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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西医理论结合的意义 

    中医药学博大精深，中医和西医是两个不同理论体系的医学，不要认定凡
科学。中西医结合应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继承和发展中医药精粹，应该从
自的优势出发，求异存同，求异促同。中医治疗SARS的作用与意义得到了世界
高度评价。中西医结合之所以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关键在于它有效地把现代科
法，引入中医理、法、方、药的研究。从而超越中医和西医的思维局限和理论
的目标是“创造我国统一的新医学”。 

中西医理论结合，要从中医的特色理论——经络经脉脏腑相关理论，与近代
学相结合，共同“创造我国统一的新医学” 

1999年，以美国科学院院士Leroy Hood教授为代表的科学家提出了“系统生物
着国际生命科学研究从注重分析开始走向系统和综合，将是21世纪医学和生物
极大推动生物学、医学的发展。在系统理论指导下，把人体作为一个完整的系
大规模提取各类生物信息，深入研究基因组信息与环境信息的相互作用，阐明
的诊断和治疗技术，从而引领现代医学进入预测性、预防性和个性化的时代。美
究所与我国上海瑞金医院上海血液学研究所合作，运用系统生物医学的观点和方法
病机理的研究，取得显著的进展，1996年《Science》对其发表了专题评论，
现代生物学的最新技术，将中医药学在肿瘤治疗方面的理论和实践体系纳入到
流”。“系统生物医学”有可能成为我国医药研究自主创新并超越国际水平的重大

这就要求我们在系统理论指导下，把人体作为一个完整的系统加以研究，要立足于中
说，以经脉脏腑相关研究为核心内容。经络研究，我们始终认为从经络的功能入手，似乎更有希
望。《灵枢·海论》：“夫十二经脉者，内属于府脏，外络于支节”，经脉是
通路，这既概括了十二经脉总的特点，又说明了十二经脉的重要功能是沟通脏
系，十二经经气在经脉中，起自中焦，沿十二经脉如环无端地运行，沟通了机体
系，也使得疾病“有诸内，显诸外”，是中医诊疗疾病的重要理论基础，同时
疾病提供了理论依据。著名生理学专家季钟朴认为体表脏腑的这一联络系统是我
的核心，可能是是一个新的生理学系统。命名为“体表内脏植物性联系系统(
etative correlative system，简称SVVCS)。著名科学史学家李约瑟博士对中
属腑脏、外络肢节”来解释人体体表存在一些特殊部位即经脉经穴位与内脏之
定联系这一重大发现，称中国人 “揭示了人体表面反应与内脏器官变化之间
密”；“堪称中世纪中国在生理学方面的一大发现”。为此早日揭示“内联脏
脉脏腑相关的针灸经络科学原理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和国内外的需求 。 

经脉脏腑相关研究的提出和进展 



我们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通过人体尸体解剖，发现膀胱经内侧线（背俞）与交感干和交脊
体表投影关系十分密切，结合各脏腑背俞穴均分布在膀胱经上，我们在八十年代提出了
是十二经脉的核心，背俞穴是联系十二经脉的枢纽”。经过国家“七五”、“
划研究探索，通过对心经经脉和肺经经脉的腕、肘、腋三段的研究，论证了整
应脏腑、五官的心、肺、小肠、目系（脑）、舌等存在着联系的相对特异性，而
肺经经脉存在着相对特异性。同时进行了“心与小肠”、“肺与大肠”经脉脏
研究和从功能形态研究电针心俞、心经穴对心脏功能的调节或刺激心交感，内
间神经反射性放电，证明了心俞与心脏功能密切相关，并用免疫组化，HRP示
证了心俞、心经和心脏的结构联系，切断交感神经和用交感神经拮抗剂及毁坏上位
感神经系统和Ｐ物质（SP）、降钙素基因相关肽（CGRP）、神经肽（NPY）、血管活性
P）等肽能神经元可能是其形态和物质的基础，交感神经和相关肽类物质可能是
一个最后公路，是背部心俞、心经和心脏功能相关的主要联系途径。实验研究
俞穴在十二经脉、十二脏腑功能的核心作用。从而提出了“经脉脏腑相关是经络
论点，并提出从“以“经”统率的纵向研究、以“脏”统率的横向研究、经脉
究、膀胱经背俞穴与相应脏腑联系途径的研究和经脉脏腑相关与脑联系研究等五
研究。其中“心与小肠”、“肺与大肠”经脉脏腑表里理论，对针灸、中医药
现代医学器官系统生理学，乃至现代医学都是重要的发展。深入研究膀胱经背
系和相对特异性联系途径，及与交感神经系统的关系可能是经脉脏腑相关研究的核心和重要突破
口，可为经络与神经系统相关提供实验基础，对提高针灸治疗脏腑疾病疗效也有重要意

