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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相关经络存在及经络实质文献的研究

#

!舒珊!!江西中医学院!南昌 TT&&&Q$

摘要!目的*针刺疗法已被世界 "Q& 多个国家应用于临床实践" 关于经络现代研究已有五十多年!本文在新世纪 "& 年代末收

集经络存在及经络实质相关文献!旨在揭示经络的现代研究进展!为未来经络实质的研究指明方向" 方法*检索江西中医学

院图书馆#KVG数据库#?MpV数据库等收集与经络实质相关的文献" 结果*关于经络实质的认识和研究方法各不相同!但都承

认经络的存在" 迄今提出了不少于 #& 种的假说或学说!每一种学说均只能解释经络的一部分现象或者是仅仅提出了没有理

论体系支撑的一个新概念!而未能触及经络的本质" 结论*经络实质的研究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

关键词!经络$实质$体液循环$结缔组织结构$生物场$神经传导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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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络是什么2 随着针灸在世界各国的广泛运

用#关于经络存在和经络的实质的疑问排山倒海的

袭来' 经络学说是中医学基础理论的核心内容#也

是当前中医现代化的研究热点领域' 半个多世纪以

来#围绕着经络实质问题#现代多学科在经络物质基

础&经穴的生物学效应&针灸机制等领域开展了广泛

研究' 经过这些年的研究#采用现代科学的方法肯

定或再现了经络现象#但引起这种现象的科学机理

尚不能完全被现代科学所解释#基于现代科学体系

上的经络理论构建尚未完成'

+P,因此#对经络的研

究探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经络存在性的研究

我国历经 %& 多年对经络投入大量资金和人员

进行多学科综合性研究和攀登#已取得丰硕的阶段

性成果#经络的循经双向传递性&低阻高导性&高温

发光性&钙离子富集性等经络现象#目前可以证明经

络是客观存在的+O,

'

自 #& 世纪 %& 年代日本中谷义雄提出良导络的

思想之后#很多的研究都从经络穴位电测量的方面

开始'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陈荣+Q,给出了一种经络

穴位信号的采集与处理系统的设计' 该系统以

)JQ#&&eG&O 等器件做为放大电路核心元件#针对

经络穴位信号的特点#对由电极采集到的经络穴位

信号#通过前置放大#将微弱的经穴信号高保真放

大#并通过各种滤波电路滤除干扰#再经过采样变成

数字信号在计算机中用E)*U)c进行分析和处理'

实验表明%该测量系统可明显检测到经络的良导性'

这就对经络的存在性做出了有力的解释'

#!经络实质的研究

经络的客观存在虽已被众多专家学者肯定#但

经络学说中尚存在不少瑕疵有待修正完善' 有关经

络实质的见解和假说也处百家争鸣阶段#华萍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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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其归纳为体液循环学说&结缔组织结构学说&生物

场学说&神经传导学说四大主流学派'

+],

#$"!体液循环学说

香港大学中医药学院李磊+",认为系统一词本

与中医无关#但随着中医的西化#我们也只能暂且接

受' 但即使这样#经络系统的内涵也存在问题' 他

从理论上探讨了(经络系统)一词的实际内涵' 认

为(经络系统)的主要功能是运行气血#因此其组成

部分必须都是中空的结构' 提出(经络系统)不应

该包括十二经筋和十二皮部#而是由十二经脉&奇经

八脉&十二经别&十五络脉&孙络&浮络和气街&四海

等中空的结构共同组成' 楚雄彝族自治州中医院施

宏伟+"',认为现代中医学对于传统中医经络的解释

是这样的%经络#是经和络的总称' 是运行全身气

血&联络脏腑形体官窍&沟通上下内外&感应传导信

息的通道系统'

衣运玲+',认为经络是已传承了二千多年的古

老治疗技术***针灸的作用载体' 综合分析古今对

经络的研究结果#分析经络来源及本质#发现关于经

络实质的研究结果统分为非解剖结构的虚体系统或

有物质基础的实体系统' 全文通过对两种系统不同

言论的讨论和对针灸生命反应的陈述得出经络是一

种有物质基础的功能系统' 其观点与杭州萧山区中

医院杜梦玄有异曲同工之处' 杜梦玄+O,认为中医

具有整体性与动态性的特征#与生命活动有关的信

息传递和物质能量交换传输应该是动态变化着#故

经络应是一种活结构#而不是一种看得见&摸得着&

固定不变的死结构' 楚雄彝族自治州中医院施宏

伟+"',从现代中医学对于中医传统经络的概念展开#

以中医学(三阴三阳)六气理论为内涵#提出并阐释

人体手足(三阴三阳)十二经络是人体内(六气)能

量的不同组合方式#其作用是以六气的形式对人体

生理功能&病理状态进行调节的通道的假设'

