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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经络医学理论若干问题的认识

经络是中医学最为古老的概念之一
!

但长期以来
"

很多中医人一直未能明确
#

清晰地认识经络的结构和功能
"

以致直

接影响到针灸学术的发展
!

笔者在此
"

以跟随北京中医药薪火传承
$

!"!

%

工程

专家王居易教授的临床学习感悟
"

谈谈

对经络医学理论若干问题的认识
!

认识经络结构

首先是对经络形成的认识
! &

灵枢
'

经脉篇
(

云
)$

人始生
"

先成精
"

精成而脑

髓生
"

骨为干
"

脉为营
"

筋为刚
"

肉为

墙
"

皮肤坚而毛发长
"

谷入于胃
"

脉道

以通
"

血气乃行
!%

说明经络是由人体的

先天之精而生
"

随人体胚胎组织的分化

而逐渐发育成熟
!

随着新个体的诞生
"

人体脱离了母体的营养系统供应
"

谷气

入于胃
"

经脉通道开始运行
"

成为人体

运行气血
#

抵御外邪
#

调整人体虚实的

重要生理结构
!

王居易在对
&

内经
(

经络结构理论

的长期研究与针灸临床病例观察中发现
"

每一条经络都有相应固定的缝隙通道
"

这些通道是由骨骼
#

肌肉
#

神经
#

血管

等有形的物质结构的缝隙形成
!

经络体

系不仅具有明确的脏腑器官联系通道
"

而且通道之间还有不同层次的流注和转

输
"

经络结构与功能高度适应
"

构成一

个完整的体系
"

即我们所称之为的经络

系统
!

其次
"

要准确掌握经络系统的结构
"

还要借助现代组织胚胎学和解剖学的知

识
!

尽管传统中医对人体的认识方法与

现代解剖有着不同的视角
"

运用现代解

剖形态学的方法并不能系统完整地反映

复杂的经络生理状态
!

但是王居易基于

&

内经
(

对经络结构
*

缝隙理论
+

研究的

发现却与现代解剖所剖析的肌肉
#

神经
#

血管等有形结构高度暗合
"

而这些有形

结构正是构成经络结构的物质基础
!

借助和运用现代的解剖知识不仅可

以从特定的角度揭示出经络结构的重要

内容
"

而且便于现代人理解经络结构在

$

运行气血
%

时呈现出的
$

高
#

下
#

浅
#

深
%

之

差别
,

在
$

反应病候
%

时出现的
$

结节
%#$

结

块
%

等特异性的经络异常改变
!

此外
"

对于经络结构的研究还可以

对古人尚未揭示清楚的一些问题进行更

深入的探寻和思考
!

例如现代组织胚胎

学研究表明
"

呼吸道与消化道同由中胚

层发育形成
"

这恰恰与中医
$

肺与大肠

相表里
%

的传统经典理论相吻合
!

研究心脏房室壁解剖结构
"

可以推

测心经与心内膜和心瓣膜之间存在密切

联系
,

心包经则与供应心肌血液的心外

膜联系密切
!

心经
#

心包经和心脏之间

的联系通道具有不同的层次
"

这一解释

对传统理论的缺失进行了有效的补充
#

而

且得到临床大量病例的证实
!

理解经络功能

要正确理解经络
$

决死生
"

处百病
"

调虚实
%

的作用本质
"

需要了解古人对人

体生命现象的认识过程
#

对脏腑经络体系

及气血运行规律的整体论述
!

既需要对人

体生理病理规律的微观剖析
"

又需要对自

然界四时阴阳
#

五运六气对人体作用的宏

观把握
!

对此
" &

内经
(

都有全面的论述

及分析
!

&

顺气一日分为四时第四十四
(

黄

帝曰
) $

夫百病之所始生者
"

必起于燥

湿
#

寒暑
#

风雨
#

阴阳
#

喜怒
#

饮食
#

居处
"

气合而有形
"

得藏而有名
"

余知

其然也
!

夫百病者
"

多以旦慧昼安
"

夕

加夜甚
"

何也
-%

岐伯曰
) $

四时之气使

然
!%

这种天人相应的观点在
&

黄帝内经
(

许多篇目中都有涉及
"

自然界四时之气
#

昼夜阴阳消长之变对人体经络气血运行

的影响
"

是我们理解经络功能时必须考

虑的重要因素
!

