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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中医经络的结构基础 目前仍然是个谜
。

本文提出
,

经络可能是心肌电位通

过血液传导而形成的 电磁场矢量轨迹
。

这一假说
,

不仅可以合理地解释中医理论中
“

经

络气血
”

等概念的各种特点
,

而且揭示 了
“

气
”

和
“

经络
”的产生机制

。

中
、

西医学虽 然在 临床治疗方面有着一些结

合
,

但由于其理论基础截然不同
,

在目前的基础研

究方面仍无法相互渗透
。

中医的理论基础之一—经络
,

是以何种物质形态或解剖学结构存在的 : 由

于古人没有留下答案
,

而现代科学理论又一时无法

解释
,

竟成为千古之谜
。

有人曾经指出
,

组织 间液 中含有大量 的蛋 白

质
,

这种蛋白质溶液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呈液晶态
,

而表现一定的物理特性
,

有可能是经络存在的基

础
。

该假说为经络结构的最终阐明
,

提示了一条值

得注意的探索性思路
;

然而
,

这一假说未能解释经

络的流动性
、

方向性及其功能特点
,

例如
,

它不能解
释中医

“

气
”
的本质

,

更无法 阐明
“

气
”
与经络的相互

作用方式
。

在此
,

本文作者从另一个全新的角度
,

拟

对这一问题进行系统性探讨
。

一
、

血液流动与经络

很早已经知道
,

血管与经络的分布虽然时有伴
随

,

但二者并非 同一结构
。

对于两者的关系 以及两

者是如何相互作用的
,

古代 中医学家通过观察
,

提
出“
心主神脉

,

气为血帅
,

血为气母
”

等理论
,

提示 中

医的
“
心

” 、 “
气

” 、 “

血
”
三者之间存在有本质的关联

。

现代医学研究表明
,

血液由各种成分组成
,

如

红细胞
、

白细胞
、

血小板等定形成分
,

以及蛋白质
、

氨基酸
、

糖类及无机盐离子等不定形成分
,

其共同

特点是均带有不同量的正负电荷
。

这些带电物质的

存在
,

使血液具有一定的导电率
。

由于血液具有导电性
,

故 当心肌收缩时
,

心脏

肌肉强大的兴奋电流
,

可 以通过血液传递至机体的

各个部位
,

这可从体表记录到 的心 电 图加以显示
3封二上图 7

。

心电沿着血流传导时
,

可以在血管周

围形成具有搏动性的交变电磁场
。

在每一局部
,

由

于血管的解剖位置是恒定 的 3封二下图左7
,

因而综

合电磁场的矢量磁矩方向是恒定的 3前图 中7
。

全身

矢量矩连接起来
,

形成互相延续的矢量网络 3前 图

右7
。

因此
,

我们认为
,

血液流动及心电传导所形成

的流动电场为
“

气
”的本源

,

而全身形成的综合矢量

电磁矩网络即为本文提出的经络存在的物质基础
。

由此可见
,

经络源于心肌电兴奋通过血流的传

导
,

故而 ,’, 自主神脉
” 。

经络的产生依赖于流动的血

液 3流动电场 7所产生的 电磁矩
,

因此
“

血为气母
” 。

心肌电兴奋经血流传导 3气7
,

会稍超前于血液的流

动
<

全身的血液流动网在传导心肌电兴奋时所形成

的矢量磁矩 3经络7
,

可以反作用于血液的流动
,

亦

有可能在一定程度和范围 内影响 3
“

统帅
” 7血液的

流向
,

故
“

气为血帅
” 。

心脏搏动时
,

在肢体末梢可 以感觉到脉搏
。

脉

搏的改变不仅可用来诊断心血管疾病
,

而且可用来

诊断其它疾病
。

其机理可作以下解释
=

当全身性疾

病时
,

血液中成分常会发生改变
。

血液成分的改变

不仅导致心肌电兴奋的改变
,

影响心脏搏动的强度

和频率
,

而且直接影响血液导 电率
,

使经络 中电磁

场发生质或量的改变
。

电磁场的改变反作用于血

流
,

或者作用于血管周 围的组织 间隙
,

使组织间液

的物理特性发生改变并导致心搏的传导增强或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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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
,

从而形成各种异常的脉搏形式
。

生随血液流 向而传导的
,

一种过性的酸
、

麻
、

沉
、

胀
、

热等
“

气
”
的感觉

。

二
、

穴位的产生及其功能机制
四

、 “

气
”

