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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规划教材《针灸学》

[1]

对经络作了

如下定义：经络是人体内运行气血的通道，包括经脉和络脉。

“经”有路径的含义，为直行的主干；“络”有网络的含义，为侧

行的分支。 经脉以上下纵行为主，系经络的主体部分；络脉从

经脉中分出侧行，系经络的细小部分。 经络是中医基础理论

的重要概念，经络学说是中医理论体系的基石。 《灵枢·脉度》

指出：“经脉为里，支而横者为络，络之别者为孙。 ”经络纵横

交错，遍布全身，是人体重要的组成部分。 经络的现代生物学

实质是什么？ 经络到底是未知结构还是已知结构的未知功

能？ 现将经络实质假说的研究进展概述如下。

1

经络存在的证明

1.1

循经感传现象 当患者或正常人接收针灸治疗时，常会

出现一种异常的感觉，表现为酸、麻、胀、蚁走感或流水感，这

些感觉沿着一定的路径扩散，甚至引起内脏的反应，将这些

线路描绘下来， 发现与古代文献记载的经络图是一致的，这

种现象叫做经络感传现象，或是循经感传现象。

[2]

人们对循经感传现象进行了更为深入的研究，发现了循

经感传的一些奇异特性：双向传导，在针刺穴位出现两个相

反方向的感传。 速度较慢，为每秒厘米量级，大多数经络敏感

者自感速度为

10cm/s

左右。可被机械压迫和注射生理盐水及

冷冻降温所阻断。在穴位处有停顿，在终点感传回流。可绕过

疤痕组织及通过局部麻醉区，可趋向病灶。 循经感传的路线

上有时出现血管扩张、轻度水肿并可测出肌电发放。 发现部

分截肢病人在截肢部位出现幻经络感传。

1.2

经络电学特性 日本学者中谷义雄用测定仪测得肾病

患者的足部皮肤有一系列的低电阻点，这些点的连线与古代

经络图上的足少阴肾经基本一致。 之后，又发现其他经脉有

类似的情况。 日本京大江川将皮肤上的低电阻点，称为“良导

点”，将良导点的连线，称为“良导络”。

[2]

1.3

经络光学特性 我国科研人员应用光子计数法，测试发

现人体体表不断发射超微弱的可见光。 对经络进行测试，发

现经络上点的发光强度比非经络上的点高

1.5

倍。 可以认为

经络线在发光强度上具有特异性。

[2]

1.4

经络热学特性 任何温度大于绝对零度的物体都具

有向它周围放射红外线的功能， 动物和人体都是热辐射体，

通过接收红外热辐射能可以测量其皮肤温度的变化。 经大量

实验证实，人体经络腧穴的温度要比附近非经穴的温度普遍

高出

0.5℃~1.0℃

。

[3]

1.5

经络声学特性 人体体表的经脉循行线在声传播性

质上具有特异性，表现为高振声和声信号的循经性。 孙平生

应用经络输声技术展开了一系列的研究，用声的传导轨迹完

整地测出大肠、小肠、胃、胆、膀胱经的线路，与古籍记载的体

表经络线路十分一致，表明声波在人体内的传播路径、频率、

速度具有一定的特异性。

[3]

1.6

同位素的循经移动特性 通过穴位注射放射性示踪

剂对人体经络系统进行研究，结果显示：放射性示踪剂沿经

迁移的速度和类型表明其轨迹既不是血管， 也不是淋巴，而

与针灸经络相符。

[3]

2

经络实质假说

对经络和腧穴的声、光、电、热及同位素特性的研究客观

论证了经络的存在，激发了国内外学者从各种不同角度对其

进行深入研究，试图解释经络的生物学本质。 对近年来的假

说和理论，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

[4]

