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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针灸疗法的优势对经络与神经系统循环
系统关联性的多元探索※

● 沈金梦 崔 泽 王 丹 郭小静 胡彦鸽 周 波▲

摘 要 经络与神经系统、循环系统是中医学、现代医学中重要的组成部分。经络与现代医学中

的神经系统、循环系统的循行分布吻合度高，在疾病治疗过程中联系密切，人们常因此而将三者混

淆。基于针灸在神经系统、循环系统疾病治疗中的较大优势，笔者在源流、生理解剖、生理功能、临床

应用方面对其关联性进行了多元化的探索。认为经络有其相对独立性，神经、循环系统并不能完全

取代经络，但经络与神经、循环系统密切相关，在临床上可将经络和神经、循环系统相结合，以指导对

疾病的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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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络与神经系统、循环系统是中医学、现代医学

中重要的组成部分，针灸学科与神经病学、心血管内

科联系密切。山东大学齐鲁医院的针灸推拿科[1]对

2014年度的两千余例病房针灸会诊病例资料进行了

分析。分析内容包括会诊病例的学科分布、会诊病

症以及原发疾病的所属系统，发现神经系统和循环

系统疾病的数量占会诊总量52.26%，共 788例，会诊

病症达36种之多。此项分析说明了经络与现代医学

范畴的神经系统、循环系统的循行分布吻合度高，在

疾病治疗过程中联系密切。基于针灸在治疗神经系

统、循环系统疾病的优势，笔者对其关联性在源流、

生理、临床应用等方面进行了多元化的探索。

1 源流

1. 1 经络概念的源流 经络[2]是经脉与络脉的总

称，是人体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作用为运行

周身气血、沟通上下内外、联络脏腑形体官窍，是感

应传导信息的通路系统。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在经络

概念的形成过程中影响十分深远。《素问·离合真邪

论》云：“夫圣人之起度数，必应于天地；故天有宿度，

地有经水，人有经脉。”最初，中国古代先民通过类推

思维方式认识人体。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人体浅

表的脉、筋等条索状物易被观察到，逐渐形成了对其

形态、结构的认识。他们将这些条索状物与天空中

的宿度、陆地上的河流进行类比，认为人体内存在着

类似物质或结构，并称之为“经脉”。古代医家在不

断观察、临床实践的过程中，对于经络的认识逐渐由

感性变为理性。首先认识到经络是连接脏腑形体官

窍的形体结构，是气血运行的通道。在此基础上，通

过对针刺经络产生的感性传导等现象的观察，认识

到经络对信息的传导作用。亦如自然界中的河流，

经络中气血的运行和信息的传导，与四时气候变化

同样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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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神经系统和循环系统概念的传入 神经系统