近年来，通过国家科技部重大基础前期研究项目“经脉脏腑相关与脑联系的研
学基金资助，利用基因芯片技术，分析心肌缺血后心脏和下丘脑基因表达谱及
手太阳小肠经对其的干预作用，并与手太阴肺经对比观察，通过从差异表达基因方面
步论证了我们以往从心经经脉与心脏在功能、形态上和肺经、小肠经存在的相
论证了心经经脉与心脏和肺经、小肠经存在相对特异性的基因分子水平的基础

我们确定以上述五个方面作为经脉－脏腑相关研究重点，是基于中医的整体观
是针灸治疗的理论基础，核心都是研究经脉是如何实现躯体脏腑间，脏腑与脏
与躯体之间的联络联系途径，进而阐明经络调节人体机能的实质。 

经脉脏腑与脑相关研究是中西医理论结合的突破口 

经络研究和针剌原理研究一直被列为国家重大科技计划中，如“七五”、“八五
家攀登计划、九七三计划等。但经络经脉脏腑针刺研究的水平较前沿科学的发
近六十年的研究，虽取得了许多重大成果，但至今国内外还在争论经络是否存在，
的最基本问题。神经科学界虽已基本承认针刺，但对经络则不置可否。诚然，
身也可作为一种物理治疗方法，或类似物理疗法，那么经络存在的意义到底何在？多年
基础工作者在诸多领域不停地探索。 

结合21世纪分子生物学技术和脑神经科学的日新月异的发展，我们提出从分子生物
边缘--下丘脑--自主神经系统，应用脑成像动态技术和中枢神经电生理与脑微透析相
动物的研究方法，结合中西医学都是以维持稳态（homeostasis）为人体（机体）自由和
存的首要条件的概念，围绕经脉脏腑相关中一经多脏,一脏多经，表里经和膀胱
势特色的方面，进行多学科，多途径，多层次，多方面，多系统，多水平等综
腑与脑相关，是中西医学共同“创造我国统一的新医学”理论必然的结合点和突破口。

一．应用分子生物学方法研究经脉脏腑与脑相关 

在国家科技部重大基础前期研究专项项目的资助下，开展了用基因芯片技术筛选电针
缺血心肌细胞和下丘脑的差异表达基因工作。 

通过实验发现，在心肌组织中，与模型组比较，电针心经组上调基因20个；下
小肠经上调基因18个，下调基因26个；电针肺经上调基因14个，下调基因20个
异表达基因与电针小肠经组相比较，两者均有上调和下调基因，但上、下调基因的本
同。电针心经组显著促进无氧代谢的相关基因上调（尤其是脂质分解代谢相关
显）以及有氧代谢相关基因下调，以利于改善心肌细胞的耐缺氧能力；显著促
表达；可以使缝隙连接膜通道蛋白的表达明显下调，并直接调节心率，而电针
征。而针刺小肠经组无免疫相关基因的表达；电针心经组显著促进细胞凋亡和
关基因的下调、离子通道和运输蛋白相关基因的下调，可能与抗心肌缺血有关
有1个与钾离子通道相关的基因下调。 



电针肺经组的差异表达基因显著少于针刺心经组，其下调基因20个，上调基因
电针心经组基本相同，但其表达信号绝对值不相同，即表达量不同，表明电针
用机制不同；电针心经组与离子通道和运输蛋白基因显著优于电针肺经组；电针
细胞骨架、细胞分化、DNA结合、转录和转录因子类基因表达以及细胞凋亡和
基因的表达的作用，而电针肺经组没有此类基因表达，两者差异显著，这种差
细胞的功能密切相关。电针心经与电针肺经具有相对特异性。 

