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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人体经络的一个试探性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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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考察针刺穴位治疗作用的基础上，根据现有的实验事实，将人体经络的观念和经改进后的神经－
内分泌－免疫系统的观念统一起来，提出人体经络是具有敏感节点和功能连接的神经－内分泌 －免疫网络
的假说。 人体经络的复杂网络不仅是遍及全身的系统，而且可以通过敏感节点及其功能连接对身体起调控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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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针刺穴位及其治疗作用
中国传统医学的长期实践证实了针刺穴位的治

疗作用，如对脑血管病、周围性面瘫、原发性和部分
继发性坐骨神经痛、癔病、功能性疾病（包括呕吐、
呃逆、眩晕、耳鸣、耳聋、睡眠障碍、性功能障碍）、非
器质性疾病神经痛、轻中度的胃下垂、非特异性结肠
炎、周围神经损伤的恢复期、小儿遗尿、肩周炎、脊髓
损伤康复期、多发性感染性神经根炎、眼底血管病、
过敏性鼻炎、带状疱疹、痤疮、干燥综合征等等都有
显著的治疗效果

［ １］ 。 大量临床观察和实验研究资
料表明，针灸对机体各个系统、各个器官功能几乎均
能发挥多方面、多环节、多水平、多途径的综合调整
作用

［ ２］ 。
针刺穴位的作用，离不开穴位这个针刺的施术

部位。 传统中医认为，穴位也称腧穴，是人体脏腑经
络之气血输注出入于体表的部位。 它们不是孤立于
体表的点，而是与脏腑组织器官有着密切的联系、互
相输通的特殊部位，是诊察和治疗疾病的所在［３］ 。
每一个腧穴都与脏腑有特定的联系，这种联系的通
道就是经络

［４］ 。
穴位与脏腑组织器官是互相输通的，穴位的输

通作用是双向的
［３］ 。 在体表的腧穴处针刺或艾灸

等就能治疗脏腑经络的病症，脏腑的生理状况及病
理变化可通过经络反映在相应的腧穴上

［３］ 。 在病
理状态下，某些腧穴常会出现特定的变化，例如胃肠
病患者常在足三里、地机等穴出现明显压痛，肺脏病
患者常在肺俞、中府等穴出现明显压痛和皮下结
节

［ ４］ 。 脏腑病症在相应腧穴的反映主要是通过经
络来完成的，其主要表现有压痛、酸楚、硬结、松陷
等

［ ５］ 。 这有助于诊断疾病，在治疗上帮助选择有效
穴位。

针刺穴位治疗相应脏腑病症，脏腑病症也会通
过经络在体表相应的穴位上出现异常变化。 这种与
针刺穴位相关的脏腑，称为“靶点”，穴位与靶点内
外相应，这种体表与内脏之间的相关性，就是以经络
为基础的。

对于经络的认识及经络学说是在医疗实践中逐

步形成并不断充实和发展的，它有广泛的实践基础，
已成为中医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针灸理论的
依据

［ ６ ～８］ 。 经络是具有联系、反应和调整功能的系
统，是人体组织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脏腑、形
体、官窍等组织器官共同构成了人体，又遍布周身，
纵横交贯，通过有规律的循行和复杂的网络交会，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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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体联系成统一的有机整体
［ ９］ 。 经络系统由经脉

和络脉组成，是由经脉和络脉相互联系、彼此衔接而
构成的体系。 经脉是经络系统中的主干，深而在里，
贯通上下，沟通内外。 络脉是经脉别出的分支，浅而
在表，纵横交错，遍布全身。 经络系统密切联系周身
的组织和脏器，在生理、病理和防治疾病方面都起着
重要的作用

［１０］ 。
科学工作者对经络现象及其实质进行了多方面

的观察与研究，包括循经感传现象的研究，可见经络
现象的研究，以及经络客观检测的研究等［４，７，８］ 。 但
是对于经络的物质基础至今还没有定论。

笔者提出把人体经络的实质和具有敏感节点

（ｎｏｄｅｓ）和功能连接（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ｓ）的神经
－内分泌 －免疫网络联系起来的观点，尝试解释针
刺穴位及其治疗作用。
2　人体内部的神经－内分泌－免疫系统