王居易对于经络气化理论有着精辟的

论述
"

并且运用在针灸临床
"

取得了显著

的疗效
!

他在治疗疾病时配合选用的
$

表

里经
% $

同名经
% $

相生相克
%

经常超出

笔者预测
!

他说不仅要准确运用和掌握经

脉的功能
"

还要能了解经脉在转输气血
#

传变外邪时所需要的重要条件
" $

任何腧

穴的作用
"

都是在经络气化的特定条件下

才能够产生
%!

笔者在读
&

内经
(

时发现
"

很多篇目

也谈到经络感受化解外邪的一些具体变

化
!

如
&

邪气脏腑病形篇
() $

邪之中人

也
"

无有常
"

中于阴则溜于腑
"

中于阳则

溜于经
!%

说明经络系统中的表里经不仅

具有结构的相通性
"

在承接外邪时
"

阴经

可将邪气转输于表里经
*

六腑
+"

不会使

五脏直接发病
!

这显示表里经在
$

处百病
%

功能上

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

所以在临床选择治

疗经脉时
"

遇见肺经实热病变
"

王居易

常常会选取肺经络穴列缺与大肠经腧穴

配合治疗
"

使肺经实邪通过阳明经转输

出去
!

&

邪气脏腑病形篇
(

还谈到外邪袭

中阳经亦有不同的传变规律
! $

中于面

则下阳明
"

中于项则下太阳
"

中下颊则

下少阳
"

其中于膺背两胁亦中其经
!%

这

些都对临床诊治病症有具体的指导意义
!

如在随诊时
"

笔者发现王居易治疗

面瘫患者
"

尤其是迁延日久的后遗症病

患
"

每诊必在面部
#

耳后
#

项部
#

口唇

等处寻摸数遍
"

以判断外邪之所居处
"

详查病情
!

笔者此时方明白
&

逆肥顺瘦
(

篇末黄帝对岐伯的感叹
) $

圣人之为道

也
"

明于日月
"

微于毫厘
"

其非夫子
"

孰能道之也
.%

反思自己的临床实践和理

论学习
"

对于经典的理解和运用有太多

忽视粗略之处
!

掌握腧穴特性

由于腧穴依附于经络而存在
"

分布

于身体各种组织器官的缝隙中
"

它内含

气
#

血
#

津
#

液等精微物质
"

包括现代

医学证实的体液
#

血液
#

淋巴液等组织

间液
!

它们可以形成压力
#

势位
"

由于

压力和势位的不同可以在皮
#

脉
#

肉
#

筋
#

骨间形成渗透的网状结构
!

缝隙的周围可以西医的解剖方法用

肉眼观察到
"

但缝隙内的物质流动却是

动态变化的
!

所以
"

王居易对腧穴的定

位既有细致特定的测定标准
"

又会根据

每一个病患不同的经络状态而有相应变

动
"

因此他在临床对腧穴的定位非常重

视
"

每穴必经反复寻摸探察方才下针
!

笔者发现
"

王居易定位腧穴首先必

须在经脉缝隙中
"

其次需要具备皮
#

脉
#

肉
#

筋
#

骨相互衔接或形态变化所形成

的皮节
#

脉节
#

肉节
#

筋节
#

骨节之处
,

而这些细微的结构变化均可被医者细致

的触摸切循所得
!

同样
"

临床亦可见一

些腧穴结构随病情变化而发生相应的改

异
"

所以笔者从未见过王居易只凭右手

进针
!

这正如
&

难经
'

七十八难
(

所述
)

$

知为针者信其左
$

不知为针者信其右
$

当

刺之时
$

必先以左手压按所针荥俞之处
$

弹

而努之
$

爪而下之
$

其气之来
$

如动脉之状
$

顺针而刺之
!%

对于腧穴的特性
"

王居易亦有独特

的理解
"

对于五输穴
#

原穴
#

络穴
#

背

俞与募穴等特定穴的主治特点和临床运

用均有深入的理论探讨
"

其中对腧穴结

构与主治功能之间的机理探讨更是洞中

肯綮
,

使腧穴的临床运用可以遵循经络

气血流注转输的变化规律
"

而非拘泥于

机械套用某些名师
#

名家的经验穴
!

