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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体感音乐低频声波（１６～１６０Ｈｚ）对健康人心经及小肠经循经微循环的影响，以及体感音乐治疗疾病的经络生
物物理机制。方法：在３０例健康人的心经及小肠经附近，按顺序播放体感音乐低频声波，同时以激光多普勒血流仪分析循经穴
位的微循环变化，统计分析实验数据。结果：不同频率的低频声波对心经及小肠经有不同影响，差异显著；同一频率对同一经络

上的不同穴位影响相似。其中Ｆ１（４３６５Ｈｚ）对心经影响最显著，Ｆ２（８７３１Ｈｚ）对小肠经影响最显著。结论：心经及小肠经对
不同频率的低频声波具有选择性吸收特性，特定频率声波可引起心经及小肠经共振，心经的共振频率为Ｆ１（４３６５Ｈｚ），小肠经
的共振频率为Ｆ２（８７３１Ｈ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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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感音乐疗法是建立在现代音乐疗法之上的新兴
生态绿色疗法，这种疗法将音乐的低频信号（对人体有

益的１６～１６０Ｈｚ波段）分离开来，然后经过信号放大
增幅，经物理换能，作用于人体的传导感知系统（包括

皮肤、骨骼和神经等），可以激活大脑古皮质区域和旧

皮质的功能，起到改善周身基础代谢（呼吸、血压、皮

温、心率等）、改善机体微循环、调节机体植物神经系统

的功能等作用［１－４］。笔者通过近年的研究认为，体感

音乐低频声波对人体的影响，从中医理论来探讨，可用

经络共振来概括［５－６］。即不同频率的声波，可刺激经

络产生不同的循经微循环的改变，改变最显著的频率

可以引起该经络的谐频共振［７－１０］。为此，笔者设计课

题研究了体感音乐低频声波对十二经络的影响，现将

心经及小肠经部分研究结果详述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为了排除疾病状态对经络的影响，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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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研究对象为健康人的十二经络。究时间为

２０１３年１月至２０１３年１２月，随机收录健康人３０例。
其中，男性 １７例，女性 １３例；年龄 ２１～５４岁，平均
（２３１８±６２７）岁。经近期体检（３个月内），无重要疾
病。时间及工作量限制，暂均选取右侧心经及小肠经

穴位为研究对象。

１２　实验方法
在每条经络上选取几个重点穴位（本研究选取了

各经络的五输穴），制定数据统计表格，观察播放体感

音乐不同频率低频声波时，穴位微循环的变化，然后对

实验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寻找规律。

１２１　实验条件准备　１）排除室温对实验数据的影
响：监测室内温度，必要时应用空调调控，控制在（２０±
２）℃以内。２）排除空气对流散热对人体的影响：检查
门窗，避免明显的空气对流。３）排除光线干扰：避免日
光及强光直射。４）排除电磁干扰，以免影响声波稳定：
关闭手机等电子设备，检查室内使无明显电磁波辐射。

５）排除穿着对人体循环的影响：被测试者更换宽松衣
服，并静卧休息２０ｍｉｎ，使情绪稳定。６）排除药物食物
影响：被测试者２４ｈ内不得吸烟饮酒，进食刺激性食
物；避免服用有扩张血管作用的药物。７）排除听觉影
响：被测试者用棉球塞住双耳，以听不到测试声波为

限，以排除听觉通过中枢神经系统影响经络循环。

１２２　穴位定位　观察对象为测试者心经及小肠经
的五输穴。暴露测试者右侧上肢，经由专门培训的特

定人员选取穴位并标记。

１２３　实验工具及观察工具　实验工具为５寸有源
低音炮，于穴位附近播放声波。观察工具为帕瑞公司

的ＰＦ５００１激光多普勒血流仪，探头贴于穴位处，监测
声波播放过程中，该穴位的微循环变化，并经该仪器的

配套软件记录、分析。

１２４　实验过程　１）选定频率：参照国际标准十二平
均律频率表，选择其中体感音乐低频波段（１６～１６０Ｈｚ
之间）的音波，如Ｃ０（１６３５Ｈｚ），……，Ｄ０（１８３５Ｈｚ），
……，Ｄ＃３（１５５５６Ｈｚ），共计４０个音波。２）用电脑软
件生成音波序列：应用 ＣＯＯＬＥＤＩＴ２１软件，将选定的
４０个音波生成正弦乐音，每个音符长度为６０ｓ，相邻两
个音符之间，用静音间隔２０ｓ，然后存储为声音文件。
静音的作用是排除之前声波对经络微循环的影响，使

