=KI@L?NICN! TH@;.<?NIQIH@PNB=?P<BP/=?$;CR?N@PTI@;K?@ H@Q Z?IK?@"<?NIQIH@PNH@P[IE=CCQ$/C<<B@I/HL?P?OL?NICN

H@Q I@L?NICN"TI@.<?NIQIH@P@CBNIPGPTI@.TH@;H@Q \H@;.KB RIP/?NH# H@Q MHLGC=C;I/H=/GHNH/L?NP!TH@;<?NIQIH@P*TI@K?@ H@Q TH@;K?@ QIP.

CNQ?N"<?NIQIH@P*[IH@Q E=CCQ QIPCNQ?NP"TI@.<?NIQIH@PTI@.TH@;QIPCNQ?NP#4:I@H==T$LG?NH@;?CKLN?HL<?@LQIP?HP?PH@Q LN?HL<?@L

<?LGCQPZ?N?;IR?@$

!!中医理论体系中的阴阳学说的重要贡献之一在

于将自然界的一切事物都概括为两种属性$即非阴

既阳!二分法#+ 但由于阴阳双方是处于不断变化

之中$所以一定存在由阴转阳$或由阳化阴的状态+

有时虽历时短暂$但却是客观事实+ 而此时若将其

硬归于阴或强划于阳$这显然是不妥的+ 如一人$当

其一脚立于门外$一脚立于门内时$能将其归于里或

归于外吗, 因此将这种情况称为半阴半阳+ 它是一

种承阴启阳$或承阳启阴的特殊状态$所以我们由原

来的阴阳二分法转化为阴$半阴半阳!偏阴偏阳$阴

阳对等#$阳的三分法来看待自然界的事物+

"!试用三分法看待经络的分布

人们看待事物一般是用二分法$如正反(好坏(

昼夜等$但中医学里更多的是采用三分法$如药物的

上品(中品(下品"脉位的浮(中(沉"病位的表(半表

半里(里"体质的偏阴(阴阳平衡(偏阳"治法的攻(

和(补等$所以对经络应该也采用三分法$在讲经络

分布时我们有必要了解其含义'经是径$主干的意

思"络是网络分支的意思+ 所以经大络小$经干络

支$它们的作用是联络脏腑$沟通内外+ 那么根据

-类经./以经脉而言$浅而在外者是为阳络$深而在

内者是为阴络0$-灵枢)经脉./诸脉浮而常见者$皆

络脉也+0显然$这里的浮而常见和浅而在外都应该

是指阳络+ 又因-灵枢)脉度./经脉为里$支而横者

为络+0所以我们很容易理解阳络应该是经脉在表

支而横着的部分+ 阳主外$阴主内+ 有浅而在外的

阳络$与之相应的就有深而在内的阴络+ 和阳络一

样$阴络应该是经脉在里支而横着的部分+ 那么阳

络在表$表于何, 阴络在里$里于何, 根据-素问)

