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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54/2021_2022_2011_E5_B9_

B4_E4_B8_AD_c22_654018.htm 经络不仅在人体生理功能上有

重要作用，而且是临床上说明病理变化，指导辨证归经和针

灸治疗的重要理论依据！ 经络不仅在人体生理功能上有重要

作用，而且是临床上说明病理变化，指导辨证归经和针灸治

疗的重要理论依据，故《灵枢。经脉》说：“经脉者，所以

能决死生，处百病，调虚实，不可不通。” 说明病理变化 在

正虚邪盛的情况下，经络又是病邪传注的途径。当体表受到

病邪侵袭时，可通过经络由表及里，由浅入深。如外邪侵袭

肌表，初见发热、恶寒、头痛身疼等症，由于肺合皮毛，外

邪循经内舍于肺，继而可见咳嗽、喘促、胸闷、胸痛等肺的

病症。 《素问。缪刺论》说：“夫邪之客于形也，必先舍于

皮毛，留而不去，入舍于孙脉，留而不去，入舍于络脉，留

而不去，入舍于经脉，内连五脏，散于肠胃。”指出了经络

是外邪从皮毛腠理内传于脏腑的传变途径。此外，经络也是

脏腑之间，脏腑与体表组织器官之间病变相互影响的渠道。

例如，心移热于小肠，肝病影响到胃，胃病影响到脾等，这

是脏腑病变通过经络传注而相互影响的结果。内脏病变又可

通过经络反应到体表组织器官，如肝病胁痛，肾病腰痛，心

火上炎可致舌部生疮，大肠、胃腑有热可致牙龈肿痛等等。

都说明经络是病邪传注的途径。 指导辨证归经 由于经络有一

定的循行部位和脏腑络属，它可以反映所属脏腑的病证，因

而在临床上，就可以根据疾病所出现的症状，结合经络循行

的部位及所联系的脏腑，作为辨证归经的依据。例如，头痛



一症，即可根据经脉在头部的循行分布而辨别，其痛在前额

者多与阳明经有关，痛在两侧者多与少阳经有关，痛在颈项

者多与太阳经有关，痛在巅顶者与厥阴经有关。又如胁肋与

少腹是肝经所过，故两胁疼痛或少腹痛，多与肝经有关。此

外，某些疾病的过程中常发现在经络循行通道上，或在经气

聚集的某些穴位上，有明显的压痛、结节、条索状等反应物

，和皮肤形态变化，皮肤温度，电阻改变等，也有助于对疾

病的诊断。如肠痈患者，有时在足阳明胃经的上巨虚出现压

痛；长期消化不良的病人，有时可在脾俞穴见到异常变化。

临床上采用循经诊察，扪穴诊察，经络电测定等方法检查有

关经络、腧穴的变化，可作诊断参考。 指导针灸治疗 针灸治

病是通过刺灸腧穴，以疏通经气，恢复调节人体脏腑气血的

功能，从而达到治病的目的。针灸选穴，一般是在明确辨证

的基础上，除选用的局部腧穴外，通常以循经取穴为主，即

某一经络或脏腑有病，便选用该经或该脏腑的所属经络或相

应经脉的远部腧穴来治疗。《四总穴歌》所说：“肚腹三里

留，腰背委中求，头项寻列缺，面口合谷收”，就是循经取

穴的很好说明，临床应用非常广泛。 例如，胃痛循经远取足

三里、梁丘；胁痛循经远取阳陵泉、太冲等。又如头痛，因

前头痛与阳明经有关，可循经远取上肢的合谷穴，下肢的内

庭穴治疗等等。此外，根据皮部与经络脏腑的密切联系，临

床上用皮肤针叩刺皮肤，皮内针埋藏皮内来治疗脏腑经脉的

病症；根据宛陈则除之的理论，又可通过刺络出血的方法来

治疗一些常见病。如目赤肿痛刺太阳出血，咽喉肿痛刺少商

出血，急性腰扭伤刺委中出血等等；经筋的病候，多表现为

拘挛，强直和抽搐等症，治疗多以局部取穴，所谓“以痛为



输”。这些都是经络学说在针灸治疗方面的体现。 小编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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