：第一种是否定论，认为

经络是古人抽象形成的理论路线图，否定经络的实体结构和

解剖学意义。 第二种是神经论，认为经络现象是神经系统的

一种功能表现，并无独立的经络结构。 神经论目前已涉及从

皮层、脊髓到外周传入的各个神经层次以及植物神经。 第三

种是体液论， 认为中医经络中的气血指人体中的各种体液，

经络就是已知的脉管或间隙性结构， 包括早期的血脉论、淋

巴管论、间隙体液论等，经络现象是某种化学物质沿经络传

递的结果。 第四种是能量论，认为经络是电磁波优势传递通

道。 第五种是筋膜论，认为经络存在于筋膜结缔组织。

2.1

否定论 章晓东

[5]

通过对古人认识经络方法的综合分

析，结合现代有关研究，论证了经络是古人在总结对人体生

命现象多方面客观认识的基础上，经过古代哲学抽象所形成

的理论路线图，而非一种独立的客观实体。

蔡诗川

[6]

运用中医唯像思维结合经络的现代研究，认为经络

是人体生命活动的总功能态，它反映的是生理功能、病理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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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态势，其面涉及物理、神经生理、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等多个学科领域。众多学者提出的假说大多可分为神经论、体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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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是解剖学上的具体实质。 研究经络时就应本于中医唯象思

维，着重研究经络的象，而经络实质的具体性研究意义不大。

持否定论观点的学者认为只能从中医的理论体系来解释

经络，否定引入现代科学技术研究经络的意义，这种观点是保

守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认为，世界上只有未被认识的事物，

没有不可知的事物。因此，长期未被认识的经络实质，经过现代

科学的全面深入研究，是能够转变为可以认识的科学事物的。

2.2

神经论 根据国内外研究趋势来看，关于经络实质的研

究，神经论占支配地位。 根据作用机制的不同，神经论大致可

分为神经中枢扩散说、植物神经反射联动说、经络的中枢

-

外

周说

[7]

。

2.2.1

神经中枢扩散说 截肢者的幻肢觉提示，中枢神经系

统与躯体可能存在镜像关系。当外周肢体离断后，其在中枢的

镜像依然存在。同理，针刺产生的针感传入中枢后可能在中枢

定向传递，从而产生循经感传现象。持该观点的有蒋大宗

[8]

，他

曾提出“经络实质是存在于中枢神经系统

,

经络线实际上是

在大脑皮层或白质中的强联系网络在躯体上的映像。 ”

2.2.2

植物神经反射联动说 认为植物神经系统是经络系

统的主要构成部分，经脉线实质为体表上富含神经末梢的组

织带，穴区则有着更为丰富的神经末梢。 穴位受到刺激，所激

发的交感神经反射接力的兴奋点所到之处，使肥大细胞释放

各种生物活性物质， 刺激相应的躯体或内脏传入神经末梢，

产生各种感觉，即循经感传。 张宝真

[9]

曾提出“轴索反射接力

联动说”，毛永军、高希源

[10]

是该观点的支持者。

2.2.3

经络的中枢

-

外周说 认为经脉感传现象是中枢与外

周共同作用的结果。胡翔龙等

[11]

认为：循经感传可能是“体表”

的神经感受装置被针刺时沿经传导着的某种“动因”所兴奋，

神经冲动相继传入中枢神经系统，从而产生主观感受到的感

传。 角建瓴、刘承宜

[12]

是该观点的支持者。

神经学说可以对许多经络现象做出解释，但还有许多不

足之处。 例如，神经论无法解释感传阻滞现象，对循经皮肤病

和循经皮肤显痕这类经络现象，也不能做出圆满解释。 因此，

我认为不能简单的将经络系统等同于神经系统，但神经传递

在经络系统中的重要作用又不可忽视。

2.3

体液论 经络研究的早期，有人提出血脉论，认为古人

所说的经络就是现代解剖学中的血管，并不存在一套独立的

经络系统。 随着循经感传现象的发现，这一观点受到质疑，因

为血管显然无法形成循经。 排除了经络是血管或淋巴管的可

能性，国内外的学者开始思考经络与脉管外组织液的关系。

日本学者藤田六郎提出经络可能是在血管和淋巴管以

外流动的脉管外体流动路径，这一路径上的疏松结缔组织较

多，对体流流动的阻力较小。 谢浩然和美国的

Langavin

分别

使用经典解剖学方法和超声探测方法证明了经脉多走行于

结缔组织之中。 一些学者用同位素示踪的方法发现了经脉线

的动态轨迹，初步证明人体存在循经流动的组织液

[13]

