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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医学认为经络是以十四经脉为主体的一个复杂体系，它内属于脏腑，外络于肢节，行血气，营阴阳
，是人体气血运行的通路，是人体功能的联络、调节和反应系统。
经络理论作为中医基本理论的核心，它指导着中医各科的临床实践，贯穿于中医的生理、病理、诊断
和治疗等各个方面。
《灵枢·经脉》指出：“夫十二经脉者，人之所以生，病之所以成，人之所以治，病之所以起；学之
所始，工之所止也。
”这就是古人对经络在中医基本理论中地位的最好概括。
经络和藏象理论是中医理论的核心。
藏象理论认为人的生命活动以五脏为中心，六腑相配于五脏，气、血、精、津、液则是脏腑功能产生
的物质基础，通过经络系统把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皮肉筋脉、七窍二阴联系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脏与脏、脏与腑、腑与腑之间，在生理上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在病理上相互影响、相互传变。
中医理论要突破，首先经络理论要突破！
经络和经脉脏腑相关研究是最有希望的突破口和结合点，经络理论的阐明将会极大地推动中医学和整
个医学科学的发展，促进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医学的创立，为现代生命科学开拓一个新的研究领域。
经络研究历经50年，从经络现象的观察和研究开始，进而转向经络实质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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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对近年来经络与脏腑相关的理论与临床研究的相关内容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整理和总结。
主要包括经络理论发展概况、经络理论的基本概念、经络脏腑相关的现代基础，并分别详尽介绍了十
四经的气血流注规律、与本脏本腑的联系、与表里脏腑的联系及与其他脏腑的联系，全面归纳和总结
了经络与脏腑相关的理论与临床研究成果，最后对经络理论研究的战略意义和思路进行了前瞻性的探
索。
    本书是近年来经络脏腑研究的重要学术著作，资料全面，内容丰富，科学性强，既突出了理论指导
实践的实用性又反映了实践验证理论的科学性，具有很高的学术参考价值，是各级医学院校、科研院
所临床、科研、教学工作者的必备参考书。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经络脏腑相关理论与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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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逸平，男，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1932年生，江苏溧阳人。
1955年毕业于安徽医学院（原东南医学院），后在中医学院任生理教师，与孟昭威从事经络现象和针
灸原理以及重复朝鲜金奉汉等的研究。
从事中西医结合临床与卫生部针刺麻醉和经络针灸原理研究，并成立安徽医学院针麻经络研究室并任
主任，承担了“七五”、“八五"、“九五”国家经络攀登计划，国家科技部“973计划”和重大基础
前期研究专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安徽省自然科学基金等科研项目研究，先后成立了安徽中医学院
经络研究所、安徽中医学院附属针灸医院、安徽中医学院经脉脏腑研究中心。
1992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在长期从事经络现象、经脉脏腑相关、针刺镇痛、针法灸法、针灸治病的工作基础上，在全国率先提
出了“经脉脏腑相关是经络理论的核心”这一重要学术思想，并从临床实践、动物实验等角度,运用生
理学、神经生理学、免疫组化、分子生物学、基因芯片等技术，系统而全面地论证了手少，阴心经与
心脏具有相对特异性联系，并提出“心主二经”、“心脑同病”、“心脑同治”的观点。
进而认为大脑边缘系统-下丘脑-自主神经系统在经脉脏腑相关研究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是实现经
脉脏腑相关与脑联系的主要途径，是中西医理论结合和新医学体系建立的突破口。
并于1999年第3期《针刺研究》、1999年9月8日《中国中医药报》和1999年11月5日《健康报》上发表，
得到许多专家学者的一致认同。
曾先后获得1978年全国科技大会奖，以及卫生部、安徽省科技奖励，同年获安徽省科技先进工作者，
并光荣出席全国科技大会，先后获省科技进步三等奖、四等奖四项，获中国针灸学会基础三等奖，安
徽省自然科学论文一等奖，并被评为校先进工作者，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在《中华心血管杂志》、《中华理疗杂志》、《生理学报》、《中国针灸》、《针刺研究》、《中医
杂志（英文版）》、《世界针灸杂志（英文版）》，以及国际、国内重要学术会议上发表论文130余篇
，编著了《实验针灸学》等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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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④以粗细分经络：经络系统中，经脉是主干，犹如树干，较为粗大，具有粗、长、大的特点，
《内经》称之为“大经”，如《素问·调经论》：“神有余，则泻其小络之血，出血勿之深斥，无中
其大经，神气乃平。
”；络脉是分支，犹如枝权，较为细小，具有细、短、小的特点，《内经》称之为“小络”。
如《灵枢·官针》：“经刺者，刺大经之结络经分也。
络刺者，刺小络之血脉也。
”⑤以数量多少分经络：经脉有固定的数目，包括十二经脉，督脉、任脉、冲脉等；而络脉，除了十
五大络有详细记载外，还谈及了胃之络、胞之络，及数以万计的孙络、浮络。
这主要与其生理功能有关，经脉内连脏腑，呈线状沟通肢体；络脉则联络四肢百骸，呈网状联络周身
。
（2）经脉数目的记载：经脉数目的发展过程是从少到多的演变，在马王堆出土的帛书《足臂十一脉
》、《阴阳十一脉》中，经脉数已达到十一条。
有人曾经推测，经络理论的发展可能经历了这样一段时期，即早期的经脉只有足六脉。
理由是从帛书《阴阳十一脉》及《脉书》看，凡足六脉名前均不冠以“足”或“胫”字，只有手脉名
前才冠以“臂”字以别之，但在足六脉病候下只有“足太阴”、“足少阴”二脉前冠有“足”字，其
余四脉皆不冠以“足”字。
帛书《五十二病方》灸方中足脉脉口名同样不加“足”字。
之所以出现上述现象，是因为足六经首先采用三阴三阳命名法，而手六经（或五经）采用这种命名法
则相对要晚一些。
因此我们在《内经》等早期文献中所看到的以三阴三阳命名的六经往往指足六经，所以即使历史上真
的存在过“六脉”经脉系统，其六脉也不可能只是足脉而无手脉。
直到《内经》问世，才有完备的十二经脉记载，中医学认为人与自然是一个统一的有机整体，因此《
灵枢·五乱》中说：“经脉十二，以应十二月。
”以这种人应自然的思想，确定了十二经脉，以经脉配十二月，建立经脉周而复始的循环。
但十二脉的建立不是说经脉只有这十二条，因为古人视“十二”为天之大数，不可变动，故不足十二
条经脉需要补充，为了使十二经脉与脏腑一一配属，《内经》将原先五脏中的心脏一分为二分为“心
”与“心包络”，以凑足“六脏”而配六条阴经；而多出来的经脉就需另立一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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