皮部./百病之始生也$必先于皮毛$邪中之则腠理

开$开则入客于络脉$留而不去传入于经$留而不去$

传入于脏腑$禀于肠胃0及/皮者$脉之部也$邪客于

皮则腠理开$开则邪入客于络脉$络脉满则注于经

脉$经脉满则入舍于脏腑+0我们可以看出病邪由表

入里的顺序是'络脉1经脉1脏腑+ 所以阳络的

/表0应该是指肌表+ 而根据叶天士/久病入络0(

/久痛入络0显然此络应该是深而在里的阴络而非

浅而在表的阳络+ 病久入络应该是疾病的终点$而

当病至阴络时往往可见脏腑的病变$而脏腑是疾病

传变的最深最重的阶段+ 因此$我们可以推出阴络

当是经脉布于脏腑支而横着的部分+ 故阳络之表为

肌表$阴络之里为脏腑+ 据以上所讲的三分法有在

表之阳络$有在里之阴络$则联系它们达到沟通内外

的主干111经脉便处于表里之间即半表半里这么一

种特殊的状态+ 此与张景岳对-素问)经络论.中阴

络阳络的解释/深而在内者$是为阴络$阴络近经$

以配五脏"浅而在外者$是为阳络$阳络浮显0相一

致的+ 因此$我们人体的经络应该有如表 " 所示的

层次结构+ 这也就能解释-素问)经络论.所说的阴

络有常之心赤(肺白(脾黄(肝青(肾黑$而阳络易变

化无穷+ 因阴络在里$以配五脏六腑$故反映脏腑的

色象"而阳络在表$四时气候都易影响$故变化无常+

表 "!人体经络层次结构

表 半表半里 里

!肌表 皮部 腠理# !十二经脉# !五脏六腑#

阳络 经脉 阴络

#!阳络"经脉"阴络各自的生理功能

阳络布于肌表$营卫运其中$主表+ 有温养(捍

卫(调节肌表的功能"经脉行其中$外联阳络布于体

表$内系阴络散于脏腑$运行气血$主半表半里+ 它

是阴络(阳络$脏腑(肌表$体内与体外的枢纽$起到

联络和沟通的作用"阴络散于脏腑$内蓄阴阳$主里$

从而维系脏腑各自的生理功能+

'!阳络"经脉"阴络各自的病理特点

阳络在表$经随其后$阴络在里+ 是故外邪袭

人$由表入里$首伤阳络$阳之后方入经$经之后才传

阴络+ 然而也有因体质的特殊性$如久病体虚$邪气

可直陷阴络"也有因邪气因素$如温热之邪$变化最

速$骤陷阴络$正传于肺$逆传于心包"也有因感邪途

径$如从口鼻而入$从前后二阴而受$则可直伤阴络$

而至脏腑功能失调+ 但因其初感$正气尚强$故速祛

邪外出而不至邪留阴络+ 此与久病入络大异也2 但

若正气不足$邪气久居阴络$则当别论+

阳络之为病$是为阳络证+ 外邪袭人$阳络首当

其冲$正邪交争$营卫失调+ 或见卫强营弱(或见卫

)(*)

!江西中医学院学报!#%%8 年第 #" 卷第 ' 期

http://www.ajutcm.com



!

!

针
灸
研
究
!