这

也是目前中医针灸学理论缺失所导致的

普遍问题
!

众法调经取佳效

&

灵枢
'

病传第四十二
(

黄帝曰
)

$

余受九针于夫子
"

而私览于诸方
"

或有

导引行气
"

乔摩
#

灸
#

熨
#

刺
!

#

饮药

之一者
"

可独守耶
"

将尽行之乎
-%

岐伯

曰
) $

诸方者
"

众人之方也
"

非一人之

所尽行也
!%

可见在
&

内经
(

时代
"

遵循经络气

化理论运用多种手段调整经络的方法非

常普遍
!

而在目前
"

针灸科室的主体治

疗手段却往往很单一
!

笔者在随诊过程

中常见到王居易将中药
#

推拿
#

艾灸
#

刺血等方法与针法配合取得奇效的案例
!

某澳大利亚患者
"

因搬抬重物而扭

伤腰部
"

牵扯右下肢疼痛
,

检查发现其

右侧委阳穴下方有一条瘀紫静脉
!

王居

易判断其腰伤影响足太阳经筋气血运行
"

遂在脉络瘀阻之处放血疏通
!

结果出黑

紫瘀血
%&

余滴而获愈
"

迅捷的疗效和特

殊的治疗手段令患者惊喜不已
!

其实
"

人体所处的自然
#

社会环境

复杂多变
"

经络运行气血
#

灌渗精微的

功能也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干扰
"

只有使

用更恰当的方法才可以使经络功能得到

恢复
!

使用单一治疗方法有时无法调整

紊乱的经脉
"

而使用过度甚至粗暴的治

疗方法则会干扰破坏经络的气化过程
"

使经络功能更加紊乱异常
!

为寻求更多

的治疗手段
"

王居易将
&

史记
'

扁鹊传
(

中有关上古俞跗所用的
$

割皮
% $

解肌
%

$

揲荒
% $

结筋
% $

决脉
%

的记载进行研

究运用
"

竟然取得了令人惊喜的临床效

果
!

更加坚定了笔者学习运用综合方法

调整经络的思路
!

从
"

灵枢
#

谈足三里临床应用

鼓舞胃气 调合营卫

足三里穴系足阳明胃经合穴
"

与合

谷
#

委中
#

列缺并称人身四大要穴
!

许多针

灸书籍在论述合穴的穴性及治疗特点时
"

引
&

灵枢
'

邪气藏府病形
($

荥输治外经
"

合

治内府
%

为据
"

认为合穴仅适用于治疗体

内脏腑病变
"

其实
&

灵枢经
(

还论述了三阳

经合穴具有解除表邪的功能
!

&

灵枢
'

寿夭刚柔
(

曰
)$

病在阳之阳

者
"

刺阳之合
!%

病在
$

阳之阳
%

即病变部位

在外
"

在表
#

在皮肤
!$

阳之合
%

泛指阳经合

穴
!

在临床上凡见到病变部位在表的
"

如

荨麻疹
#

风寒湿痹
#

外感热病初起及痈疡

之类病变
"

以及病与胃经有关者
"

皆取足

三里为主穴
"

再根据辨证配以他穴
"

每能

取得较好的效果
!

&

灵枢
'

热病
(

曰
)$

风痉身反折
"//

中有寒
"

取三里
!%

风寒袭表
"

致使膀胱经

筋脉强急
"

因其人平素中焦虚寒
"

故治取

足三里穴
"

以温补胃气
"

解除表邪
!

针治外

感热病初起
"

选足三里穴
"

是根据
$

病在阳

之阳者
"

刺阳之合
%"

更主要的是从
&

热病
(

篇这段论述所引伸
!

故临床常配伍飞扬
#

列缺
#

风池等穴取效
"

发热较重者常加曲

池
#

合谷等穴
!

外感热病用足三里穴
"

还有张仲景

&

伤寒论
(

桂枝汤服法中
$

啜热稀粥一升

余
"

以助药力
%

的启示
"

补足三里穴以鼓舞

胃气
"

佐汗外出
"

加强解表之力
!

故虚人外

感三里尤宜
!

