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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经络是各种干细胞活动交流、协同进化的巨系统，主要表现为干细胞巢的出现以及不同种类干细胞巢的

有序分布。在中医药物归经理论和君臣佐使理论的启发下，应用取类比象、隐喻认知的思维方法，作者

认识到干细胞巢及其群落,不但是大多数种类成体干细胞赖以长期生存、更新分化的主要场所，而且是决

定大中小血管和神经等细胞组织为什么各自具有特定解剖结构功能形态的基本单位，神经和大中小血管

等都可以细分为一个个相对独立的“细胞组织单元”，其主要构成细胞的新陈代谢及其结构功能是由特

定的干细胞巢统辖决定的。反过来说，通过解剖观察大中小血管和神经等中存在的主要构成细胞，就能

得知相应干细胞巢中的干细胞组成及其基本功能。作者以此为突破口，重新认识理解中医理论中真气(为
全能细胞Embryonic Stem Cell，ES胚胎干细胞)和元气(为Embryonic germ cell，EG胚胎干细胞，划分

为七种)在经络内的功能行为，进一步阐释了经络的形成与进化规律，初步探讨了循经感传现象的机理和

传统针灸理论。希望本文能够引起国内外干细胞研究者、经络研究者等的关注和研究兴趣，共同促进中

西医理论逐渐融合为统一的科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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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eridian system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is a giant system for various stem cell
activities, communications and co-evolutions, mainly manifesting as the appearance and orderly
distribution of different stem cell niches. Inspired by the TCM theories of “Meridian Attribution”
and “Monarch, Minister, Assistant and envoy”, with the help of analogy by classification (a
traditional pattern of thinking in TCM) and metaphorical cognition, the author recognizes that
stem cell niches and their communities are not only the main place where a majority of adult stem
cells survive, renew and differentiate, but also the basic unit that determines why large, medium
and small blood vessels and nerves each have a specific anatomical structure and functional form.
Nerves and large, medium and small blood vessels can be subdivided into "cell tissue units" that
are relatively independent, and their metabolism, structure and function are governed by specific
stem cell niches. Conversely, we can acquire information on the composition and basic functions of
stem cells by dissecting and observing the main cells composing large, medium and small blood
vessels and nerves. Therefore, it can be taken as a breakthrough to re-understand and understand
the function and behavior of Genuine qi (known as embryonic stem cells) and Original qi (known
as embryonic germ cells that can be divided into seven types) in the TCM meridian system, further
explaining the formation and evolution of the meridians, and initially discussing the mechanism of
the Propagated Sensation along the Channels and the traditional acupuncture theory. This review
is attempted to arouse the attention and interest of researchers engaged in stem cells and
meridians, thereby promoting the gradual coverage of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al theories into
a unified scientific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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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干细胞的“干”是“茎”(树干)和“本源”的意思，干细胞是具有分化潜能的种子细胞，这与中医标

本兼治中的“治本”即祛除病根相对应，都是生动形象的隐喻性表达。药物归经学说揭示了中草药作用

于特定的干细胞，能够诱导后者进行自我更新和增殖分化，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中药可通过改变神经

干细胞的微环境(即干细胞巢)，多靶点、多环节、多途径调控神经干细胞的增殖和分化[1]。
中国明代医药学家李时珍的《奇经八脉考》曰：内景隧道，唯返观者能照察之。唯有不同种类的成

体干细胞、多能干细胞所在的干细胞巢，才具有结构形态高度相同相似的、中空的巢结构。重要的是，

干细胞巢内必须存在一定种类的、一定数量的干细胞，才能稳定地维持其结构功能形态。这里，使用以

肉眼观察为主的大体解剖学研究方法，不可能将极其微小的干细胞巢从其定居的细胞组织中鉴别和分离

出来；使用拥有足够先进技术的细胞解剖学研究方法，才能判断所观察的细胞群是不是由干细胞组成。

因此，经络研究何时走出困境[2]，取决于干细胞的研究进展和相关科学技术的进步，也取决于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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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时真正地接纳经络学说的原始概念——经络是决死生、处百病的“灵枢”，真正地恢复对中医理论等

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三十年来，作者不断修改完善文献[3]中的表 1，以中英文形式发表论文，向海内

外传播“不同种类干细胞巢的有序分布构成中医经络系统”的学术观点。

1992年，Reynolds等从成年小鼠脑纹状体中分离出能在体外不断分裂增殖，并且具有多种分化潜能

的细胞群，正式提出神经干细胞的概念，打破了认为神经细胞不能再生的传统理论。2006 年，Shinya
Yamanaka 在《》上率先报道了诱导多能干细胞(induced pluripotent stem cells, iPS cells)的研究，因此获得