在下丘脑中，电针心经组的差异表达基因有224个，电针小肠经组仅34个，两
显差异，且基因功能亦基本不同。电针心经组与自主神经活动相关的差异表达
电针肺经组，提示电针心经抗心肌缺血的作用在下丘脑的差异表达与电针肺经

进而研究了电针对急性心肌缺血细胞G蛋白信号通路和心肌细胞内信号转导的影
针抗急性心肌缺血的基因表达谱发现，有21个基因与G蛋白信号通路相关，其中
基）和Prkar2b（cAMP依赖型蛋白激酶）在电针抗急性心肌缺血中具有及其重要的作用。

通过对基因芯片数据的初步分析，进一步从基因分子水平上初步论证了针刺心
异表达基因具有相对特异性。另一方面，也在中枢下丘脑角度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体-靶器官联系通路上，电针心经可以显著调节急性心肌缺血大鼠的相关基因的差
分析正在进行中）。 

再从电针促进不同物质的合成和释放具有与之相对应的最佳频率，韩济生院士也
激频率可引起不同物质的释放，如低频电针可引起内啡肽和脑啡肽的释放，而高
针可引起强啡肽的释放。另外不同的频率电针可引起不同递质的合成变化。这
同刺激参数可能引起不同的基因表达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可能是针刺的治疗作用的一
制。如观察针刺对相关经脉经穴，对相关内脏的的某些物质基因表达的影响，如要
RP相关，就必须检测针刺后相关经脉线、脑内相关核团、交感神经系、及相关脏
特点。另外观察CGRP基因敲除的动物，是否存在特异性，也可采用转基因（knock
观察针刺的作用的改变情况，如内啡肽基因敲除小鼠，针刺的作用大大减弱，
是针刺镇痛效应中的关键因子 

差异基因（RDA）技术，筛选出不同针刺参数（如频率、时间、强度等）、不同刺激部位
体不同部位的基因群（gene cluster）表达的时空模式，筛选出与针刺特异相
出与针刺甚至经络经脉脏腑相关的相关基因；进一步还可通过蛋白组技术，将
因进行克隆表达，再利用大规模双杂交技术或免疫共沉淀（co-immunoprecipitation
解这些基因所表达出的蛋白质之间的复杂关系。进而构建出针刺作用机制的网

我们认为经络经脉脏腑相关针刺的研究也应同当代生命科学研究一样，深入到基因
平。通过现代技术，去筛选针刺或经络的特异性基因是非常有可能的，寻求一
相对特异性基因，从分子水平阐明经脉脏腑相关和脑联系的物质基础，即使此工作未能
的特异性基因，但一定能得到其它方面的有意义结果。我们认为这是一条可行、
有极大的发展前景。 

二．从大脑边缘--下丘脑--自主神经系统研究经脉脏腑与脑相关 

经络虽然不完全等同于神经，但经络的某些功能与神经系统密切相关，因而从
一个正确、可行的方向，是当前的一个重要趋势。 

大脑边缘系统包括扣带回、眶回、胼胝体下回、梨状区、海马回、杏仁核、隔
体等大脑部分和神经核团。自主神经系统许多功能活动的高级中枢位于边缘-
在认为，下丘脑不是单纯的交感或副交感中枢，而是较高级的调节内脏活动的中
压、体温、摄食、水平衡、内分泌等的调节都具有重要影响。喜、怒、哀、乐
等情绪反应，属于中枢神经系统高级机能。 