。

刘里远等

[14]

进行了大鼠皮肤交感肾上腺素能物质（简称

交感物质）分布的宏观放射自显影实验，观察到大鼠皮肤中

显示出了连续清晰的交感物质分布线。 针刺后皮肤经线交感

递质释放与阻断与经络传导相关，微量的

α

受体兴奋剂穴位

注射模拟出针刺效应。 提示大鼠皮肤中的交感物质分布线与

皮肤针刺信号传递线路是一致的。

谢浩然

[15]

提出经络气道论。认为经络就是气道，即在皮肤

与肌肉和骨骼等器官之间的筋膜间隙， 其中有疏松结缔组

织、组织液气、能量物质、神经、血管和淋巴等多种组织结构

的物质功能。 在进一步的解剖观察中，谢浩然提出经络脉气

是纵横间隙的组织液气， 经络气道是纵横间隙的液气通道，

经络结构是纵横分布的间隙结构，经络系统是气道相通的调

控系统，经络实质是间隙液气的生命物质。

卢六沙

[16]

通过大量借鉴他人的研究成果，提出了经络物

质构成模型。 认为经络这一生命期间的体液内环境，其主要

物质构成是处于临界浓度附近的溶致液晶体透明质酸

（

hyaluronicacid

，

HA

）。

2.4

能量论 这里的能量，主要指电磁波、声波等物理性能

量，而非细胞能量代谢中的化学能。 张秉武

[17]

早在

50

年代就

提出了经络的波导管假说，认为“内气”的实质是电磁波，经

络现象是人体红外线和微波过程为主导的现象。 提倡“用特

殊波导管来模拟经络，用特殊谐振腔来模拟脏腑”。 持相同观

点的还有田正道。

郭义等

[18]

从量子学角度对经络实质进行了探讨。认为“经

络是由一系列开放频率相同的细胞组成的”。 这些开放频率

相同的细胞是在原条期胚胎发育的结果。 根据协同学原理，

它们组成了有序化结构———经络。 经气的实质就是电磁波、

能量等信息的传导。

张怀亮等

[19]

根据细胞生物场效应理论，提出生物场（穴

位）之间的不间断联系运动形成经络生物场，其中包括向上

或向下甚至横向和斜向运动的、大小强弱不等的、有相对变

化的、具有个体差异的经络（细胞生物场效应）体系。 改变和

影响生物场效应可以影响经络细胞生物场。

李定忠等

[20]

利用低温超导量子干涉仪，观察针刺足三里

穴前后脑磁图和经穴磁图变化。 通过高磁场脑功能扫描仪探

讨经络传导与脑功能变化的相关性，发现针刺和感传过程均

能引起脑功能的变化。 在此基础上提出“经络的实质是电磁

振荡和电化学振荡的循行流，载体为人体物质系统”。 杜梦玄

提出的经络的波粒二象性特征与此相似。

韩金祥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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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筋膜论 近年来，筋膜论逐渐成为经络实质研究的一个

热 点 ， 其 研 究 组 织 主 要 是 美 国

NIH

资 助 的

Helene M

Langevin

的研究组，以及国家“

863

计划”数字人项目和“

973

计划”支持的南方医科大学人体解剖学教研室的原林教授团

队。 原林团队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提出了新的研究方向“筋

膜解剖学”和“筋膜学”，人体第十大功能系统———筋膜系统

的提出，很好地解释了经络现象和针灸机制。

[22]

原林等

[22]

在数字人研究的基础上，对人体筋膜结构进行

了分割、标记和三维重建。 第一次构建了与古代经络记载走

行相似的可视性串珠样立体结构。 进而通过对整个人体的筋

膜进行重建，显示出筋膜在人体内部所形成的软支架，通过

研究国标人体

14

条经络

361

个穴位的进针部位和手法，发

现人体穴位的针刺部位均位于筋膜的不同层次。 结合现代医

学生物学知识提出： 人体筋膜支架是经络的解剖学基础，其

综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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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穴位”是富含神经感受器和活性细胞而能产生较强生物