&

灵枢
'

胀论
(

曰
)$

营气循脉
"

卫气逆为

脉胀
"

卫气并脉循分为肤胀
"

三里而泻
"

近

者一下
"

远者三下
"

无问虚实
"

工在疾泻
!%

&

灵枢
'

营卫生会
(

曰
)$

营在脉中
"

卫

在脉外
"

营周不休
"

五十而复大会
!%

此营

卫运行之常
!

如卫气逆营气而行
"

或卫气

并之于脉
"

行于分肉皮肤之间
"

就会病脉

胀或肤胀
!

营卫之气源于脾胃水谷之精

微
"

三里为胃经之合穴
"

故营卫运行失调

之病
"

治取三里以调合营卫之气
"

实为治

本之法
!

如临床上治疗营卫稽留
"

壅遏不行所

致的痈疽病
"

营卫不和所致的皮肤瘙痒

证
"

取用足三里穴
"

就是因为足三里穴具

有调和营卫之功能
!

营卫运行内而脏腑
"

外而皮肤肌肉
"

故凡营卫运行失调所引起

之腹部胀满
"

亦可用足三里穴治疗
"

所胀

部位虽然不同而营卫不和则一
!

温运中阳 胜通湿痹

痹者闭也
"

有闭塞不通之意
"

系邪气

留于体内
"

气血运行不畅所致
!&

素问
'

痹

论
(

论之最详
"

但用足三里穴治疗著痹之

论则见于
&

灵枢经
(!

&

灵枢
'

四时气
(

曰
)$

著痹不去
"

久寒

不已
"

卒取其三里
!%

著痹系感受湿邪为主

的痹证
"

以肢体关节疼痛重著
"

甚或麻木

不仁为主证
!

根据脾主运化
#

主四肢
"

阳明

主肌肉的理论
"

认为引起本病系脾胃素

虚
"

中阳不足
"

卫气不能温煦卫固
"

复感风

寒湿邪所致
!

故治取胃经足三里卒刺法
"

以温运中

阳
"

胜湿通痹
!

但湿为阴邪
"

不易速去
"

久

治方效
!

在临床上应酌用
$

四关穴
%

予以温

针或灸法
"

效果不错
!

培土抑木 和中降逆

肝主疏泄
"

体阴而用阳
"

与胆互为表

里
"

属木
!

胃主受纳腐熟水谷
"

主降
"

与脾

以经脉络属
"

属土
!

肝之疏泄可畅调气机
"

助脾胃之气机升降
!

但肝主风而多动
"

每

易横逆犯胃
"

或致肝脾不和
"

所谓
$

肝木乘

土
%!

&

灵枢经
(

中用三里穴治疗邪在肝胆

而犯胃者有二
!&

灵枢
'

五邪
(

曰
)$

邪在肝
"

则两胁中痛
"

寒中
'//

取之行间
"

以引胁

下
"

补三里以温胃中
!%&

灵枢
'

四时气
(

曰
)

$

邪在胆
"

逆在胃
"

胆液泄则口苦
"

胃气逆

则呕苦
"

故曰呕胆
"

取三里以下胃气逆
"

则

刺少阳血络
"

以闭胆逆
!%

病邪在肝
"

则两胁中痛
"

病邪在胆
"

则

口苦
#

呕苦
!

因病人中土素虚
"

故又有寒

中
"

胃气上逆等胃经症状
!

究其病机
"

为肝

胆之邪犯胃
"

土虚木实
"

木以乘之
!

治疗这

类疾病
"

取用肝胆经穴的同时
"

更要
$

补三

里以温胃中
%"$

取三里以下胃气逆
!%

补土

以抑肝木
"

和中以降气
!

且肝胆之邪最易犯胃
"

五行之中其正

克也
"

肝病脾胃亦多病
!

故治肝胆之病每取

足三里穴以配之
"

这也是取
&

金匮要略
($

见

肝之病
"

知肝传脾
"

当先实脾
%

的办法
!

如治妇人气逆
"

肝气犯胃之脘痛
"

多

左用阳陵泉
"

右用足三里
"

并认为泻阳陵

泉以疏肝解郁
"

疏木气也
"

补足三里以和

中降逆
"

培土抑木
"

实土气也
!

在治疗肝阳

上扰之头晕
#

头痛
"

取以左阳陵泉
"

右足三

里
"

效果显著
!

斡旋中焦 理气消胀

胃居中焦
"

主受纳腐熟水谷
"

主降
!