与经络对机体的调节
穴位是经络理论中最难 以现代科学理论解释

的结构之一
。

我们认为
=

体表经络 3体表的血液流动
电 磁矢量矩 7与 内脏经络 3内脏或深部血管血液流

动所产生的 电磁矢量矩 7在体表相交的部位 3位点 7

即穴位 3封三图 5 7
。

因为穴位是不 同平面的 电磁矢

量矩相交的位点
,

故在穴位处的电磁能量会高于周
围组织

。

穴位受到刺激后
,

可以对内部脏器的功能
产生一定的影响

,

是因为
=

5; 对穴位进行刺激最常用的方式是针炙
。

采用

金属针插人穴位
,

可以增加或减少局部 电磁场强度

3即通过金属针导出或输人局部 电磁 7
,

暂时改变局

部的 电磁矩
。

后者反作用于局部血管血流
,

可使血
液的分布发生改变

,

其中内脏血流重新分布
,

可对

脏器的功能产生一定的影响
。

8
;

通过影响体表血管
,

间接影响内脏血流的变

化
。

体表血管亦受控于植物神经系统 3交感神经与
副交感神经 7

。

从组织胚胎发育角度来看
,

体表血管

与 内脏血管的神经支配有一定的 同源性
。

故当体表

穴位受刺激时
,

反作用于血流而使体表血管神经末
梢受到刺激

,

后者通过神经反射在引起体表血管收

缩或舒张的 同时
,

亦可引起 内脏血管的血流分布变

化 3封三图 ≅ 7
,

从而使内脏的功能在一定范围 内得
到不同程度的调节

。

由于血管的解剖位置是恒定的
,

心肌 电位及血

液流量等参数在人体正常状态下亦是恒定 的
,

因

此
,

流动血液产生的 电场 3气 7
、

以及磁场综合矢量

轨迹 3经络 7的方 向及位置均是恒定的
,

进而穴位的

位置也相对固定
。

在经络及穴位部位 的组织或细

胞
,

由于长期磁场轨迹 3经络 7作用
,

已经记忆了磁

场的能量
。

当外界因素 3如针炙等 7将穴位处的 电磁
场能量改变时

,

穴位处的组织细胞特别是神经末梢

等可感知上述变化
,

而产生
“

酸
、

痛
、

胀
”
等感觉

。

由血液流动及心 电所产生的流动电场 3气 7或

磁矩网络 3经络 7
,

对机体细胞正常功能有着重要的

调节效应
。

心脏搏动时
,

心肌电流通过血液的传导
,

可以接触到每个细胞表面
,

在与细胞膜 电位相互作

用的 同时
,

被细胞所感知
,

调控着细胞的生物学功

能
。

故当血液成分改变或心肌增厚时
,

传至细胞表

面的 电信号增强
,

细胞特别是神经细胞受到强于正

常的 电刺激激发
,

此时机体产生
“

亢进
” 的表象

。

反

之
,

当血液成分改变导致血液导电率下降或心脏功

能降低时
,

细胞受到弱于正常 电刺激的作用
,

细胞

功能低下
,

此时机体处于
“ 阴或阳虚

”的状态
。

当血

液减少到一定程度时
,

血液 中离子等与血液导电性

有关的代谢物不能正常排泄而堆积
,

使血液的导电

性反而增强
,

细胞受到强于正常的 电信号的激发而

表现 出异常的功能增强
,

呈现
“

阴虚 阳亢
” 的症状

。

正常机体的血液导电率是比较恒定的
,

但机体发生

整体性疾病时
,

体液可能会发生水一 电解质及酸碱

离子平衡的紊乱
,

可 以使血液 的导 电率增强或减

弱
。

由以上例子可见
,

血液的离子浓度及其导电率
,

可以作为中医诊断的一种客观检验指标
,

以辅助中

医实践过程中对
“

阴 阳虚实
”

表象作科学和准确的

判定
。

五
、

经络理论与现代医学生物学中

时间参数的引入

三
、

经络传导性原理

虽然并非每个人都能 自主感觉到经络传导性
的存在

,

但经过诱导或训练
, “

气
”

