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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针灸；循经感传

关于循经感传现象机制的初步探讨

胡 勇 杨传标

(广州复大肿瘤医院，广州市新港西路167号，510300)

循经感传现象是指在针刺治疗过程中，针刺“得

气”之后，其“气”可以向远位传导，且传导路线与传统

之十二经脉循行路线基本一致的现象⋯。循经感传

发生时，其感觉是主观的，但感传发生的原因是客观

的。我们认为循经感传这一经络现象实质上是循经络

路线的一种感觉传导。感觉是神经系统感知神经末梢

传入信息的一个结果，其结构基础必定是人体的神经

系统。

1神经细胞致敏假说

假设在体表上，一条经脉线上的感觉神经末梢联

系着的初级感觉传人神经细胞聚集为一簇或几簇，分

布于一个或几个脊神经节和／或脑神经节，而穴位处的

感觉神经末梢联系着的传人轴突有的会发出分支和同

为一簇的神经细胞形成轴一体突触结构(该假设还有

一种存在的可能性，就是同为一簇的初级感觉神经细

胞发出的周围突或中央突位于同一神经束膜内，有的

会发出分支和同为一束的轴突形成轴一轴突触)。有

了这个轴一体突触结构，在针灸时由于兴奋了传人轴

突，这个突触的前膜就会释放出P物质，而P物质是

不被突触前膜重新摄取的，因此P物质就会弥散到神

经细胞周围的间隙中，引起血管扩张，使肥大细胞释放

组胺，从而使同为一簇的神经细胞致敏。这一假设在

神经解剖学上可以获得些许的支持。1)脊神经节的表

面包以结缔组织的被膜，自被膜发出结缔组织小梁伸

入节内，将脊神经节内的神经细胞分隔为若干群。2)

脊神经节内神经细胞周围有卫星细胞，而卫星细胞的

外面覆盖有基膜和一薄层含血管的结缔组织。3)在脊

神经节内存在着许多轴一体突触结构，其中一部分轴

一体突触结构的轴突来源尚未研究清楚旧J。

但是这一假说有2个关键点：1)假设中的循经感

觉神经末梢联系着的神经细胞是聚集为一簇或几簇

的；2)致敏所需的感觉神经传入轴突发出分支和同为

一簇的神经细胞形成的轴一体突触结构。这两点目前

尚未得到实验证明。

2循经传感现象产生的机制

针灸时，刺激了穴位处的感觉神经末梢，而感觉神

经末梢联系着的神经轴突是一个或几个脊神经节和／

或脑神经节初级感觉传人神经细胞发出的周围突。这

些传人轴突在进入脊神经节和／或脑神经节以后有的

会发出分支，和同为一簇的神经细胞在脊神经节和／或

脑神经节内形成轴一体突触。针灸时，由于兴奋了穴

位处感觉神经末梢联系着的传人轴突，这些轴一体突

触会使得同为一簇的神经细胞致敏。在体表，感觉神

经末梢存在着重叠现象，现在由于经脉线上的感觉神

经末梢联系着的神经细胞已经被致敏，穴位处已经被

针灸刺激产生兴奋的感觉神经末梢就会释放P物质，

使得局部血管扩张，肥大细胞释放组胺，从而兴奋和穴

位处感觉神经末梢重叠的已经被致敏的感觉神经末

梢。这样兴奋沿着神经末梢传递下去，就产生了循经

感传现象。除此之外，也许各感觉神经末梢之间还有

其他的联络方式未被发现。

3 应用这一假说解释常见的经络现象

3．1感传的循经性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我国

学者就相继观察到循经感传的路线与古典经络路线基

本上是一致的【3 J。然而到目前为止，也没有发现循经

的体表有任何结构性的特征，我们认为，其实循经线样

感传的原因是循经的感觉神经末梢，在针灸时被致敏，

产生兴奋的阈值降低了，所以兴奋沿着经脉线传导。

3．2气至病所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国内一些学

者相继报道病理情况下，针刺不经过病所的经脉的穴

位时，有的受试者感传沿针刺穴所属经脉的路线循行

至病所附近即偏离该经脉转向病所”1。我们临床所

观察的气至病所里所指的病所，大多是炎症或疼痛部

位，根据继发性痛觉过敏产生的机制"J，在其周围的

感觉神经末梢大多已经被致敏，并且致敏的程度可能

大于经脉线上的神经末梢，这也就是循经感传会偏离

经脉产生气至病所现象的原因。

3．3循经感传的效应性针刺穴位当感传循经到达

相应的脏腑时，即可诱发或改变这些器官的机能活

动【6】。根据躯体一脏腑会聚的理论【71，应理解为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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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脉线上的感觉神经末梢联系着的传入轴突大多和相