闭营遏+ 二者的鉴别要点$在于汗的有无+ 一般外

邪中阳邪!风 暑 热 阳疫等#伤人$常见卫强营弱之

阳络证+ 如风邪伤人$而见发热!卫强#(汗出!营

弱#"温邪伤人$同样可见发热(汗出之卫强营弱证+

但若外受阴邪!寒湿燥阴疫等#$每每可见卫闭营遏

之阳络证+ 如寒邪伤人$而见发热!卫闭#$无汗!营

遏#+ 因邪在阳络$阳络主营卫$故阳络受邪$必见

营卫失调+ 一旦失调$则温养护卫之功能失职$故见

恶风$恶寒之症+

阳络因邪气太过$或失治$误治$则邪气从化$因

其易感之所偏$可传于经脉$或一经为病$或多经合

病而成经脉证+ 然经为主干$若自然之江河$虽有邪

气$化之必速$传之亦速+ 故一般而言$经脉为病$历

时最短+ 其结局有二'或病解于经"或病邪内陷阴

络+ 但还有一种特殊的原因$如经脉干枯$或经脉中

阻$则邪气可留恋经脉$此证亦不少+ 经行气血$邪

传于经$气血运行失常$而表现为近端经脉受阻$不

通则痛"远端表现为经脉失于濡养$不荣则痛"或见

经气之气化失常之经脉证+

若邪之更进$则循经入阴络+ 阴络主里$内蓄阴

阳$邪干阴络$阴阳失调$脏腑功能紊乱+ 虽病邪可

由一经或多经内传$但因人体五脏相连$六腑相通$

脏腑表里$故可相互影响+ 阴络内散脏腑$所以阴络

受损$必影响所在脏腑$此乃邪入脏腑之阴络证+

*!阳络证"经脉证"阴络证的主病范围及治疗大法

阳络行营卫$主表+ 故大凡邪在肌表$营卫失

调$皆可归于阳络证+ 如伤寒(中风(风水(黄汗(温

病之卫分证等都是阳络证+ 阳络证的治疗大法当

是'随邪所见$调其营卫$驱邪外出+ 遵循在表者汗

而发之$使阳络之邪有路可出$故邪去则营卫调+ 此

时$不必拘泥于仲景的桂枝汤之方言调和营卫$如寒

邪用辛温发汗$温邪用辛凉透表$此虽未言调和营

卫$然解表而汗$邪去正安$必是调营和卫之大法+

因辛温解表$可以畅通营卫$解肌发表"可以调营和

卫$辛凉透表$则营卫自调+ 辨阳络证$可效仿表证

的辨证方法+

经之所见证$即经脉证+ 虽其为时较短$只是作

为一个枢纽+ 但其证范围最广$总之阳络证与阴络

证之外的证型$皆可以归入经脉证+ 辨经脉证$可有

三种方法 '一是据经脉的循行部位$定其病在何经+

如偏头痛$胸肋苦满$则病在少阳"如头痛$项背强几

几$腰痛$其病在太阳+ 二是据经脉各经的气化特

点$定其病在何经+ 如阳明多燥热$故邪气从化$多

见大汗$大热$大烦$脉洪大$苔黄!阳明经证#+ 三

是排除法$既没有阳络证的表现$又不见阴络的表

现$则可归入经脉证+ 经脉证的治疗大法是'随经所

见$配以相应的引经药$使药至病所$气血调和$邪无

所依$则经脉病解+ 若见恶寒$发热$汗出$脉浮缓$

后见头项强痛$此乃阳络之邪$渐入太阳经+ 太阳经

脉$气血运行失常$则可于桂枝汤中加入葛根以引

之$则病解于太阳+ 再若恶寒$无汗$脉紧$而又巅顶

冷痛$阴部冷痛$则可于麻黄附子细辛汤中$加入吴

茱萸$则病可解于厥阴+ 那么于何药(何方中$加入

引经药$才能使药至病所$气血调和$邪无所附$病邪

乃解, 因阳络(经脉(阴络$虽有部位之别$有主营

卫$运气血$蓄阴阳之分+ 然其气则一$是一个有机

的整体+ 故可于阳络方中$加入引药"亦可于阴络方

中$加入引药+ 当权衡轻重主次$遣方用药+ 如以上

桂枝汤加葛根$麻黄附子细辛汤加吴茱萸$是在阳络

中加入引药+ 而如痰热内阻胃络之阴络证$见当心

下按痛$又见以胸肋苦满$往来寒热之少阳经证$则

可于小陷胸汤中$加入柴胡(黄芩以引之$便是于阴

络方中$加入引药+ 对于新病$素体壮实的病人$气

血旺盛$邪气少有停留+ 但对于那些素体亏虚$或经

后产后$气血不足$加上外邪所碍$则可见气滞血瘀$

邪留不去$而见经脉闭阻$失其濡养+ 此时重在调养

气血$功补兼施$使气血畅通$邪除病瘥+ 若老年体

虚之人$气血亏虚$营卫不和$寒湿内侵$则易至邪留

经脉+ 特别是同气相感$易停于太阳经而见腰痛$腿

疼+ 此时以阿胶$黄酒$红枣$黄芪$调和气血"鸡血

藤$独活$散邪通络"牛膝引之$则药达病所+ 气血调

和$经脉畅通$病有不瘥乎,

凡病至阴络$则阴阳失调$脏腑功能紊乱+ 故脏

腑证见时$大多可归入阴络证+ 辨阴络证$同里证但

尚要与脏腑辨证相结合$以定出何脏$何俯之阴络

证+ 阴络证的治疗大法是'知病何在$调其阴阳$随

证治之$以恢复脏腑的生理功能+ 所以久病入络(久

痛入络之络$当指阴络而讲$而非阳络+ 阴络为病多

较重$因大多伤及脏腑+ 一般脏病虽危$但俯之为病

亦险$故而阳络易治$而阴络难疗+

总之$阳络证(经脉证(阴络证$在治疗上虽有调

营卫$调气血$调阴阳的不同$但却始终离不开一个

/调0字$真正达到/以平为期0+ 在调字的前提下$

由于经络要维持其主司营卫$运行气血$贯通阴阳$

以达到联络脏腑$沟通内外的生理功能+ 因此经络

/以通为用0$治疗务必要保持一个/通0字$就像叶

天士所讲的辛润通络法+ 故而/调0是关键$而辛通

润养却是贯穿治疗的始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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