是人体内主要的功能调节系统，由脑、脊髓以及（与

脑和脊髓相连的）脑神经和脊神经组成；循环系统包

括心血管系统和淋巴系统两部分，是人体内密闭而

连续的管道系统[3]。随着佛教的传入，中国的医学典

籍早在六世纪就已开始传入日本，隋唐时期的中日

医学交流最为活跃。江户时期，中国医学的解剖学

知识全部传到日本。中国人对身体的认识对日本医

学具有十分深远的影响，他们始终遵奉着中国传来

的解剖学知识。明末清初，以邓玉函、罗雅谷、龙华

民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在学习中国文字、中国医学、

汉文化后，将西方解剖学著作翻译后传入中国，中国

由此接受了早期的西方解剖学知识。随后，更为丰

富的西方解剖学知识，也在影响日本后传入中国。

由此可见，传入中国的西方解剖学知识，大致有西方

传教士的译著和日本的传入两种来源，而这两种来

源都基于人们对中国医学的学习和认识[4]。

基于以上原因，西方医学著作的译本都大量使

用了中医学中的词汇。如第一部传入中国的西方解

剖学译著《泰西人身说概》中，对 30对脊神经和 7对
脑神经进行了详细论述，将神经译作“细筋”[5]。将动

脉译作“脉”，将静脉译作“络”，分别论述了它们的组

成、性质、种类以及在体内的分布等；将淋巴腺译作

“筋络”。在《人身图说》中，静脉被译作“血络”，动脉

被译作“脉络”，书中出现的“六品筋”指迷走神经[6]。

再如《小宇宙鉴》中，用“筋”表示神经，以“经”表示血

管，注文中的名词术语几乎全部来自汉方医学[7]。

因此，由于神经系统、循环系统中的概念在传入

中国时受中医解剖知识的影响，“神经”“血管”“淋

巴”等概念往往包含在“经络”的概念之中。

2 生理

2. 1 生理解剖 经络的循行与血液循环、淋巴管道

的径路、神经的分布都有吻合之处。早在马王堆汉

墓出土的《足臂十一脉灸经》和《阴阳十一脉灸经》

中，就有了对人体十一条经脉循行路线的记载。

2. 1. 1 经络的循行与神经的分布 《灵枢·经筋》中

将手太阳之筋循行描述为“起于小指之上，结于腕，

上循臂内廉，结于肘内锐骨之后，弹之应小指之上，

入结于腋下”；将手太阴之筋循行的描述为“出缺盆

……下结胸里，散贯贲，合贲下，抵季肋”。现代医学

通过解剖发现，尺神经起源于内侧束，沿肱二头肌内

侧与肱动脉一同下行，经尺神经沟至前臂，与尺动脉

一同下行至入手掌；膈神经经胸廓上口进入胸腔，沿

心包两侧、肺根前方下行至膈。手太阳之筋与尺神

经、手太阴之筋与膈神经在人体内分布的吻合，形象

地说明了经络循行与神经分布的关联性。

中国医学科学院刘克[8]等人对大鼠的电生理学

实验表明，皮肤神经末梢感受器并非均匀分布，非穴

位区的神经末梢密度明显不比穴位区密度高，且神

经末梢密集带的分布与经脉的走向相吻合。

2. 1. 2 经络的循行与循环系统的径路 《灵枢·经

脉》将络脉描述为“诸脉之浮而常见者，皆络脉也。”

“经脉十二者，伏行分肉之间，深而不见，其常见者，

足太阴过于外踝之上，无所隐故也。”这与现代医学

中静脉多分布表浅，青筋纵横的特征不谋而合。

研究表明[9]，在全身的361个穴位里，其中靠近动

脉主干的穴位有 58个（占 16.1％）；靠近浅静脉干的

有 87穴（占 24.1％）。在针刺十二经 309个穴位的过

程中，研究人员[10]对针下结构进行了观察，其中有 24
穴（占 7.77％）针 下 正 当 动 脉 干 ，有 262 穴（占

84.79％）针旁有动、静脉干。这都说明经络与循环系

统有密切关系。

学者们对于经络本质的研究早已展开。近年

来，江正杰[11]提出了经络本质为气液混合态的假设；

尚振德[12]认为经络是人体生物电循环传导系统。尽

管这些假设能从某些侧面与经络的特征有所吻合，

但至今尚未找到某种能全面阐明经络本质的组织。

然而在对穴位与非穴位周围神经血管及其他物质浓

度及其变化的比较研究上，科研团队多次证实了经

络与神经系统和循环系统的关联密切。

2. 2 生理功能 《灵枢·海论》云：“夫十二经脉者，

内属于府藏，外络于支节。”《灵枢·经筋》曰：“经脉

者，所以行血气而营阴阳，濡筋骨，利关节者也。”后

世医家在生活实践和临床治疗中，将经络的生理功

能归纳为联系内外、网络全身；运行气血、调整阴阳；

传导感应、调整虚实。现代临床利用经络的功能，通

过刺激经络穴位等治疗方法，均体现了经络与神经

系统、循环系统的关联。

2. 2. 1 经络联系内外、网络全身的功能与神经系统

的功能有关 针灸通过刺激经络穴位，产生对机体

的刺激信息，信息通过穴位局部的周围神经传入到

中枢神经系统，经过中枢系统整合，由传出神经传递

到各系统的不同器官或组织，实现对各系统的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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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节作用。