人体是由许多系统组成的一个复杂系统，包括
神经系统、呼吸系统、血液循环系统、消化系统、泌尿
系统、生殖系统、内分泌系统、免疫系统、运动系统
等。 其中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和免疫系统组成人
体内部具有调控功能的神经 －内分泌 －免疫的整体
系统。

近年来对神经 －内分泌 －免疫网络，特别是神
经 －内分泌 －免疫系统调节的分子机制进行过许多
研究

［ １１ ～１５］ 。 这些研究表明，人体内部的神经系统、
内分泌系统和免疫系统是一个整体，它们形成神经
－内分泌 －免疫的整合性网络。
神经 －内分泌 －免疫系统是心身统一体的重要

组成部分。 从生理和心理角度说，心身相互作用是
通过神经 －内分泌 －免疫系统的活动来实现的。 神
经系统包括中枢神经系统和周围神经系统。 在内分
泌系统中，内分泌腺释放激素，影响体内效应器的活
动。 激素是内分泌腺分泌的化学物质，例如肾上腺
素、去甲肾上腺素、皮质醇等都是激素。 免疫系统产
生抗体，抵抗外来的病原。 抗体能够识别和抵抗体
内异物，例如血液和体液中的抗体具有杀灭和抑制
细菌的功能。

在神经 －内分泌 －免疫系统中，有神经信号的
传递，还有化学物质的传递，包括各种激素和神经递
质等。 这些化学物质会和细胞受体结合而影响免疫
系统的功能

［１６，１７］ 。 文献［１１］、［１４］对在神经 －内分
泌 －系统与免疫系统界面处发生的生理过程和分子

相互作用有详细的阐述。
神经信号可以直接支配体内效应器的活动，又

可以通过支配内分泌腺的活动来调节和控制体内效

应器的活动。 例如在情绪激动时，脑内信号引起自
主神经系统的反应，调控内分泌系统的活动。 肾上
腺分泌皮质激素，通过血液传送到体内各部分。 皮
质激素的升高会抑制免疫系统的活动，影响免疫系
统抵抗疾病的能力。 而免疫系统活动的变化反过来
会影响神经系统，Ｍａｉｅｒ 和 Ｗａｔｋｉｎｓ［ １８］

研究过免疫系

统对中枢神经系统的作用。
内分泌激素是通过血液流动而传递的。 因为化

学物质的传递速度比神经信号的传递速度低，所以
内分泌的化学物质的作用在时间上比神经信号的作

用慢，而内分泌的化学物质作用的持续时间则比神
经信号作用的持续时间长。

心理神经免疫学的研究表明
［１２］ ：在神经 －内分

泌 －免疫系统中，如果任何一个系统发生紊乱，就会
对其他两个系统产生不利的影响。 例如神经系统的
紊乱会使内分泌系统失调和免疫系统功能减退。 在
免疫系统中，若抗体的形成过程受到障碍，人的免疫
功能会失调。

通常认为，神经 －内分泌 －免疫系统遍及全身，
具有弥散分布的特点。 虽然目前这种弥散分布的神
经 －内分泌 －免疫系统的观点能够说明许多生理现
象，但是它难以直接说明人体具有确定穴位和针刺
穴位治疗作用的经验事实。 如果把神经 －内分泌 －
免疫系统看作是既有遍及全身的弥散分布结构，又
有许多敏感节点和共同功能连接的网络，而且在敏
感节点上的物理刺激对网络的生理活动有调控作

