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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刺医学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瑰宝，有着浓厚的文化底蕴与广泛的社会基础，同时又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确切的临

床疗效以及完善的系统理论。在2009年12月举行的以“针刺穴位组学”为主题的第364次香山科学会议上，与会专家指出，如何应

用现代医学理论及多学科交叉理念，走出一条既适合中医针刺自身特点又获得国际研究领域普遍认可的创新性研究框架、评价方法

和规范化体系，有效推动国内针刺研究与国际领先水平接轨，已成为当前我国科研工作者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 

现状  

疗效确切 机理不明  

针刺以其显著的疗效逐渐被西方医学界接受，世界卫生组织（WHO）、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等重要国际组织对针刺的

有效性、安全性和科学性都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会议执行主席、天津中医药大学石学敏院士介绍了“醒脑开窍”针刺法对急性脑梗塞患者治疗的最新研究进展。研究表明，针

刺可通过脑梗塞病灶周围的重组、相关功能区域的被激活、未受损伤的大脑半球的代偿等途径，促进脑损伤后运动功能的恢复或重

组。来自广东省中医院的符文彬医师说，针刺是治疗抑郁性神经症的一种有效、安全的疗法。  

会议执行主席、北京大学神经科学研究所韩济生院士指出，针刺可以引起中枢神经系统产生内源性阿片肽，发挥镇痛作用。同

时，针刺还可以根据身体当时的病情，对内环境发生紊乱的部分进行调整。针刺加强内环境恒定的作用可能相当于中医学界所称的

“扶正固本”。  

1997年，NIH以大型听证会的形式明确了针刺具有确切疗效，并予以大力推广，同时也指出针刺作用机理还不明确，尚无法与

现代医学理论相融合。与会专家也指出，虽然针刺在某些疾病的治疗上显示出了明确的疗效，但其作用机理目前尚不清楚。  

正是预见了针刺机理研究潜在的社会效应与发展契机，以美国为代表的经济、科技大国明显加大了对其的研究力度与资金支

持，以期解释针刺作用机理的奥秘；NIH还专门组织筹备了补充替代医学中心，对针刺机理研究的资助经费在10年间由最初的200

万美元骤升至1.2亿美元。针刺研究海外兵团凭借先进的现代影像学技术以及雄厚的资金实力，已逐渐引领了国际针刺机理研究的

主流方向。  

机遇  

曾占主导地位的实验  

与观点被否定  

与会专家认为，当前国际针刺机理研究面临难得的机遇，即曾占主导地位的实验与观点被否定。所谓“主导地位”包含两个方

面的含义，一是“穴位特异性这一核心问题，代表性研究成果为美国加州大学Cho教授关于针刺视觉穴位特异性的研究报道，该文

也成为迄今为止针刺影像学机理研究最具影响力且发表期刊等级最高的代表性研究成果；但Cho于2006年底撤回该文并否定了曾承

认的穴位特异性观点。二是研究模式，即“基于模型的多组块设计模式以及由此所得出的负激活边缘系统理论假说”，主要是美国

哈佛麻省总医院Hui的研究成果，该假说已成为当前占国际针刺机理研究主导地位的理论，但基于该研究模式所发表的文章，实质

上依然是否定穴位特异性的存在。  

会议执行主席、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田捷研究员认为，中医重“时间结构”，西医重“空间结构”。以往的研究仅关注针

刺特性在大脑的空间表征，而忽略了对其过程特性的考察。由于针刺本身具有持续性效应，基于模型的多组块设计已不能满足对针

刺效应的准确诠释。田捷强调：“由于针刺具有持续性效应，现存的研究模式将严重导致分析结果产生偏差。”  

为解密针刺对中枢神经的具体调控途径与作用机制，我国科学家率先提出并初步建构了针刺时空编码脑网络的系统性研究模

型，该模型以传统中医针刺持续性效应的基本理论为指导，从针刺中枢神经的时空二维分析层面，重新诠释并证明了针刺穴位存在

特异性的重要理论学说。相关研究不仅对占国际针刺机理主导地位的负激活边缘系统理论提出挑战，提出大脑核团存在时变响应特

性的重要观点，而且证明了Cho已撤回的文章中针刺视觉功能特异性的结论是正确的，而原先错误主要是由于其采用实验设计与分

析方法不当而导致的结果不可重复。田捷带领的团队近两年已在国际SCI检索的多种权威期刊连续发表了十多篇针刺机理研究文

章，并获得国际针刺主流学术界的极大关注与跟进。  

方向  

科学阐释针刺作用机理  

与会专家指出，千百年来针刺医学不仅对中华民族的健康昌盛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且对世界医学的发展也产生了积极深远的影



响。我国虽已将针刺机理研究列入国家攻关计划并已设立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予以重点支持，但无论在资金投入力度上还是整

体研究规模上，与国际学术领域仍然存在一定差距，研究技术与手段尚未与国际主流学术界接轨，尚缺乏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核心理

论成果；在已发表的大量高影响因子SCI检索的论文中，以国内单位署名的文章数量较少，尚缺乏标志性成果，国际针刺机理研究

的主导地位仍由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把持。  

成都中医药大学梁繁荣教授认为，21世纪是组学研究的时代，数千年的临床实践所显示出的针灸疗法的有效性和安全性正是通

过不同穴位的配伍组合实现的。目前，在针刺镇痛、经穴效益特异性研究、针刺影像学研究相继取得重要进展之时，“针刺穴位组

学”概念的提出正是为了满足当前国家对于传统中医药研究的迫切需求。通过科学阐释针刺的作用机理，切实推动针灸学术的发展

和针灸临床水平的提高。  

会议执行主席、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戴汝为院士认为，中医针灸学与复杂系统和系统科学存在天然的关联。人体和大脑都

是两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采用系统学理论与综合集成研讨方法和大成智慧工程结合，深入研究中医穴位组穴的理论和方法，

将为中医药的发展奠定科学的理论基础。田捷表示，针刺穴位组学的研究涉及从神经影像学、临床治疗学多个学科层面和持续性、

特异性、协同性多个角度，努力剖析针刺穴位组学关键科学前沿问题及解决方法，部署和实施针刺穴位组学这一创新性大科学计划

意义重大。  

与会专家认为，针刺穴位组学研究应坚持基于临床、回归临床，源于传统、高于传统的原则，以产生标志性的成果为导向，以

针灸常用穴位、穴对、穴位处方为研究对象，以针灸临床优势病种为研究载体，综合运用数据挖掘、功能神经影像学、神经生物

学、蛋白组学、代谢组学等多学科研究手段，全面梳理针灸临床常用穴位配伍的规律，系统挖掘针灸穴位配伍的生物信息基础，通

过技术与方法的创新与突破科学阐释针灸调节双向性和整体性的作用特点，从本质上回答针灸作用的科学性。  

与会专家指出，应用现代科学技术来解密针刺理论，并不是以解释其作用机理以及指导临床应用为终极目标，更不是简单地将

针刺西化为“西方医学的分支，”而是希望通过针刺“确切物质基础”这个桥梁，真正建立中医针刺与现代医学之间的关系，解密

针刺穴位组学的配伍效应，最终为针刺临床治疗提供指导性理论依据，使得针刺在国际医学大循环中不断求得完善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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