高日阳、莫桂芸[13]通过 2008~2009年 PubMed收
录针灸治疗疼痛的文献中发现研究针刺镇痛的机制

有58篇论文，大多数机制集中在大脑中枢结构，脑内

阿片肽及其受体、铁蛋白重链、5-羟色胺、一氧化氮、

脑啡肽、神经营养因子和细胞因子等物质的参与以

及神经传导等方面。由此可见针刺具有良好止痛

作用。

2. 2. 2 经络运行气血、调理阴阳的功能与循环系统

的功能有关 《灵枢·官针》中提到络刺，“络刺者，刺

小络之血脉也”即指刺络放血疗法。这是一种用三

棱针刺破浅表络脉，放出少量血液的外治法。体现

了“菀陈则除之”的治则，可起到畅达气血、激发正气

的作用[14]。刺络放血的机理复杂，但主要与循环系统

有关。研究表明[15]，刺络放血对于改善局部微循环、

减轻水肿十分有效，可促进局部组织氧和营养物质

的供应，起到消肿止痛的作用，同时使细胞的活力

增强。

2. 2. 3 经络传导感应、调整虚实的功能包含神经、

循环、免疫等系统的综合作用 针刺治疗心脑血管

疾病是从多途径、多靶点发挥作用的。利用针刺治

疗调节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等可干预脑血管疾病

发病的主要病理环节。如针刺内关可增加冠脉血流

量，改善心脏泵血功能；调节心肌能量代谢，改善缺

血心肌早期的电稳定性；通过调整血流速度、降低血

脂和血流黏度来改善微循环，促进心肌缺血性损伤

的恢复；还有增强自由基清除能力和改善心肌细胞

超微结构等作用[16]。

因此，经络对于人体的治疗包含了神经、循环、

免疫等系统所起的综合作用。

3 临床应用

神经系统疾病和循环系统疾病在针灸临床治疗

的疾病中占很大比例。其中，脑卒中和下肢静脉曲

张均是其所属系统中极其常见的疾病，且运用针灸

治疗效果显著。

3. 1 运用“醒脑开窍”针法治疗脑卒中 “醒脑开

窍”针刺法在中风病各期的治疗中均有较好的临床

效果。刘涛[17]等人认为，本质上针刺是通过“致敏”下

运动通路来“再通”整个传导通路。冯富忠[18]将 240
例急性中风患者随机分为单纯药物治疗组和药物治

疗加“醒脑开窍”针刺组进行对照实验。3个疗程后

药物治疗加“醒脑开窍”针刺组总有效率为 88.33%，

单纯药物组治疗总有效率为60.83%。由此可见，“醒

脑开窍”针法的辅助治疗，大幅度提高了脑卒中治疗

的总有效率。

3. 2 运用火针、刺络放血治疗下肢静脉曲张 现代

医学认为，下肢静脉曲张是由于下肢静脉瓣膜功能

出现异常，下肢静脉血液回流障碍所致。在中医的

认识中，下肢静脉曲张是由于气虚血瘀所致，针灸在

其临床治疗中具有独特优势。

宋慧君[19]对 84例下肢静脉曲张患者进行对照分

组治疗，采用穿弹力袜和刺络放血两种治疗方式共

同治疗的实验组总有效率为 100%，其相较于单纯穿

弹力袜的对照组总有效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何

亮和李平[20]对26例患者治以火针刺络放血以祛瘀生

新，使血脉畅通，有效率达96.15%。

4 讨论

经络是在中医理论指导下，通过针刺对人体经

络感应传导现象的观察而形成的。其在中医理论对

人体结构组成的阐述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对经

络源流的挖掘、生理解剖及生理功能的探究和临床

应用的分析过程中，笔者发现经络与现代医学范畴

的神经、循环系统密切相关。在临床上可利用针灸

治疗的优势，将经络和神经、循环系统相结合，指导

脑卒中、下肢静脉曲张等疾病的治疗。但经络有其

相对独立性。现代医学中的神经、循环或其他系统

都不能完全反映其实质。针灸治疗的疗效机制不是

单方面作用效果的累加，而是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

的结果。因此未来对经络机理的探究，可以在中医

基础理论的指导下，结合现有的现代医学对人体结

构实质的认识，通过基础实验研究以及临床经验的

积累和印证，以期构建起关于经络实质及针灸疗效

机制的人体可视化模型，进而形成针灸治疗规范化

体系，增加针灸治疗可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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