#$#!结缔组织结构学说

深圳大学医学院基础医学院王军+#,

#通过在 T$

&*核磁共振获取的图像上#标记出人体上肢筋膜结

缔组织的聚集处#通过图像分割和三维重建#与传统

中医记载的经络走行线进行对比分析#发现两者有

相似性' 从生物学机制方面探索中医经络的物质基

础和解剖学构成#得出经络的实质可能是分布于全

身的筋膜结缔组织' 王军认为中医的穴位主要分布

于人体结缔组织聚集的部位#该处富含敏感的神经

末梢&活性细胞和淋巴管#针刺这些部位能产生较强

的生物学效应#针灸治疗的机制是通过神经反射&神

经内分泌和自身免疫调节来治疗各种疾病' 但几乎

所有人体组织器官的间隙均有结缔组织存在#那么

从根本上说全身各个部位均是穴位#这也许并不能

简单的用穴位的(质)和非学位的(量)解释'

#$T!生物场学说

#$T$"!生物光子辐射干涉聚束!山东省医学科学

院韩金祥+T,基于生物光子相干性理论探讨经络的

本质#通过简化模型的理论计算#并与实验结果比

较' 生物体内光子辐射场可产生强干涉现象' 提出

经络干涉假说%生物机体光子辐射场具有非局域相

干性#在机体内发生干涉现象#其干涉聚束构成一个

整体的立体性网络#在生物体表!相当半反射面$形

成强弱相间的条纹!聚束$即经络' 它携带着相关

脏器的生物信息#将机体内各组织器官联系起来'

最后韩金祥提出经络干涉假说是基于前人的理论和

实验推测提出的#有待进一步实验验证'

#$T$#!自我识知区功能!中国援东帝汶医疗队王

永红+%,期望能在现代生理学基础上建立经络实质

模型及运行机制' 她通过分析古今有关经络与脑的

关系的研究#结合现代生理学大脑功能分区及其作

用#在现代脑功能成像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经络实质

的自我认知功能及其运行机制#并用之解释传统经

络理论及经络现象' 该模型能完善地解释传统经络

理论和经络现象#并能具体计算经气运行速度' 因

此她认为经络实质极为自我认知区功能' 但该模型

的建立尚有待研究'

#$T$T!细胞组织的机械振动!杭州萧山区中医院

杜梦玄+O,在科学工作者的辛勤科研成果基础上提

出了关于经络实质的波粒二象性遐想' 通过光的波

粒二象性类推到经络实质上#提出了经络的波粒二

象性特征#粒子性即细胞舒缩功能#波动性即机械波

与电磁波的协同性#电磁波是启动波#机械波是功能

波#它们之间相互协同"经络是多波源的自组织系

统#组成经络的每个组织细胞既是波源#又是传导媒

介"经络生物电传导的开环单向性#可以在非闭合回

路中传导的观点"机体细胞与细胞之间的传导是经

络现象的基础"并提出了经络低阻抗现象#即经刺激

穴位后细胞的舒缩功能#组织的机械振动强弱是形

成经络传导难易程度的原因' 这一观点很好的解释

了经络传导现象形成的原因#表明了经络实质的整

体性与复杂性#它与神经&血管&淋巴之间的密切联

系' 这似乎和王军+#,的筋膜结缔组织有类似的地

方'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所祝总骧+"T,通过循经微

小搏动的现象#将受试者先分别用循经高振动声和

循经低阻抗方法将左前臂心包经体表循行线!实验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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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脉线$测出#再在所测实验经脉线上内关穴处进

行针刺#并在针前&针时&起针后#分别在臂中穴经上

及经内&外 T//处进行微小搏动测定取样' 从而证

明经络确有(行血气)功能#经络是血气运行通道#

内有物质和能量的存在' 山西省河津市残疾人联合

会康复中心陈军德+"#,从细胞学角度探讨经络运行

气血作用的机制及其在中医模型中所起到的作用#

利用现代生命科学的研究成果#阐明经络结构形成

的细胞模型及其在气血调控中的作用机制和中医模

型创建中的意义'