中西医学的发展都经过了“从髓到脑”“从心到脑”的认识和发展过程。揭示
然科学面临的最重大的挑战之一。近年美、欧、日正在实施大规模的脑科学研
世纪是生命科学的世纪，那么脑科学（或称神经科学）则是21世纪生命科学的王冠。
学和医学奖至少有30位与神经科学有关的科学家获奖，表明了神经科学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究的目标包括“了解脑，保护脑和开发脑”三个层次。神经科学和其它生命科
势不外乎两个方面，分化与整合，或微观与宏观。1一是从细胞和分子水平研
内记录和染色技术在单个神经元上与免疫组织化学方法的应用，把神经元的功能
分析融为一体。如神经递质的合成、维持、释放及与受体的相互作用的研究。在
面，在基因水平上如基因转移，剔除技术已经渗透到脑科学的许多领域。神经
位成功，在分子水平对某些疾病的致病原因的认识已大大深化；二是从整合的
脑的功能是由千万个神经细胞活动整合来实现的，为此要阐明脑的活动规律无
子水平的工作与整体和系统水平的工作结合起来进行。近10余年来，应用新技
果，如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术（PET），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术（fMRI）、核磁共振
和单光子发射计算机扫描术（SPECT）等技术都有了较大的发展，为在无创伤
统内的化学变化及其神经活动或行为的相关性，为在整体水平上研究脑功能提供了
美国华盛顿大学雷克尔为代表的科学家们，将PET应用于脑功能多方面研究，使人
视活体脑的工作。比如，有报道：音乐家和一般人在听音乐时用的脑区是不一
同一词汇，人把它作为动词想时和作为名词想时用的脑区不一样。 

脑微透析是最常用的微透析技术，目前已可进行皮层、海马、脑干的某些区域、中
灰质、甚至某些核团的微透析。神经系统内各不同区域是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采用在体微透析
多探头在同一动物行多部位微透析可以研究不同脑区的功能联系。微透析技术
可研究脑区之间的功能联系，可研究核团的电刺激和靶脑区神经递质释放之间
个改进是将微透析探头和氯化银电极整合在一起，能够同时测量同一脑区的细
质的释放。随着认识的深入和材料科学的进步，使得活体动物神经递质的在线测
而使行为学的研究与中枢神经系统相应区域的神经递质的释放相联系起来，有利于更深
示整体动物神经活动过程中的化学调控规律。目前，此技术已成为研究全麻下神
经递质和神经肽的重要手段，并开始应用于疼痛的脑和脊髓机理的研究，临床上亦有使用
监测脑代谢的报道。 

结合中西医学都是以维持稳态（homeostasis）为人体（机体）自由和独立生存的首要
环境理化因素之所以能够在狭小范围内波动而始终保持相对稳定状态，主要有
和有关的某些内分泌激素的经常性调节。自主神经系统的相对独立性维护了机体的
和稳态。稳态不仅是生理学，也是当今生命科学的一大基本概念。随着控制论
发展，稳态已不仅指内环境的稳定状态，也扩展到有机体内极多的保持协调、
也用于机体的不同层次或水平（细胞、组织器官、系统、整体）的稳定状态。机体在受到各
外环境因素刺激时所出现的非特异性全身反应通常称谓应激，是一切生命为了生存和
的，它是机体整个调节、反馈、适应、保护、防病、抗病机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现以交感-肾上腺髓质和下丘脑-垂体-肾上腺皮质轴兴奋为主的神经、内分泌、免疫反
列的呼吸、循环、运动、消化、泌尿、生殖系统之功能代谢的改变。都是在大
自主神经系统控制内脏活动，维持稳态（homeostasis）和应激反应的的统一
脑边缘--下丘脑--自主神经系统是联络和调节机体各系统和器官的功能，对内
应，使机体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机体内环境的稳态通常都是在负反馈的调节
此，负反馈是体内的一种重要而又普遍的调节机制。可以认为，针刺双向调节
赖于机体内反馈系统的传递。中医强调“和谐”，认为“阴平阳秘”是健康的基
中则体现在了内环境稳态上。中国古代就认识到不良的环境或精神刺激会对机体
响, 当刺激过大或过久,超过一定限度时,就会导致疾病的发生。《灵枢·口问
“夫病之始生也,皆生于风雨寒暑,阴阳喜怒,饮食居处,大惊卒恐,则血气分离
绝,脉道不通,阴阳相逆,卫气稽留,经脉虚空,血气不充,乃失其常。”古人认为
变化与疾病的发生有着密切的联系。而发病机理主要与机体气血运行失常和阴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