之回归基线（经预实验验证，１５ｓ左右静音可使微循环
曲线回归基线）。３）经电脑播放软件 ｍｅｄｉａｐｌａｙｅｒ播
放乐音序列，用５寸有源低音炮进行信号放大。低音
炮置于观察穴位外５ｃｍ，周围以纸板进行音波聚拢。
４）测试并记录实验数据：将帕瑞公司ＰＦ５００１激光多普

勒血流仪探头贴于测试穴位处，观察并记录乐音播放

过程中，该穴位的微循环变化曲线及数据变化。

１３　观察指标　观察测试穴位在播放乐音序列时，微
循环量相对于基线的改变，以微循环量增加的百分比

表示，公式：即刻微循环量—基线微循环量／基线微循
环量×１００％。该数值由ＰＦ５００１激光多普勒血流仪的
配套软件完成计算和分析。

１４　统计学方法　实验数据的统计学处理分析应用
ＳＰＳＳ１９０软件。本次实验数据均为计量资料，将３０
例观察对象同一穴位、相同声波影响下的微循环改变

量组成１组，采用（珋ｘ±ｓ）描述，以配对 ｔ检验（同一测
试者、同一穴位下，不同的２组频率的微循环改变量配
对）析差异性，以Ｐ＜００５为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不同频率低频声波对心经及小肠经穴位微循环的

影响，见表１和表２。
３　讨论
３１　不同频率声波对同一穴位的影响　由表１和表２
可以看出，不同频率的低频声波对同一穴位微循环的

影响不同，差别十分显著。通过观察、分析、总结各表，

可以得出如下结论：１）Ｆ１音（４３６５Ｈｚ）对心经穴位
（少冲、少府、神门、灵道、少海）的微循环改变最显著，

最高可达（１３９２８±１０３３）％，与其他各组相比，Ｐ＜
００１，具有统计学意义。而且与该音为倍频关系的同
名音Ｆ０（２１８３Ｈｚ）、Ｆ２（８７３１Ｈｚ），影响也比较显著，
即能很好的提高这些穴位的微循环量。２）Ｆ０、Ｆ１、Ｆ２
音上下的几个半音，即 Ｅ０、Ｆ０＃、Ｅ１、Ｆ１＃、Ｅ２、Ｆ２＃，对心
经穴位的微循环也有一定的提高作用，但比较微弱，循

环增加量约１１％ ～１９％。３）其他乐音对心经各穴位
微循环的影响不大，在 ５％以内，基本在基线附近波
动。４）Ｆ２音（８７３１Ｈｚ）对小肠经穴位（少泽、前谷、后
溪、阳谷、小海）的微循环改变最显著，最高可达

（１３６２３±２４３８）％，与其他各组相比，Ｐ＜００１，具有
统计学意义。而且与该音为倍频关系的同名音 Ｆ０
（２１８３Ｈｚ）、Ｆ１音（４３６５Ｈｚ），影响也比较显著，能很
好的提高这些穴位的微循环量。５）Ｆ０、Ｆ１、Ｆ２音上下
的几个半音，即 Ｅ０、Ｆ０＃、Ｅ１、Ｆ１＃、Ｅ２、Ｆ２＃，对小肠经穴
位的微循环也有一定的提高作用，但比较微弱，循环增

加量约１１％～１９％。６）其他乐音对小肠经各穴位微
循环的影响不大，在５％以内，基本在基线附近波段。
７）同样为同名音，相隔２个八度的音影响作用类似。
即Ｆ０、Ｆ２对心经及小肠经穴位的影响程度相似，这与
笔者之前的理论推断（４倍倍频关系的音对脏腑共振
影响相似）相符［１１－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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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不同频率低频声波对心经五输穴微循环的影响（％）