沿着经络网络 的

运行却是一客观的现象
。

这种
“

气
”
的运行或传导的

机制如何 : 既往的理论均无法予以合理的解释
。

本

文作者认为
, “

气
”的传导

,

可能是 由于 自主控制血

液的流向
,

使局部血流量增多
,

导致经络局部电磁
矩的作用增强 3或在宁静环境下

,

局部 电磁矩作用

相对增强7
,

这种增强可 以影 响局部神经末梢 的膜
电位及动作电位的传导速度或强度

,

使局部感觉神

经末梢传导性发生改变
,

因而可在经络的路径上产

贯穿 中医理论的一个重要观点是其对时间概

念的认识
,

中医经络理论一直认为
“

时辰
”
对机体的

功能可产生重要的影响
。

然而在现代医学生物学的

研究中
,

由于不易有机
、

合理地引人时间参数
,

因而

常常忽略时间 的效应
。

事实上
,

机体的时效性是普

遍存在的
, “
时差反应

”即为其最突出的例证之一
。

从医学细胞生物学水平来看
,

单个细胞不仅应

具有 自己 的生物时钟
,

而且在多个细胞构成器官进

行协调工作时
,

必须有一个共同 的时钟来控制其步

调一致地运作
。

以肝脏为例
,

肝细胞 同时具有吸收

与分泌等多种功能
,

如果在某一时刻
,

一个肝细胞

在行使其分泌功能时
,

另一相邻 的细胞却在进行吸

收
,

结果可能造成前一个细胞分泌的物质恰好被相

邻的细胞所吸收
,

则肝脏的整体工作效率就会 降

低
,

因而
,

机体肯定存在某种统一的 时序机制
,

以协

调机体的全部细胞发挥最大的效能
。

如前所述
,

心肌收缩时
,

心肌细胞产生的强大

的心肌收缩电位可以通过血液传递至所有机体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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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的表面
,

使细胞可能感知到时间 的存在
。

分解心

肌收缩 电位的波形
,

很容易发现
,

不仅心电 图本身
即为一时间的振荡 电路

,

而且每一个周期都可分成
多个微操作电位

。

可 以假设推理
,

如果肝细胞在 Χ

波时启动分泌
,

在 Φ 波时进行吸收
,

则整个肝脏便
可很容易地被同步化

,

进而步调一致地行使其功能
3封三图 8 7

。

将上述推论推衍至全身细胞的同时
,

还

可将其推衍至细胞 内
,

·

通过细胞内的 电讯号传导通

路 3可能是细胞骨架的某种成分
,

参阅《科技导报》

5 >> ? 3≅ 7
,

≅一 4 =
《细胞模型新假说 Γ77

,

则心肌的兴奋
电位还可传导至细胞核 3见封面图 7

,

进而使细胞的

分子生物学功能如基因的开启与关闭等
,

亦得到时

序 的调控
。

由此可见
,

对传统中医学
“

气
”的功能及

其本质的探讨
,

不仅有可能搭起中西医基础理论交
汇的桥梁

,

而且将可能把时间参数引人医学生物

学
,

使更多的生命之谜如认知
、

思维
、

中医药的作用

机理等
,

在现代科学水平上被最终揭示
。

六
、

结 语

《公羊传
·

解话》中很早就指出
= “

气也
,

无形以

起
,

有形 以分
,

造起天地
,

天地之始也
。 ”
王充的《论

衡
·

自然 》中也说
= “
天地含气

,

万物 自生
。 ”

提示
“

气
”

是 自然界普遍存在的一种物质形态
。

然而
,

由

于这种
“

气
”

看不见
,

摸不着
,

所以常常与
“
空气

”
或

“

气体
”
等概念相混淆

。

在中医理论千百年的发展过
程 中

,

亦有对
“

气
”

概念的详细表述
,

普遍认为
, “

气
”

是人体的一种功能状态
,

并将
“

气
”

分为五脏六腑之

气
、

营卫之气
、

经脉之气等等
,

提出
=

气以推动
、

温煦

为主
,

血以营养
、

滋润为主
。

上述性质提示
“

气 ,’Η 良有

可能是一种物理场
。

《景岳全书
·

血证
·

论证 》中指

出
= “

人有阴阳即为气血
,

阳主气
,

故气全则神旺
< 阴

主血
,

故血盛则神强
” 。

《血证论
·

阴 阳水火气血论》

中指出
= “

守气者即为血
” 。

上述论段均表明
= “

血
”
与

“

气
”

互相关联
、

互相影响
、

互相依赖
、

互相资生
,

进

一步指出
“

气
”

