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1年中医基础：经别、别络、经筋、皮部 PDF转换可能丢

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53/2021_2022_2011_E5_B9_

B4_E4_B8_AD_c22_653840.htm 一、经别 （一）经别的含义经

别为十二经别的简称，是十二经脉别出的，分布于胸腹和头

部，沟通表里两经并加强与脏腑联系的另一经脉系统。它是

包括在十二经脉范围以内的经脉，故称其为“别行的正经”

。 （二）经别的循行十二经别的循行都是从四肢开始深入内

脏，然后再上至头颈浅部，而表里相合。它的“离、合、出

、人”的部位，虽和十二经的循行通路有密切关系，但在循

行的顺逆方向上，与十二经脉的循行有显著的区别。如手三

阴经的循行是从胸走手，而经别却自腋深入胸腔以后，再上

行向头，合于手三阳经；手三阳经的循行是从手走头，而手

三阳经别则由腋下深入内脏，然后上行至头；足三阴经的循

行是从足走胸（腹），而足三阴经别却从足走头；足三阳经

的循行是从头走足，足三阳经别则是从足走头。 十二经别与

正经不同之处，主要表现在其循行上具有“离、合、出、入

”的特点。每一条经别都是从其所属的正经分出，称作“离

”（别），进入胸腹腔称“入”，于头颈部出来称“出”，

又与表里经脉相合称“合”。手足三阴三阳共组成六对，称

“六合”。 二、络脉 （一）络脉的含义络脉是自经脉别出的

分支，又称“别络”，主要有十五络脉。十五络脉是由十二

经脉和任、督二脉的别络及脾之大络所组成的。 从络脉分出

的更细小的络脉称“孙络”。分布在皮肤表面的络脉叫作“

浮络”。络脉与络脉之间可以相互吻合，“复合于皮中，其

会皆见于外”（《灵枢。经脉》）。络脉从大到小，分成无



数细支遍布全身，将气血渗灌到人体各部位及组织中去，这

样就使在经络中运行的气血，由线状流行扩展为面状弥散，

对整体起营养作用。 络脉自经脉的一定穴位别出之后，就以

分出之处的穴名而定名。如手太阴经的络脉，自列缺别出，

因此这支络脉的络穴就名为“列缺”。 （二）络脉的循行在

十五络脉中，十二经脉的络脉都是从四肢肘、膝以下分出，

络于相互表里的阴阳两经之间，从阳走阴或从阴走阳，为十

二经在四肢互相传注的纽带。 任脉之络脉分布在腹部，络于

冲脉；督脉之络脉分布在背部，除别走太阳之外，并能联络

任脉和足少阴经脉；脾之大络分布在侧身部，能总统阴阳诸

络。这三者在躯干部发挥其联络作用，从而加强了人体前、

后、侧的统一联系。 三、经筋 （一）经筋的含义经筋为十二

经筋的简称，是十二经的经气濡养筋肉骨节的体系，是附属

于十二经脉的筋膜系统，是经脉经气在人体四肢百骸、骨骼

筋肉之间运行的另一径路。因其运行于体表筋肉，故称经筋

。经筋也分手足三阴三阳，其数目与经脉相同，其循行道路

也多与经脉相接。 （二）经筋的循行十二经筋的走向及分布

，基本上和十二经脉的循行相一致。但是，十二经脉有顺逆

之不同，而经筋走向皆起于四肢指爪之间，在踝、膝、臀、

腕、肘、腋、髀、颈结聚，终结于头面等处，沿行于体表，

不入内脏，而与他经相结。 四、皮部 皮部，分布在人体体表

部位，其循行范围是以十二经脉来划分的。是十二经脉及其

所属络脉在体表的分区。 皮部受十二经脉及其络脉气血的温

润滋养，而维持正常功能，它位于人体最浅表部位，与外界

直接接触，对外界变化具有调节作用，还能从“面”上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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