频率 样本量 少冲 少府 神门 灵道 少海

Ｃ０ ３０ １２６±０３１ ２６３±０４２ １８５±０２２ １４２±０３１ １８５±０２４
Ｃ０＃ ３０ １７２±０２２ １８３±０２４ １６８±０３２ １６７±０２０ １９４±０２５
Ｄ０ ３０ ２８５±０３３ １４２±０２１ １４２±０３１ １３９±０２３ １６４±０２１
Ｄ０＃ ３０ ３６２±０４４ ３０５±０３４ １８３±０２１ ２６３±０２８ ２１１±０２０
Ｅ０ ３０ １３４６±２１４ ２３４１±３２４ １４３７±２２４ １２９８±２４４ １３４２±２３４
Ｆ０ ３０ ６７４１±５６６ ６５１９±５６７ ５９４２±５６１ ６１３０±５６１ ５５１３±４５５
Ｆ０＃ ３０ １２９８±２１６ １５６９±２１６ １３６２±２１７ １１２６±２３２ １５１５±２１８
Ｇ０ ３０ １６８±０３２ １９６±０２２ １４３±０３２ ３６２±０４４ ３６６±０４４
Ｇ０＃ ３０ １４４±０２１ ２３３±０２４ １２９±０２１ １８３±０２４ ３７７±０４１
Ａ０ ３０ ３２０±０４３ ２４１±０２３ １３９±０２５ ２９４±０４３ ３１５±０３０
Ａ０＃ ３０ １６２±０２１ ２０２±０２７ ２０６±０２９ ３６２±０５４ １５６±０２２
Ｂ０ ３０ １９７±０２０ ３１１±０３２ ２１８±０２８ １８９±０３２ １７９±０２３
Ｃ１ ３０ ２６２±０３０ ２４６±０３５ ３０７±０３３ １６３±０２７ １８３±０２５
Ｃ１＃ ３０ ３７１±０４３ ３６２±０３６ ３１５±０４３ １４２±０２３ ２４２±０２６
Ｄ１ ３０ ３６２±０２８ １６７±０２１ ２８３±０２５ １６９±０２８ ３０９±０３３
Ｄ１＃ ３０ ４２１±０３６ １８３±０３２ ２１１±０２４ １３７±０３１ ４１１±０４４
Ｅ１ ３０ １７３０±２１７ ２２１６±３２３ １８６２±２１８ １４６３±２３５ １５６９±２１９
Ｆ１ ３０ １３２６２±９３３ １３９２８±１０３３ １２３４０±１１３３ １０９７３±１１５４ １１４２９±１０２４
Ｆ１＃ ３０ １９３２±２２０ １８２１±２２０ ２０１８±３１０ １５２９±２４６ １６１４±２２６
Ｇ１ ３０ ２３３±０３２ １４５±０３２ ３０２±０３３ １３５±０３２ １８３±０２２
Ｇ１＃ ３０ ４０９±０４１ ２６６±０３３ ２４９±０２８ ２１７±０３８ １４４±０２０
Ａ１ ３０ １５２±０３１ ３６２±０４４ ３６７±０４４ ２４３±０４０ ２９６±０３３
Ａ１＃ ３０ １６７±０２４ ３６０±０４２ ２１７±０３２ ３０９±０４２ ３０１±０４３
Ｂ１ ３０ ３６２±０３３ ２３２±０３５ ２６２±０３３ ３４２±０４３ ３８５±０４６
Ｃ２ ３０ １２８±０２１ １８５±０３２ １９４±０２２ ３８１±０５３ １８３±０２１
Ｃ２＃ ３０ １４２±０２５ １９４±０２５ １６２±０２５ ４２０±０５９ ２０７±０３０
Ｄ２ ３０ １８５±０２８ ２０３±０２８ １８３±０２６ １４２±０３２ ３１２±０３１
Ｄ２＃ ３０ ２６７±０３０ １８３±０２１ ３７４±０２７ １８２±０３５ ３０３±０４５
Ｅ２ ３０ １２８５±２１３ １３９８±２１３ １４２５±２６４ １２９６±２４３ １１４９±２１７
Ｆ２ ３０ ６８０２±６７０ ７０３０±６７０ ６３０７±５６３ ５８１１±５５９ ５７８０±５５７
Ｆ２＃ ３０ １３２６±２１８ １４６２±２１４ １３７６±２４３ １３２５±２１８ １２６８±２３３
Ｇ２ ３０ ３６３±０４０ １８６±０３２ １８３±０４２ ３６２±０４４ １４３±０２０
Ｇ２＃ ３０ ４２４±０５４ １６２±０２１ １６２±０３２ ３１７±０４５ １２９±０２９
Ａ２ ３０ １６９±０３２ １７７±０３２ ２３０±０２２ １６８±０２２ １６８±０２７
Ａ２＃ ３０ ２８５±０３３ ２６８±０３０ ３１１±０４３ ２９４±０３３ ２９４±０２３
Ｂ２ ３０ ３６３±０４１ １３２±０２９ ３７４±０３４ １６８±０３２ １６８±０２４
Ｃ３ ３０ １２８±０２２ ３６２±０３５ ３６３±０４４ １８３±０２０ １８２±０３２
Ｃ３＃ ３０ ２６４±０２９ ３１１±０３１ ２６１±０２５ １６９±０２２ １６４±０２２
Ｄ３ ３０ ３０２±０３２ ４０８±０４０ ３２９±０３４ ２４９±０３３ ２４３±０４３
Ｄ３＃ ３０ １６４±０２３ １６７±０２２ １６５±０２２ ３１０±０４３ ３０６±０４８