信息的结缔组织聚集处，“经脉”为“穴位”间具有解剖学结构

相连或神经传入接近的筋膜结构。

王军等

[23]

通过对人体上肢经脉

MRI

图像的分割和三维

重建，也得出结论：全身的筋膜结缔组织可能是经络的解剖

基础。 王春雷等

[24]

对原林的筋膜学说及其意义做了进一步的

阐述。

更多的学者注意到原林的筋膜学说，并通过自己的方法

和研究手段对其进行检验和论证。 李艳菊等

[25]

通过小针刀针

灸治疗的特别体验证实经络的存在，并说明经络实质就是广

泛存在于人体的各部筋膜组织。 王西明

[26]

通过从提插与捻转

手法能量输入模型出发，运用物理学中的能量密度、能流密

度和声强级概念，提出经络的实质可能是其中含有丰富的弹

性纤维和胶原纤维的筋膜组织。

笔者比较认可的是原林的筋膜学说。 传统中医理论中的

经络系统，无论从形态还是功能上，都非常近似于筋膜学理

论中的筋膜系统。

形态上， 人体结缔组织广泛分布于人体的各个部位，甚

至深入器官，形成器官的间隔。 对筋膜结构的三维重建图显

示筋膜分布与古代经络线路相似。 而中医对经络的描述中，

经络遍布全身，是人体气血运行的主要通道，其内属于脏腑，

外络于肢节，沟通内外，贯穿上下，将人体各部的组织器官联

系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中医著作对经络的描述与现代解剖学

对人体筋膜结缔组织的描述非常相似。

功能上，经络具有联系脏腑和肢体、运行气血、濡养周身、

抗御外邪、保卫机体的作用。在对筋膜系统的功能描述中，遍布

全身的结缔组织筋膜支架，以筋膜内干细胞为中心，在神经系

统和免疫系统的参与作用下，形成自体监控修复与支持储备系

统或称筋膜系统。该系统基本功能是使生物维持较长的生命周

期并通过细胞信号传导、分子扩散、神经反射调节、神经内分泌

调节、自身免疫调节和细胞组织修复等环节维持机体内环境的

稳定。 这些也正是经络功能的现代生物学语言概括。

3

展望

中医学是中国古代科学中唯一没有被埋没的中国原创

性科学， 是中国科技界和中医界所面临的重大机遇和挑战，

而作为中医基础理论基石的经络学说，是一个不同于现代科

学的完整的理论体系，是一个尚未被现代科学所认识的重大

科学问题。 经络学说贯穿中医学的生理、病理、诊断和治疗各

个方面，涉及到针灸、推拿、刮痧、走罐、气功等多种治疗方

法。对经络的研究可能将中医学推向世界，发扬光大。我们有

责任有义务对解决这一重大科学问题作出重要的贡献。 纵观

几十年来的经络研究， 我国研究人员作出了大量的工作，也

提出了多种假说， 但是多数没有深入阐明其生物学意义，也

没有进一步指导临床实践，因此没有哪一家之言得到生物学

界和医学界的公认。 关于经络实质的思路则比较混乱，多数

人仅从自己的研究角度和学科背景出发来论证经络，对其他

研究成果缺乏共识， 对经络的认识尚处于盲人摸象的阶段。

为了揭开经络实质的奥秘， 我们必须突破现有知识的局限

性，进行大胆假说和严谨求证，勇于创新，标新立异。 将中医

学与现代科学技术相结合，将临床研究、理论研究与实验研

究相结合，开展多学科多角度的研究。 摈弃偏见，建立起与各

种学说具有最大兼容性的工作假说体系。 最后，期待通过研

究人员的合作和学科间协作，我们能在不远的将来揭开经络

的神秘面纱，推动中医的现代化研究，促进中医药产业和人

类健康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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