对应的脏腑存在着会聚的关系。针灸时产生了循经感

传现象就说明兴奋了经脉线上的感觉神经末梢，会产

生多点躯体一脏腑会聚的效果，对脏腑产生影响。事

实上这种效应性是一种量效关系。

3．4循经感传的可阻滞性 《金针赋》中有“欲气前

行，按之在后；欲气后行，按之在前”的描述。根据报

道，机械压迫、局部注射生理盐水或奴佛卡囚均可使感

传阻滞[8。9J。机械J玉迫改变了重叠的感觉神经未梢结

构，使得兴奋不能传递下去，而注射牛理盐水或奴佛卡

因一是可以改变感觉神经末梢的致敏状态，二是降低

了引起感觉神经末梢兴奋的组胺等物质的浓度，因此

阻挡了兴奋的传递。

3．5引经接气我国学者观察到感传循经过程中常

常在某些部位停顿，停顿之处往往与腧穴吻合，并称这

种现象为“腧穴现象”【l0|。联系着一条经脉线卜神经

末梢的神经细胞并非只有一群神经细胞，也小只是位

于一个脊神经节和／或腑神经节，因此针灸一个穴位并

不能使一条经脉线上的神经末梢同时都致敏，兴奋传

导的停顿，只是对经脉线卜尚未被致敏的神经末梢联

系着的脊神经节和／或脑神经节内的神经细胞的一个

致敏过程。

3．6隐性循经感传现象1977年，北京市中医院和

中国科学院牛物物理研究所以低频脉冲电刺激井穴，

激发经气，辅以机械叩击检测，在一砦无感传者或稍有

感传的受试者身上，成功地测试J}f{隐性传感的轨

迹¨1|。隐性循经感传现象，说明了循经的感觉神经末

梢已经被致敏，只是由于致敏的程度原因或者是重叠

的神经末梢的结构原冈未能产生循经的兴奋传导。

所有的循经感传现象特征，包括循经感觉障碍等

临床现象，无不说明一个事实，即这些循经的感觉神经

末梢和其联系着的神经细胞一定是被致敏了。

4结语

该文提fl{的循经感传现象产生的机制，是完伞建

立在神经解剖学和神经生理学理论基础之卜的，依据

脊神经节和／或脑神经节本就存在的结构基础，神经细

胞被结缔组织分隔为一群一群和存在的轴一体突触结

构的轴突来源尚未研究清楚，这样两个事实。我们认

为这两种结构和循经感传现象存在密切的关系，由此

构建出循经感传现象产生机制的“致敏假说”。该假

说有2个突出的特点：一是运用该假说可以解释循经

感传等所有的经络现象；二是该假说町以通过实验研

究验证其是否成立。我们认为可以开展以下实验研

究：1)验证一条经脉线上的神经末梢联系着的神经细

胞在脊神经节和脑神经节内是否是聚集为一群或几群

的；2)在相应的脑神经节和脊神经节内是否存在有感

觉神经传人轴突发出分支形成的轴一体突轴结构；3)

在针灸条件下，测定循经线上相应的神经末梢是否被

致敏；4)在针灸条件下，测定循经线上相应的神经末

梢是否产生了兴奋传导；5)在针灸的条件下，在相应

的脊神经节和／或脑神经节内被结缔组织包裹着的一

群神经细胞的细胞外液内测定是否存在着P物质、组

胺等物质；6)在针灸的条件下，测定经脉线上相应的

神经末梢周围的细胞外液中是否存在着丰富的P物

质、组胺等物质。如果这些实验获得成功，循经感传等

经络现象将得到科学合理得解释。

参考文献

[1]严健民．关于利用“循经感传”探讨经络实体的思考．医学与哲学，

2004，25(10)：4l一42．

[2]朱长庚．神经懈剖学[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2：774—779．

[3]胡翔龙．中医经络现代研究[M]．北京：人民U乍出版杜，1990：43．

[4]中国中医研究院经络感传小分队．经络感传现象特征与规律的初步

观察．中医药研究参考，1976，(6)：15．

[5]王建军．神经科学一探索脑[M]．第二版(中文版)．北京：高等教育

出版社，2004：400．

[6]盛玲玲．杨2I：英，铁双玉．心包经循经感传前后心阻抗图的变化．针

刺研究，1983，8(3)：235．

[7]朱长庚．神经解剖学[M]．北京：人民H生出版社，2002：835．

[8]胡翔龙．鲐络阻滞现象机制的初步探讨．中医杂志(英文版)，1986，6

(4)：289．

[9]青岛医学院人体锯剐教研组．得气现象的一些初步观察．青岛医学

院学报，196l，(1)：6．

[10]李希君．20例经络感传与手法的临床观察．湖南中医学院学报，

1980，(1)：2I．

[11]北京市中医医学院．一种隐形的经络感传现象．针刺麻醉，1977(2

—3)：50．

(2008—10—06收稿)o

投稿须知：科技论文的基本要求

科技论文与文学作品的区别，就在于逻辑、

语法、修辞方面要求比较严格。撰写时需要注意

以下几点。

1．概念必须明确，不能含混其词。这就需

要掌握明确概念的逻辑方法。

2．严格掌握修辞分寸，不容任意夸张。这

就需要了解语法、修辞的基本知识。

3．力求简明扼要，不宜过多渲染。这就需

要强调实事求是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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