所

谓
$

胃气以下行为顺
%!

小肠秉其气以泌别

清浊
"

大肠秉其气以排泄糟粕
!&

内经
(

所

说的
$

大肠
#

小肠皆属于胃
%"

此言三者生

理关系之密切
"

如气机逆乱
"

胃失和降
"

升

降失常
"

营卫不调
"

则变生他病
!&

灵枢
'

五

乱
(

曰
)$

气在于肠胃者
"

取之足太阴阳明
"

不下者
"

取之三里
!%

中焦气机逆乱
"

升降

失常
"

则清浊混淆
"

吐泻并作
"

故
&

灵枢
'

五

乱
(

曰
)$

乱于肠胃
"

则为霍乱
!%

脾主升清
"

清阳不升则泻
"

故先取足

太阴脾经
"

大肠失职亦泻
"

故再针手阳明
"

不效
"

实乃阴浊阻于中焦
"

胃气不降
"

清阳

不升所致
"

故又取足阳明胃经合土穴三

里
"

斡旋中焦
"

通调气机
!

$

中焦如沤
%"

胃为枢要
"

凡阴浊阻于

中焦
"

气机逆乱
"

则非三里不除
!&

灵枢
'

卫

气失常
(

曰
)$

卫气之留于腹中
"

搐积不行
"

菀蕴不得常所
"

使人支胁胃中满
"

喘呼逆

息者
"

何以去之
//

积于下者
"

泻三里与

气街
!

卫气之运行
"

内而脏腑
"

外而皮肤肌

肉
"

不受脉管约束
!

如运行失度留于腹中
"

则胃脘胀满
"

支撑胸胁
"

喘息上逆
!%

脘腹系肠胃所司之处
"

脾胃为中焦气

机升降之枢
"

故取三里以斡旋中焦
"

理气

消胀
!

真如
&

玉龙赋
(

所说
)$

欲调胀满之气

逆
"

三里可胜
!%

就是对三里调气机
"

和肠

胃
"

消胀满的经验总结和临床验证
!

&

灵枢
'

小针解
(

曰
)$

浊溜于肠胃
"

言寒

温不适
"

饮食不节
"

而病生于肠胃
"

故命曰

浊气在中也
//

针中脉则浊气出者
"

取之

阳明合也
!%

饮食内伤
"

外感六淫
"

影响肠胃

消化水谷
"

转输营养
"

排泄糟粕之功能
"

而

变生他病
"

故称浊气在中
!

取用足三里之目

的在于加强胃肠生理功能
"

胃气得降
"

浊胀

自除
!

近代针灸家澹?所注
&

伤寒论
("

诸痞

证条后皆选用三里穴治疗
"

其意亦取三里

斡旋中焦
"

升清降浊
"

理气消胀之功
!

调理肠胃 降气通便

&

素问
'

灵兰秘典论
(

曰
) $

大肠者
"

传导之官
"

变化出焉
!%

便秘之病虽有燥

热内结
"

气机郁滞之实证
"

津液不足
"

气血亏虚之虚证的不同
"

但胃气不降
"

腑气不通
"

大肠传导失职则一
! &

灵枢
'

四时气
(

曰
) $

肠中不便
"

取三里
"

盛

泻之
"

虚补之
!%

小肠病无以分清泌浊
"

大肠病无以传导糟粕
!

&

内经
(

有
)$

大肠小肠皆属于胃
%

之

说
"

故
$

肠中不便
%

实际是各种致病因素影

响整个消化系统所致
"

故治取三里以调理

肠胃
"

降气通便
!

病有虚实
"

刺有补泻
!

可

用三里穴配伍承山
#

带脉
#

上巨虚或下巨

虚等穴取效
!

$

贾佩琰
%

阳
和
汤
解
极
度
恶
寒
疲
乏
案

李某
"

女
"

'(

岁
"

某建筑单位

职工
"

门诊病例
!

)&&&

年
*

月
))

日初诊
)

初诊时

天气炎热
"

病人身着大棉袄
"

由家

人扶着移步走进诊室
"

要求先关掉

电风扇
"

其精神极度疲乏
!

询其所

病
"

曰患原发性甲状腺机能减退症

已
!

年有余
"

长期以来服用西药甲

状腺片
"

每日口服
)

片半
!