#$T$'!胚胎分化网络之一!南方医科大学中医药

学院陈锦明+"%,尝试从胚胎学角度#阐述经络的实质

及存在形态#提出经络实质是从机化体演变而来的

网络' 根据机化网络论#经脉是胚胎发育过程中#与

分化系统相依并存的一个网络#实质是原始机化网

络的成熟形态#分布于各组织之间分界线上#由血

管&神经&淋巴管等结构组成的立体结构' 其文献中

借鉴了早在 Q& 年代提出的凤汉管的理论#但凤汉管

的研究已中断 '& 过年#固其可信性值得怀疑'

#$'!神经传导学说

山东省淄博市高青县水务局王维兵+],从经络

数据与神经解剖数据的关系及其数学机制方面探讨

经络的实质' 根据-神经解剖学/与-腧穴学/中的

数据#并结合相关资料#分析&计算&推演经络数据与

神经解剖数据的关系及其数学机制' 得出经络系中

枢经络X躯体经络X内脏经络X整体经络的复合编组网

络' 经络数据与神经解剖数据及其关系由数学计算

机制决定' 此研究认同经络系统与神经系统有密切

关系' 湖北省咸宁市中心医院王萍+"&,认为神经在

循经感传中起感觉作用#但却不能解释循经传感的

一些特征#因此说%在经络的组成中包括有神经#神

经只能是经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经络系统

的内容却要比神经系统所包涵的内容更广泛'

T!创新思维的呼吁

王号+"O,在-从植物体内养分和水分的输送途径

看人体经络/指出植物中存在导管和筛管#把根&

茎&叶&花果等各部分#连成一个纵横交错的管道网#

从而组成了植物体内的运输系统#担负着繁忙的运

输任务' 人是比植物更高级的生命#既然植物的筛

管可以由非中空的活细胞构成#人体经络难道就非

要是有形的&中空的管道吗2 当前经络研究中也许

存在指导思想和方法论的问题' 相当一部分经络研

究者是血管&神经论者#他们并不相信经络是独特的

未知系统' 如何更科学&更严格地证明经络是一个

独特的未知系统#仍是要解决的问题' 有一部分经

络研究者仍是在用解剖学的方法#把经络当作死物#

当作组织结构来研究' 如果经络是个活的结构#是

功能系统#用解剖学的方法永远不可能取得突破'

这如同要在已经干枯死亡的树枝上#企图发现筛管

一样' 由于经络的特殊性#从常规技术角度研究经

络#存在一些难以克服的阻碍#因此#经络研究需要

新的思想和方法'

王永禄+"],运用统计学方法考察了各经络上腧

穴与所属脏腑的相关性#结果表明#各经络上腧穴与

所属脏腑的总体相关性较差#且各经络间差异显著#

这与传统经络理论不符#因此提出经络只是一种分

类系统的假设' 放弃现有的经络理论系统#建立更

加完善的腧穴分类体系与针灸临床指导理论将是针

灸学发展的方向' 他认为虽然半个世纪以来对经络

的研究应用了现代生命科学中的最新技术#却没有

考虑到古人的认知能力' 与现代先进的科技手段相

比#古人的认知能力是非常有限的' 理论上发生错

误的可能性更大' 从这个角度讲#任何有关经络实

质的研究#如果超出了古人认知能力都是没有意义

的#也不会产生实质性的研究结果' 现有的经络分

类系统因为没有正确认识到腧穴主治与相关脏腑间

的关系#因此不能解释针灸临床治疗中的许多问题#

并且存在逻辑性差的缺点' 因此#他认为现有的经

络概念已经不能适应临床研究的需要#今后针灸学

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应该放在建立新的腧穴分类系

统上'

专家在(象思维与经络实质)学术沙龙上呼吁

经络研究要勇于创新' 黄龙祥说(经络学说是古人

对针灸诊疗作用的一种直观解释#传世的经络学说

只是历史上诸多学说的一种#这意味着我们不要过

于为传统所困#而要在古人基础上面对时代要求勇

于创新')

+"P,

'!展望

作为中华文化的瑰宝#经络学面临的不但是机

遇#更多的是挑战' 其盛衰归根取决于经络学自身

的继承&发展与创新' 不少国内外学者认为#经络是

我国生命科学研究中最有可能取得的原创性成果的

一个重大项目#如果能够真正体会古人对经络规律

的阐释和总结#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和方法#致力

于文献研究&临床研究&实验研究#经络之谜最终破

解必将为针灸走向世界#为世界医学和生命科学的

发展提供新的内容' 总之#针灸疗法的有效性是其

价值所在#无论经络实质是什么都是不容置疑的'

关于经络实质的研究依然有一个漫长的路要走' 我

们期待其神秘面纱尽快被揭开' 这将会让针灸疗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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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现代医学的一部分#从而更有利于针灸疗法的

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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