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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经络气机角度探讨中风病的治疗思路※

王菊枚1 杨国顺1 冯丝丝1 吴 泉2 吕玉兰1 任雨柔1 曾 涛3 顾力华2▲

摘 要 经络理论认为，中风病的发生、发展与机体经络气机失调密切相关。经络的生理、循行

及主治病症均与中风病有着密切联系，经络气机正常、循行通畅则人体“阴平阳秘”，处于不病之常

态；反之，人体出现气机失调，升降出入不畅，致气血逆乱、经络不利、脏腑功能失常，如肝失疏泄、脾

失运化及升清、肾不能藏精等可致脑失于清明，则发中风病。因此，疏调经络气机或可成为防治中风

病的重要途径。目前，从经络气机着手治疗中风病的研究相对较少，本文从经络气机角度探索针灸

治疗中风病的规律不失为一种经济有效的治疗方法，从而为中风病的治疗提供一条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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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风亦称脑卒中，是一种好发于中老年人，主要

因多种病理因素导致机体的脑动脉狭窄、闭塞或者是

血管破裂的脑部血液循环障碍疾病[1]。中风是全球范

围内造成人类寿命年损失的主要病因，也是中国人最

高伤残寿命年损伤疾病之一[2]。其临床主要分为两大

型：出血性脑卒中、缺血性脑卒中。现阶段西医对于

中风病尚无特异性的治疗方法，在临床中对中风病主

要给予静脉溶栓、抗血小板、抗凝、调脂、降压、降纤、

扩容、手术及介入等对症治疗。中医对于中风病及其

相关的治疗历来就有诸多的记载和论述[3]。中风病的

病位在于脑，亦与肝、脾、肾关系密切，其病因总的归

纳起来不外乎虚、火、痰及瘀，其病机却总不离气机失

调。经络理论认为，中风病的病机与经络气机失调相

关，经络的生理、循行及主治病症均与中风病有密切

联系。因此，疏调机体的经络气机，或可成为防治中

风病的一条重要途径。

1 经络的生理
中医学认为，人体全身是协调统一的，其主要依

赖经络的沟通联系作用来实现的[4]。中风病的主要病

位在于脑，但与肝、脾、肾等脏密切相关；其致病因素

既有外感，亦有内伤，但却始终是以气机失调为其核

心的病机。在经络理论中，经络气机的舒畅与条达对

人体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中风病的防治亦有重要

的意义，具体体现如下。①肝经的生理：足厥阴肝经

的生理功能主要是以肝脏的生理为核心，肝脏的功能

特性中有肝主疏泄、调畅气机，而肝经可以调节机体

一身之气机，使其生长升发、舒展条达，故可助肝疏

泄；疏肝解郁，调畅情志；肝经向上注于肺中调节宗

气，主司气机之升降；斡旋中焦之气机。肝能藏血，肝

血的正常发挥作用，离不开肝经的调血功能。因此，

肝经具有调节人体血液的运行、摄血、活血的功能[5]。

②脾经的生理：足太阴脾经的生理功能则主要以脾脏

的生理为核心，脾脏的功能特性中有脾主运化、脾主

升清、脾主生血统血三个功能；人体以五脏为中心，脾

脏作为五脏之一，与其余四脏联系紧密；与六腑的关

系主要是共同完成运化转输水谷之精微，排泄糟粕的

生理功能，其中脾胃互为表里，有阴与阳、气与血、动

与静、运与纳、刚与柔、燥与湿、升与降以及互为体用

等不同的性能，联系更是密切；在经络关系中脾经是

属于脾脏的经脉，更是脾系之表，脾主大腹、四肢，主

要与脾经的循行部位密切相关；作为人体生存的生命

物质，无论是先天之精，还是其他生理物质都是需要

后天脾脏所运化的水谷精微的化生及其充养，其中脾

气、脾阳等生理物质对脾脏生理功能的影响相对较

大[6]。③肾经的生理：足少阴肾经的生理功能亦是以

肾脏的生理为主，中医认为肾主水液，主要是肾的蒸

腾气化功能，该功能决定着水液在机体中的正常输送

与分布，若是肾的蒸腾及其气化功能减弱，则可导致

机体内“膏”邪的生成，积聚于人体腹部，从而阻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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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体的脏腑气机，进一步导致脏腑气化功能失司。由