2012年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随着越来越多的干细胞被发现，干细胞研究逐渐成为生命科学研究的热

点与前沿，针灸和中药诱导干细胞分化、干细胞与经络的关系等也在国内成为名正言顺的科研课题。

干细胞巢内存在多种类型的干细胞，正常情况下,只有一种干细胞的数量最多，能够长期稳定地在巢

中更新分化，可以比喻为干细胞巢的主人，因此说经脉、络脉的分类就是成体干细胞及其干细胞巢的分

类[3]。解军、郝宇卉等观察到脂肪组织 Sca-1+成体干细胞沿小鼠任脉在腹部的体表标志——腹白线分布

[4]，作者认为该实验发现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因为任脉作为奇经八脉之一，具有蓄积、渗灌其他经脉气

血的功能，只有将促性腺激素细胞的成体干细胞作为观察对象才具有普适性，即不同的物种都能显示出

串珠式的干细胞巢分布。

2. 干细胞巢内的干细胞组成及其基本功能

干细胞巢是一个复杂开放的微系统，巢中的干细胞种类既有基本稳定不变的静态成分，又有复杂多

变的动态成分，两者在物种进化史上可以相互转化。对比植物细胞具有全能性的原因，作者提出脊椎动

物成体干细胞巢的静态成分中包含 6 + 3 + 1组合模型及其简化的 3 + 1组合模型[5] [6]。成体干细胞在干

细胞巢中才能长期稳定地维持更新和分化，可以理解为其相对于自身而言获得了细胞全能性。

成体干细胞巢中，干细胞巢的主人能够持续分化产生分化性衍生细胞，后者是构成组织器官的主体，

这些分化性衍生细胞内的蛋白质合成系统(细胞核内的核仁)等能够发挥正常的功能；在细胞增殖分化过程

中，其他种类干细胞一般因为其蛋白质合成系统等不能稳定地维持正常的结构功能，所以自我更新和分

化能力有限，通常以处于Ｇ0 期方式维持自身的干细胞特性，只能在其寄居的干细胞巢中保持相对较少

的细胞数量。

众所周知，造血干细胞存在长期的和短期的两种之分，长期造血干细胞能够分化产生短期造血干细

胞；异基因造血干细胞只有顺利归巢，成为长期造血干细胞，参与重建接受者的整个血液系统，才意味

着造血干细胞植入成功[7]。造血干细胞为 32种 1
32C 多能干细胞中的成员，存在左右对称的 2种造血干细

胞，与成体干细胞  1
448 2 7nC n  一样，必须在其干细胞巢(包含干细胞模型 3 + 1等)中才能长期稳定地

维持更新和分化。

神经嵴研究及其对督脉分支功能的启发[3] [8]，让作者确认隶属于结缔组织、肌肉组织和上皮组织的

干细胞巢模型 3 + 1必需的 1
448nC 成体神经干细胞，不可能来源于神经组织内的干细胞巢；作者曾经认为

至少有 3 + 1 = 4个外来 1
448nC 成体干细胞巢环绕在 1

448C 多能干细胞巢的周围也是不对的，在胚胎发育过程

中，并没有观察到与之对应的干细胞迁移现象。那么，干细胞巢模型 6 + 3 + 1以及模型 3 + 1中必需的各

种成体干细胞及其定向干细胞来源于何处？

在文献[9]和[6]中，作者将生物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等级到高等级发展变化的达尔文进化论思想与可

操作性原则相结合，根据物种进化树、生物重演律以及中医经络学说、真气和元气理论，给出脊椎动物

经络系统中存在 1 1 1 1 1
1 32 64 448 448nC C C C C    和  1 1 1 1

7 4 448 448 2 7m nC C C C  n     两条干细胞分化链。

这里，原始生殖细胞和 ES胚胎干细胞等全能细胞约定用 1
1C 表示，有机体中所有细胞都来源于 1

1C ，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A%B9%E7%8A%B6%E4%BD%93/6018382
http://www.baidu.com/link?url=XgtnBKGEZj-Q8UiFXB6kUbbxd_zSgYCTB2PUJuCvFAMDp7vUOXw7_4P9V38J6iWBia_AcD8b5eKFGkHxAiWiRa&wd=&eqid=b928ef37000029a5000000055fe057f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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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ES胚胎干细胞即是中医理论中真气的本体[10]；经络中，ES胚胎干细胞分化产生 32种 1
32C 多能干