３２　同一频率声波对同一经络不同穴位的影响　由
表１和表２可以看出，同一频率的声波对同一经络（心
经或小肠经）不同穴位的影响大致相似。即能引起心

经（或小肠经）上某个穴位产生共振的频率也能引起

该经其他穴位共振，反之亦然。体现了同一经络经气

属性相同，一气贯通的特性［１４－１７］。

３３　循经感传现象　笔者意外发现在播放某些频率
的时候，会有类似于循经感传现象的发生。３０例观察
对象在实验过程中，有１１例在播放 Ｆ０、Ｆ１、Ｆ２时，有
明显的经络感传现象，循行路线与内经描述的心经、小

肠经走向大致相同，最远可到胸部及大椎穴附近；有７
例观察对象在播放 Ｆ０、Ｆ１、Ｆ２时，有上肢后部发热的
感觉，并向头胸部传导。概因经络为气血的通道，无形

之气不能观测，但有形之血可以被观测，穴位局部微循

环的显著变化正证明了该部位血液运行加剧，发生了

共振。在经络局部发生共振时，气血运动加剧，并逐渐

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水满则溢，沿经络向远方传

导［１８－２０］。

本实验验证了心经及小肠经腧穴对低频声波的选

择性吸收，证明不同经络、不同腧穴具有各自的“共振

·２１２１· ＷＯＲＬＤ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４，Ｖｏｌ．９，Ｎｏ．９



表２　不同频率低频声波对小肠经五输穴微循环的影响（％）

频率 样本量 少泽 前谷 后溪 阳谷 小海

Ｃ０ ３０ １０８±００８ １２１±０１３ １９９±００９ ４５３±０７８ ２５４±０３６
Ｃ０＃ ３０ １５４±０１２ ２３２±０１７ １８７±０１１ ２８７±０２３ ３５７±０２７
Ｄ０ ３０ １１２±００７ ４３２±０３５ １３４±０１４ １６７±０１５ １５６±０１２
Ｄ０＃ ３０ ２２１±０１７ ３４５±０４２ １３５±００８ １６７±００８ ２５６±０４４
Ｅ０ ３０ １８５６±３４５ １８３４±４５７ １５２３±２４７ １７３７±３２３ １６１２±３６５
Ｆ０ ３０ １０３８６±１０１４ ９８１２±１５５７ １０８１２±２３６９ １０７３４±１８６７ １０７５８±１９５８
Ｆ０＃ ３０ １６１７±３２１ １５１２±３５６ １８６５±７４２ １３１７±２６９ １５１２±４２３
Ｇ０ ３０ ３９８±０６４ １２３±０２３ １３４±０１２ １５４±０１２ １０５±００８
Ｇ０＃ ３０ ３３２±０２３ １３４±０１７ ２７６±０２３ １７６±０２３ １５９±０１５
Ａ０ ３０ ２１９±０１２ １４５±０１４ ４１２±０３７ ３８７±０３８ ２４８±０２５
Ａ０＃ ３０ ２８０±００３ ２３４±０２７ ３２７±０２７ ３９７±０３５ ３８９±０４６
Ｂ０ ３０ ３１１±０３８ ２１２±０１６ ３６５±０３９ ５２３±３５２ ３９８±０６５
Ｃ１ ３０ ２３８±０２４ １５５±０１２ ２３２±０２１ １５６±０１２ １０７±００８
Ｃ１＃ ３０ １３２±００９ １７９±０２１ ３１２±０２５ １９９±０１１ ２４５±０２３
Ｄ１ ３０ １５６±０２５ ２５６±０２６ ３３８±０２８ ３２３±０３６ ２６５±０３２
Ｄ１＃ ３０ ２３４±０１１ ４１２±０４３ １３８±０１５ ３７８±０３２ ３６７±０３８
Ｅ１ ３０ １５１２±３２６ １５６８±３１２ １９１５±２９８ １８１６±４２５ １９２３±４６９
Ｆ１ ３０ ６４１８±８２３ ６２１８±１２４３ ４１３９±８２３ ６９３７±１５３８ ４７１８±８１７
Ｆ１＃ ３０ １６５９±３３８ １６１５±４２７ １８２７±４９８ １７２３±５１９ １８２３±７２９
Ｇ１ ３０ ４１２±０６４ ３２６±０５７ ３６７±０３５ １３５±００６ １５７±０１７
