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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络是运行气血的通路 , 这是中医经络学说
的基本观点之一。但从解剖学的角度上看, 人体除

血管外, 并不存在另外一种可以运行血液的通路。

因此有人认为, 经络是运行气血的通路 实属荒谬

之言, 也有人因此否定经络的存在。笔者认为若不

能从理论和临床上说明 经络是运行气血的通路 
这一观点的科学性, 经络学说就不能得到很好的发

展。本文试就此作一探讨。

如果仅仅把经络解释成是古人对血管的肤浅认

识, 这显然是不合适的。实际上对经络与血管的问

题, 古人早在 !内经∀ 中就有了经络和血脉之区分,

而且也了解了心与血脉的关系。如 !素问#痿论∀ 篇

云: 心主身之血脉 。说明全身的血液都在血脉之
中运行, 并依赖于心脏的搏动而输送到全身。经络

则是人体内运行气血、濡养全身的通路。故 !灵枢#
本脏∀ 篇说: 经脉者, 所以行血气而营阴阳, 濡筋

骨, 利关节者也。 这里所指的经脉应为人身之血管

而言。但从经络可以运行血气、协调阴阳的功能而

言, 通过刺激分布于经络上的腧穴可以治疗脏腑的

各种疾病, 却是血管系统所无法具备的功能。基于

经络具有传导感应和调整虚实的功能, 单纯把经络

看成血管则有失偏颇。

亦有人把 经络是运行气血的通路 中的血解

释成是中医学中一种特殊意义上的血, 不同于现代

医学中之血液, 这种解释也难以自圆其说。因为关

于血的定义, !灵枢#决气∀ 篇中早已阐明: 中焦受

气取汁, 变化而赤, 是谓血 。众所周知, 人的体内

中能够流动的红色液体, 唯有血液, 可见 经络是

运行气血的通路 中之血就是现代医学中血液。那
么, 难道 经络是运行气血的通路 这一观点中的

经络真的就仅仅单纯是指血管吗? 或者说人体并不

存在一个与单纯血管功能有所不同的所谓 经络 

吗? 笔者认为恰恰相反, 经络是运行气血的通路 

这一观点不仅非常正确, 而且它还弥补了神经、血

管学说的某些不足。

通常血管的开放和收缩受神经支配, 大部分情

况下表现为某系统或某血管的从属支的全部收缩或

舒张。但有些时候血管的开放和收缩也会出现与上

述方式不同的现象 ∃ ∃ ∃ 即出现沿着经络特定循行路
线的线状或带状的组织血管的同时收缩或开放, 从

而出现各种经络现象, 如出现红线、皮温升高或降

低。这种现象单纯以神经、血管学说就难以揭示清

楚, 唯有用经络学说的 经络是运行气血之通路 

之观点, 才能得以阐明。是否可以这样认为, 当经

络功能处于某种状态下时, 该部位的各种细小血管

或毛细血管在经气的作用下, 出现在经络分布范围

内的某一段血管的开放或收缩, 从而使这一部位出

现供血改变 ∃ ∃ ∃ 或充血或供血不足, 从而产生了经

络系统的这一特殊结构现象和功能, 使其有别于单

纯血管功能。

由此可知, 血液虽然在血管内流动, 但支配血

管开放或收缩功能的, 除了神经之外, 还有经络。

而经络支配血管的开放或收缩与神经不同, 它不是

以横向的部位或解剖系统进行, 而多以纵向的线状

或带状的形式出现。因此认为经络是运行气血的通

路确有其科学之处。同时古人言经络是运行气血的

通路, 而不直接讲是血液流动的通路, 实际上已经

说明了经络运行之气血与血管运行之血液有所不同。

血管运行血液是直接的, 而经络运行血液是间接的,

是行气在先, 运血在后。由于经络运行气血, 纵贯

全身, 内属脏腑, 外络肢节, 贯通内外、上下, 故

对全身的血液循环起着重要的调节作用。如果经络

系统的这一功能失调, 就会出现种种病变。如临床

上常见到有些病人出现高血压的症状时, 与血压高

低并不成正比关系。即使在同一病人身上, 有时血

压很高, 但症状不明显; 有时血压升高不明显, 但

却出现头晕头痛、耳鸣耳聋、面红目赤、手足麻木

甚至中风等症。这从经络学说的角度看, 可以认为

是经络运行气血的功能失调, 肝肾精血不足或肝阳

上亢、肝风内动所致。因此在临床治疗上, 单纯片

面地降血压并不一定能达到治疗目的, 而采用调理

经络之法却多能取得良好疗效。这也说明古人所提

出的 经络是运行气血的通路 的观点确有其临床

实用价值。 (收稿日期: 2004- 0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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