是
“

血
”
的一种特殊的属性

。

孤立静止

地从
“

血
” 中

,

无法找 出
“

气
”
的踪迹

,

但如果进一步
·

沿着上述分析思路
,

验证
“

血
”
可传导心肌收缩电位

这一特点
,

则
“

气
”的本质就昭然若揭了

。

从解剖学上可见
,

动脉
、

静脉的走行并不完全

一致
,

且血流的方向相反 3封底图 8 7
。

因此动
、

静脉

中 3带电7流动血液产生的磁场是相反的
。

综合的磁

场矢量磁矩无论在方向或位置上均与血管的解剖

位置不 同
,

因而形成独立于血管之外 的经络体系
3封底 图 ≅ 7

。

经络依赖于血液而存在
,

故血行而气

行
,

血癖则气滞
。

反之
,

经络是流动血液产生的磁场

网络
,

在某一局部
,

电磁相互作用必然会影响血液
的流动

,

因而经络对局部的血液流动存在一定的统

摄作用
。

由于经络以场的形式存在
,

随心肌电位的

终寂或血流停止而消失
,

所以其结构是无法从解剖

学上找出的
。

综上所述
,

心电经血液传导形成的 电磁矩
,

具

有 中医理论所描述
“

经络
”

之各方面特点
,

可以解释

中 医理论中
“

气
,

血
”
等 因 素的本质及其相互间关

联
,

为人体经络的结构与功能的存在提供了客观依

据
。

机体中电磁场的存在是客观的
,

动植物均生活

在一个充满磁场 3地球磁场 7的空间
,

相当于中医理

论所指的
“

外气
” 。

在进化过程 中
,

机体必然受到这

种环境的调节
,

从而使
“

内
、

外气
”

协调统一
。

“

经络气血
”

是我们的祖先通过独特 的思维推

理及医疗实践创立的完整理论体系
,

是 中华民族的

宝贵遗产和 中国医学的瑰宝
。

与现代西方医学相比

较
,

西方医学主要针对较晚期的
、

器质性的 3已经发

生 了化学变化的 7疾病状态
,

而 中医的经络气血理

论则主要针对较早期的
、

功能性 的 3早期物理性改

变的 7机体异常
。

虽然两种医学体系各有长处
,

但显

而易见
,

中医的经络理论具有很强的预防医疗即所

谓
“
治未病

”
的特点

。

进一步深人研究其产生和功能

方面 的机制
,

不仅将有助于开发 中国 医学的宝库
,

而且必然会使经络理论走出 国 门
、

走 向世界
,

最终

以其独特的功效而弘扬 国粹
、

蜚声四海
,

造福人类
、

享誉五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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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科学家发现近几年
大气中的一氧化碳在减少

据《新科学家》杂志 5 > > ? 年 ? 月 8≅ 日报道
,

美国弗
吉尼亚汉普顿 Ι ϑ Α ϑ 兰利研究中心的乔尔

·

莱文 31 +  ,

2 Δ# %
 7 等人发现

,

自 5 > > 5 年以来
,

大气中的一氧化碳含
量每年降低 Κ一 9 Λ

,

这和过去 ≅6 年中全球大气 中的一
氧化碳含量每年升高 5一 8 Λ 形成鲜明 的对 比

。

大氧中的一氧化碳含量的新数据是从远离城市的
89 个监测站得到的

。

这些监测站从阿拉斯加到塔斯马尼

亚
,

从萨摩亚到塞舌尔
,

遍布全球
。

科学家们指出
,

从南
半球到北半球

,

几乎在所有纬度和所有季节里
,

一氧化
碳含量都呈下降趋势

。

美国科罗拉多博尔德科罗拉多大学的保罗
·

诺维
利 3Μ &) , Ι +Δ  ,, #7 说

,

这几年在大气中突然有许多变化在

发生
,

对这些变化的原因
,

还没人能提 出一种统一的能
被人接受的理论

。

但一氧化碳含量下降是肯定的
,

而且
大气中的甲烷和一氧化二氮也在下降

,

甚至二氧化碳在
5 > > 8 年也是稳定的

。

诺维利认为
,

大气中一氧化碳含量 的下 降可能和
5 > > 5 年菲律臭皮纳图博火山喷发的以及 5 > > 5一 5 > > ≅ 年

末的
“

厄尔尼诺
”

现象有关
。

但这些看法是否正确
,

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

有些科
学家认为

,

大气中一氧化碳含量的减少可以有许多种解
释

,

原因或许是多方面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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