于在肾的生理中，肾亦主纳气，如若过于疏导则容易

伤及肾气，因此，在临床应用中只可以温养而不可以

过于疏通。肝与肾同出于人体的下焦，肝肾同源，肾

中之精气的气化功能则可依赖肝的疏泄升发作用，即

可通过疏肝来达到目的[7]。
从病性来看，中风病多为本虚标实，本虚多以肝、

脾、肾虚为主，标实以风痰、瘀血阻络多见。肝脏在五

行中为风木，由于肾中之精、肝中之血的耗竭从而导

致了水不涵木，故可见肝阳偏于亢盛，内风亦随之而

起。肾乃人体先天之根本，肾可藏精生髓充于脑，而

脑为髓之海，故肾中之精充盛则髓海亦随之充盈，肾

中之精亏虚则髓海亦会出现不足。若肝与肾之阴血

亏虚，则可出现阴不能制阳，肝阳上亢，从而扰动人的

心神导致中风病的发生。抑或是因于脾与胃的亏虚，

导致人体中气、血、津、液的生成与化生的不足，人体

脏腑、组织、器官不能得以荣润、濡养，加上调控、摄纳

失变，以至于机体虚风内生，气血向上逆乱，进而导致

神明失用而发为中风[8]。若肝、脾、肾等脏本虚，则会

导致水液、血液等蓄积于体内，日久则标实之痰、浊、

瘀等实邪内生，阻滞于肝、脾、肾之脉络而导致疾病的

发生。《灵枢·经脉》言“经脉者……不可不通”，早就已

经强调了经络通畅、气机条达的重要性。由此可见，

中风病的病机与人体经络气机失调密切相关。

2 经络的循行
正如前所述，中医学认为中风病主要病位在脑，

但与肝、脾、肾密切相关，肝、脾、肾通过经络的循行加

强了彼此之间的联系。脑与肝、脾、肾在人体上下遥

相呼应，通过气的升降出入发生密切联系，必然有相

应的气机通路，经络循行便提供了所需道路。具体体

现如下。①肝经的循行：向上可达额面，至于巅顶，与

督脉一同入络于脑中，“经脉所过，主治所及”，故肝经

可以直接影响到脑，并且足厥阴肝经这一经脉属于多

血之经，可以运行肝中之血向上以濡养脑中之神，防

止人体脑窍失去濡养而导致脑中神无所主，从而出现

魂不守于舍、失眠多梦等症状，也间接说明了肝经对

于脑的生理功能所起到的重要作用，这也为临床上从

肝经与脑的关系出发治疗中风病提供了理论根据[9]。
②脾经的循行：脾经在口和心中与督脉相接，且督脉

为阳脉之海，督脉统帅全身阳气，循行络脑，加强了脾

与督脉和脑的联系；脾经与膀胱经相接，且膀胱经循

行于脊柱两旁丰厚的肌肉中，所以依赖于脾主肌肉、

脾为后天之本的功能，脾俞穴在背部膀胱经上，最后

膀胱经循行入络于脑中，加强了脾通过膀胱经和脑之

间的联系；且现代医学的脑肠轴通路可以理解为中医

的脾-经络-脑之间的联系[10]，这也为临床上治疗中风

病从脾经与脑的关系出发提供了理论根据。③肾经

的循行：对于足少阴肾经来说，虽然肾经从经脉循行

上未曾有过相关的典籍表明与脑之间有直接的沟通

和联系，但是在肾的属络经脉关系中，肾经与脑的生

理功能却是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肾藏精生髓向上

注入于脑中，脑中之髓有赖于肾中之精化生得以填

充，然而髓虽然生之于肾而主之于脑，但其对于人体

的荣润濡养却与肾经的功能息息相关。并且足少阴

肾经与足太阳膀胱经是表里相合的关系，而膀胱经与

脑之间是有着诸多直接联系的，膀胱经为脑的络属经

脉，由此可见肾经可以通过膀胱经间接地与脑进行沟

通与联系[11]，这也为临床上从肾经与脑的关系出发治

疗中风病提供了理论根据。

3 经络的主治病症
经络气机正常、循行通畅则人体“阴平阳秘”处于

不病之常态；反之，人体则会出现气机失调，升、降、

出、入随之不畅，以至于气血的逆乱、经络的不利、脏

腑功能的失常。若足三阴经经脉气机失调，则可致肝

失于疏泄，脾失于运化、升清，肾不能藏精等，以致脑

失于清明，则发中风病。经络理论认为，足三阴经的

主治病症与各自所联系的脏腑、组织、器官等密切相

关。中风病的主要临床表现在上述经脉病候、络脉病

候及穴位主治等方面中均有涉及，具体体现在以下几

个方面。①经脉病候：由于经脉具有“经脉所过，主

治所及”规律特点，肝经及其表里经胆经、脾经及其表

里经胃经、肾经及其表里经膀胱经皆可治疗中风病及

其相关的病症。故可采用治疗相关脏腑来治疗该病，

如肝经上的穴位可治疗肝风内动所致的中风、头痛、

眩晕等疾病及经脉循行部位的下肢麻痹、麻木及不遂

等症。②络脉病候：经络系统中的络脉具有网络人体

全身、渗灌全身气血、贯通营卫的作用，故可采用络穴

来治疗该病。如脾经之络穴公孙可以用来治疗中风

患者神志相关的病症。③穴位主治：背俞穴是人体脏

腑之气输注于人体腰部以及背部的腧穴，并且对该脏

腑具有相对的特异性治疗作用。不但在古代针灸医

籍中，而且在临床实践中早已证明了全身穴位之中的

背俞穴是可治疗同名的脏腑及与其表里相合的脏腑

的疾病，并且可以通过调节相关的脏腑来达到调节机
（下转第40页）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