刻诊
!

一身明显畏冷恶寒
"

虽

天暑炎热亦须着棉装
,

且全身疲乏

无力
"

站立行走亦觉困难
,

伴有自

汗不止
"

足部浮肿
"

腹部微胀
"

口

淡不渴
!

患者诉发病之际
"

神情很

是焦虑不安
!

舌淡红
"

舌苔白腻
"

脉细
!

辨证
!

阳虚寒凝
"

恶寒自汗
!

治法
!

温阳益气
!

主方
!

阳和汤合防己黄芪汤
!

处方
!

黄芪
!&

克
"

炒白术
%&

克
"

汉防己
*

克
"

肉桂
(

克
"

干姜炭

(

克
"

麻黄根
!

克
"

白芥子
%&

克
"

熟

地
%+

克
"

鹿角胶
%+

克
*

烊化
+"

茯

苓皮
%+

克
"

大腹皮
%&

克
"

炙甘草
%&

克
!

+

剂
"

水煎服
!

)&&&

年
*

月
),

日二诊
)

诉服药

后浮肿及腹胀显减
"

恶寒畏冷略见

减轻
!

但自汗未减
"

精神仍疲乏
!

口中淡而不渴
"

舌苔仍薄白腻
"

脉

细
!

药已取效
"

宜加大温阳力度
"

仍拟原方加减再进
!

处方
!

黄芪
!&

克
"

炒白术
%&

克
"

汉防己
*

克
"

肉桂
(

克
"

干姜炭

(

克
"

麻黄根
!

克
"

制黑附片
(

克
"

熟地
%+

克
"

鹿角胶
%+

克
*

烊化
+"

白芥子
%&

克
"

炙甘草
%&

克
!

%&

剂
"

水煎服
!

)&&&

年
-

月
(

日三诊
)

服药后
"

全身恶寒畏冷明显

减轻
"

疲乏及自汗略减
"

口仍不渴
"

舌苔转薄白
"

脉

细
!

改拟阳和汤合玉屏风散治之
!

处方
!

黄芪
!&

克
"

炒白术
%&

克
"

防风
+

克
"

肉桂
(

克
"

干姜炭
(

克
"

麻黄根
!

克
"

制黑附片
(

克
"

熟地
%+

克
"

鹿角胶
%+

克
*

烊化
+"

白芥子
%&

克
"

炙甘草
%&

克
!

%&

剂
"

水煎服
!

)&&&

年
-

月
%(

日四诊
)

恶寒畏冷明显好转
"

大棉

袄已然脱掉
"

换上了毛线外衣
!

仍时有自汗
#

畏风
#

疲乏等症
"

口仍不渴
"

舌苔薄白
"

脉细
!

改拟桂枝新

加汤合玉屏风散
"

益气固表
"

以止其汗
!

处方
!

红参片
%&

克
"

黄芪
!&

克
"

炒白术
%&

克
"

防

风
+

克
"

桂枝
+

克
"

白芍
%&

克
"

炙甘草
%&

克
"

大枣
%&

克
"

生姜
!

片
"

茯苓
%+

克
!

%&

剂
"

水煎服
!

)&&&

年
-

月
)(

日五诊
)

恶寒畏风已除
"

自汗已止
"

精神转佳
!

现仅觉双下肢时感畏冷
#

无力
"

舌苔薄

白
"

脉细
!

此时宜益气温阳固本
"

改用参芪右归丸做

成丸剂
"

缓缓图治
"

以善其后
!

处方
!

红参片
(&

克
"

黄芪
(&

克
"

熟地
+&

克
"

山药

+&

克
"

山茱萸
+&

克
"

杜仲
!&

克
"

当归
!&

克
"

枸杞
!&

克
"

鹿角胶
%&&

克
"

菟丝子
!&

克
"

肉桂
!&

克
"

制黑附

片
!&

克
!

合碾细末
"

和蜜为丸如黄豆大
"

嘱早晚用温

开水吞服
"

每次服用
!

克
!

按
!

阳和汤本为治阴疽之主方
"

而本证的病机不

仅在于表虚不固
#

更主要在于阳虚寒凝
#

故借用阳和

汤
#

取其温经解凝之功用
"

习古方者
#

贵在变通运用

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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