细胞，所以真气作为生命的本根，具有决定、主宰生命的作用[11]，保养真气是《黄帝内经》延年益寿的

核心原则。《素问·上古天真论》曰：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

ES胚胎干细胞作为先天本原，又常被称为“原气”和肾间动气等，含义为原始之气以及本源和源头

之气[12]。中医理论指出，原穴是脏腑的原气经过和留止的部位，十二经脉在腕、踝关节附近各有一个原

穴，合为十二原穴。《难经·八难》曰：所谓生气之原者，谓十二经根本也，谓肾间动气也。此五脏六腑

之本，十二经脉之根，呼吸之门，三焦之原。

EG 胚胎干细胞和诱导多能干细胞具有潜在的全能性，划分为七种，约定用 1
7C 表示；自原腔动物开

始，EG胚胎干细胞的功能行为变得越来越重要，生殖腺内的精原细胞和卵原细胞都直接来源于 EG胚胎

干细胞的增殖分化[9]。原气为先天之气，元气为先后天之气[12]；仅从生成论角度来看，元气和真气所

指向的内涵又是重叠的 [13]，这是因为胚胎干细胞在不对称细胞分裂过程中能够相互转变即
1 1 1
1 7 1C C C  。

在文献[6]中，作者通过探讨被子植物的世代交替和花的起源之谜，根据动植物进化树之间的对应关

系，类比被子植物的生殖细胞分化链，提出哺乳动物生殖腺内生殖细胞分化链为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7 14 28 56 56 112 4 448 7 1C C C C C C W C C C C C           ，以及经络系统中第二条干细胞分化

链为  1 1 1 1
1 7 448 448 6 7nC C C C  n     。赵春华提出“人类亚全能干细胞学说”，率先分离获得原始干

细胞群体[14]，并且认为其分布与“元气”相似[15]。目前，将中医的元精和元气与干细胞、特别是胚胎

干细胞联系在一起，正在成为越来越多的干细胞与经络研究者的共识[16]。
仔细地观察 1 1 1 1 1

1 32 64 448 448nC C C C C    ，其中 1 1 1
64 448 448nC C C  可以简单直接地提供干细胞巢

模型 6 + 3 + 1中的 6。再仔细地观察  1 1 1 1
7 4 448 448 2 7m nC C C C n     ，同样能够直接地提供干细胞巢

模型 6 + 3 + 1和模型 3 + 1中的 3 + 1，特别是哺乳动物的 1 1
4 448mC C ，可以由  1 1 1

7 448 448 6 7nC C C n   

直接提供 3 + 1。
根据中医的整体论观点，这里主要是生成整体论[17]，作者认为，经络系统中，两条干细胞分化链存

在一快一慢两种表达方式： 1
1C 在慢方式中主要分化产生 1

32C (造血干细胞等)，并能协助后者归巢成为长期

多能干细胞； 1
1C 在快方式中监督 1 1 1 1 1

1 32 64 448 448nC C C C C    整条干细胞分化链快速进行细胞增殖分

化，通过最简捷的途径高效地提供一些干细胞巢必需的 6 中的成员。同理， 1
7C 在快方式中监督

 1 1 1 1
7 4 448 448 2 7m nC C C C n     整条干细胞分化链快速进行细胞增殖分化，通过最简捷的途径高效地

提供一些干细胞巢必需的 3+1中的成员。第一条干细胞分化链以慢方式表达为主，第二条干细胞分化链

以快方式表达为主。

经络中，干细胞组成复杂的干细胞巢凭借真气和元气的上述功能，快速派生出一些暂时性存在的、

干细胞组成相对简单的干细胞巢——阿是穴。痛则不通，通则不痛，健康状态下，机体一般不会察觉阿

是穴的产生和消失；以痛为腧，亚健康状态下和疾病状态下，则能够察觉阿是穴的存在，后者是没有固

定位置的病痛反应点——有酸、麻、胀、痛等反应。文献分析表明，“阿是”一词，本是对身份地位卑

微的下里人、乡野百姓的称谓。“阿是之法”乃代指那些没有医学知识的一般人也可掌握、用以寻找能

缓解病痛之部位的简易方法[18]。
复杂干细胞巢通过间歇性派生阿是穴的方式，使得巢内的一些干细胞与干细胞巢主人一样，能在巢

中长期生存，并能分化产生分化性衍生细胞。于是，复杂干细胞巢应该对应于某种“细胞组织单元”，

后者中主要构成细胞的新旧更替及其结构功能是由干细胞巢内的干细胞群统辖决定的。作者撰写参考文

献[3]时，最先认识到将四肢大血管(如肱动脉和肱静脉)解剖中观察到的主要构成细胞，替换为它们的成

http://www.baidu.com/link?url=whS7k41zLSQ9-Id-LZxcR-dX1OkgbpwX2tWet5u5RkDRDEQutFmSPJ_K7dHJ5F_PeYadVmAJ0aMRTuNTLuIBOK&wd=&eqid=a64825750000535b000000055fe55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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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干细胞，后者将组合形成相应区域内手足三阳经脉干细胞巢中的干细胞群。