用，似乎可以解释人体穴位现象和针刺穴位治疗作
用现象。
3　具有敏感节点和功能连接的神经－内
分泌－免疫网络的假说

　　笔者尝试对目前弥散分布的神经 －内分泌 －免
疫系统的观点加以改进，提出具有敏感节点和功能
连接的神经 －内分泌 －免疫网络的假说。

自然界中存在的大量复杂系统都可以通过形形

色色的网络加以描述。 一个典型的网络是由许多节
点与连接两个节点之间的一些边组成的，其中节点
用来代表真实系统中不同的个体，而边则用来表示
个体间的关系，往往是两个节点之间具有某种特定
的关系则连一条边，反之则不连边，有边相连的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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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点被看作是相邻的。 例如，神经系统可以看作是
大量神经细胞通过神经纤维相互连接形成的网络；
计算机网络可以看作是自主工作的计算机通过通信

介质如光缆、双绞线、同轴电缆等相互连接形成的网
络。 类似的还有电力网络、社会关系网络、食物链网
络等等。 神经 －内分泌 －免疫系统也是一种复杂的
网络。

具有敏感节点和功能连接的神经 －内分泌 －免
疫网络的假说有如下观点。

１）人体内部的神经 －内分泌 －免疫系统是一
个复杂网络。 这个网络既有遍及全身的弥散分布结
构，又具有一系列敏感节点和敏感节点间的功能连
接。 功能连接导致具有空间距离的神经事件之间的
时间相关

［１９］ 。 它区别于结构连接，但又以结构连接
为基础，反映了不同结构对神经、生理事件的相似响
应。

２）功能连接是通过神经 －内分泌 －免疫系统
中神经信号的传递和化学物质的传递等物质过程来

实现的。
３）在这个复杂网络的敏感节点上施加的物理

刺激（如针刺、艾灸、电刺激等），可以对网络起调控
作用。 不同的敏感节点与相关靶点相联系，分别起
治疗相关疾病的作用。 一系列针刺穴位是这个复杂
网络的敏感节点。

在这个假说的基础上，笔者提出把人体经络的
实质和具有敏感节点和功能连接的神经 －内分泌 －
免疫网络联系起来的一个试探性观点。 如果中国传
统医学中的人体经络是具有敏感节点和功能连接的

神经 －内分泌 －免疫复杂网络中的组成部分，网络
中的敏感节点相当于一系列人体针刺穴位，敏感节
点间的功能连接相当于连接一系列针刺穴位的经

络，那么人体经络的观念就可以和改进后的神经 －
内分泌 －免疫系统的观念统一起来。 当然，这个复
杂网络除包含敏感节点和功能连接外，还包含弥散
分布的分支通路等。

从生理功能来说，如果人体经络相当于这个复
杂网络中一系列敏感节点及其功能连接的部分，人
体经络的功能就可以和神经 －内分泌 －免疫系统的
生理功能联系起来。 必须指出，这个复杂网络不仅
是遍及全身的系统，而是可以通过敏感节点及其功
能连接对身体起调控作用。 如果这个复杂网络可能
说明人体经络的实质，那就不需要另外寻找经络的
物质基础，经络研究的重点就应当转到敏感节点及

其功能连接的特性。
复杂网络不但有空间的结构，复杂网络中的相

互作用还具有时间维度
［２０ ～２２］ 。 根据笔者的上述假

说，对应于针刺复杂网络，针刺穴位的治疗作用既有
空间特性，又有时间特性。 针刺治疗作用的空间特
性表现为：复杂网络中确定的敏感节点有相应的调
控靶点并对特定的疾病起治疗作用。 针刺治疗作用
的时间特性表现为：治疗作用在时间上包含快成分
和慢成分两个部分。 针刺治疗作用的快成分是针刺
穴位引起的神经 －内分泌 －免疫网络激活时神经信
号作用的成分。 神经信号直接控制靶点，神经信号
传递速度快而持续时间较短，因而起即时的调控治
疗作用。 针刺治疗作用的慢成分是：针刺穴位引起
的神经 －内分泌 －免疫网络激活时，内分泌和免疫
信号所起的作用。 内分泌激素的传递速度比神经信
号传递速度慢，但内分泌及免疫物质作用的持续时
间比神经信号的持续时间长，因而可能存在治疗的
持续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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