Ｇ１＃ ３０ ３３８±０３４ ３２１±０３９ ３１２±０２８ ５１２±０２７ ２５６±０２１
Ａ１ ３０ ２５６±０２５ ４１８±０５２ １２７±０２３ ３１８±０１７ ３９８±０３５
Ａ１＃ ３０ ２０１±０１８ ２５４±０３２ ２０６±０１７ ３１２±０３１ １０７±０１２
Ｂ１ ３０ １０７±００８ ２３６±０１７ ２８４±０２３ １２３±００７ ３４３±０２６
Ｃ２ ３０ ２８７±０１９ ２１２±０２１ １８７±０１２ １４３±０１４ ３２９±０３２
Ｃ２＃ ３０ ３１２±０２５ １１２±００８ ３３６±０３２ １９８±０２６ ２６７±０２７
Ｄ２ ３０ ３３７±０４２ ２６８±０１２ ３４５±０１７ １４５±０２３ ５１２±０３４
Ｄ２＃ ３０ １５６±０１６ １５６±０１５ ２４８±０１２ １９８±０２７ ６１２±０５６
Ｅ２ ３０ １９２３±３８９ １７２３±４５６ １８２９±３６２ １７３４±４２６ １８１７±８３９
Ｆ２ ３０ １３６２３±２４３８ １３２５６±２４７５ １２９８９±１８４７ １２３７±２６２７ １３３２０±１６４８
Ｆ２＃ ３０ １９３８±５４７ １７１３±５２８ １８２３±６２９ １２３６±３７６ １１２８±３２８
Ｇ２ ３０ １４６±０３３ １４３±００９ １７６±０２５ １８９±０３４ １３７±０２６
Ｇ２＃ ３０ １０７±００９ １２３±００８ １８７±００７ ２２７±０２１ ２５４±０２３
Ａ２ ３０ ３４２±０３７ ２６５±０１８ １４５±０１１ ３５６±０３６ ３１６±０３３
Ａ２＃ ３０ ３３２±０２６ ４２３±０２３ １５６±０１２ ５１２±０３３ ４８７±０４１
Ｂ２ ３０ １０３±０１１ ３５６±０３３ ３１２±０２２ ５０１±０２７ ３２１±０２９
Ｃ３ ３０ １７６±００３ １７６±０１８ １４７±０１２ １５６±００９ ３３６±０３４
Ｃ３＃ ３０ １９７±０１６ ２２９±０２２ ３１２±０３１ １８７±０２４ ３２７±０２３
Ｄ３ ３０ １７７±０１２ １２３±００７ ２４５±０３８ ３８３±０３１ ２５６±０３９
Ｄ３＃ ３０ ３２２±０３２ ３５４±０３８ １２６±０２４ １１５±０２６ ２９８±０１７

频率”，该频率的声波能使该经络腧穴的气血循环发

生显著的变化。其中心经的共振频率为 Ｆ１音（４３６５
Ｈｚ），小肠经的共振频率为Ｆ２音（８７３１Ｈｚ）。下一部
分将研究低频声波对其他经络的影响，进一步总结规

律，得出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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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可明确改善肾功能，改善肾组织细胞凋亡、降低血

液黏度的作用，对于防治肾脏纤维化不失为一较好选

择。笔者曾以相同组方的院内制剂干预ＵＵＯ大鼠，发
现其对 ＵＵＯ大鼠的 Ｓｃｒ、ＢＵＮ、尿蛋白定量及 ＦＮ、Ｃｏｌ
Ⅳ都有明确改善作用［１４］。还有研究表明［１５］，在同样

使用麻黄汤时，超微饮片与常规饮片药效学最低起效

剂量为传统饮片起效剂量的１／２～１／４倍。可见，中药
超微饮片具有药材节省、费用减少、质量可控、方便卫

生等优点。另外，笔者认为超微制剂便于携带服用，疗

效肯定，配方灵活的特性必定会使患者更易于接受，也

更有利于中医药的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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