《素问·至真要大论》帝曰：方制君臣，何谓也？歧伯曰：主病之谓君，佐君之谓臣，应臣之谓使。

中药方剂遵循“君臣佐使”配伍，从而使群药形成“有制之师”，根据药物归经理论，作用于特定经脉

或络脉中的一些干细胞巢，能够对其进行整体性的综合调节[19]。显而易见，复杂干细胞巢的主人无疑是

主病之“君”，阿是穴的主人则是“臣佐使”中的成员，复杂干细胞巢中的“君臣佐使”决定了中药方

剂中的“君臣佐使”。

在贾春华、马思思等发表的论文中[20]，将表 1内的始源域(邦国)替换为始源域(干细胞巢–邦国都城)，
一个干细胞巢隐喻为一个邦国的都城，不同种类干细胞在巢中拥有不同的角色功能——君、臣和佐使。

这里，干细胞巢必需的 3 + 1成员通常隶属于辅助君臣的“佐”，负责在不同干细胞巢之间传递各种生物

学信息的无疑是“使”。“君和臣”是邦国的核心，邦国的“子民”主要是此两类成体干细胞分化产生

的细胞群，按照相同相似的君臣组织制度(注意，有的可以直接从细胞数量上看，有的则必须从细胞功能

上看，等等)，一定数量的、不同种类的细胞自组织形成一个个相对独立的、有着基本结构功能的细胞群

落，后者是构成细胞组织的高级结构单位，约定称之为“细胞组织单元”。整个邦国的兴衰更迭，主要

是由邦国都城的发展变化决定的。细胞组织单元中主要构成细胞的新旧更替及其结构功能，是由特定的

干细胞巢统辖决定的，中医临床因此能够司外揣内和由果析因[21]。
《灵枢·营卫生会》曰：清者为营，浊者为卫，营在脉中，卫在脉外，营周不休，五十度而复大会，

阴阳相贯，如环无端。营气、卫气是通过营居、卫戍的概念隐喻而来[22]，干细胞巢分泌产生的各种细胞

因子和趋化因子等归属于卫气，主要分布于干细胞巢的外围区域——卫在脉外，护卫着巢中的干细胞群

落以及能够引导干细胞归巢等等，干细胞巢分泌产生的各种生长因子和整合素等归属于营气，主要分布

于干细胞巢的核心区域——营在脉中，例如整合素可以将不同种类的干细胞粘附在一起交流物质信息，

各种生长因子能够诱导干细胞增殖分化等等。

3. 经络系统的形成与进化

十二经脉和奇经八脉是经络系统的主干，人体的大多数腧穴(重要的干细胞巢群落)分布在十四正经上，

这些腧穴中的干细胞巢无疑是比较复杂的，针灸和按摩这些腧穴能够医治众多的疾病。人体成体干细胞

有 7 × 4 × 2 × 8 × 7种即 3136种[3]，干细胞巢君臣佐使理论认为，不是所有种类的成体干细胞都能以“君

主”(核心组织者)的角色功能，构建存在君、臣和佐使三个地位等级分工的、有着固定位置的复杂干细胞

巢。

在干细胞巢君臣佐使理论指导下，重新审视文献[5]中的成体干细胞巢模型 6 + 3 + 1，容易得出成体

干细胞巢模型 3 + 1具有普适性，干细胞巢模型 3 + 1对 1
32C 和 1

64C 多能干细胞巢同样适用，而成体干细胞

巢模型 6 + 3 + 1只能是特例。在文献[3]的表 1中，手足三阳经脉和手足三阴经脉分别是结缔组织和肌肉

组织第六类细胞的腧穴群，作者长期认为第七层次的腧穴群只能寄居于前六个层次中，这里修改为第七

层次的成体干细胞是以仅次于“君主”的地位角色存在于前六个层次的干细胞巢中——约定用 1
6 7C  表

示此两个层次的紧密组合，其他五个层次的成体干细胞则能够由真气以快速方式分化产生以及自然消失

——约定用 5
5C 表示，于是十二经脉的成体干细胞巢模型可以表示为  1 5

6 53 1 7C C      。

类比文献[3]表 2中四肢骨的起源进化，推测肱动脉和肱静脉主要是由相应区域中手三阳经脉腧穴群

统辖的众多细胞组织单元共同组合形成，主动脉和主静脉主要是由相应区域中手足三阳经脉腧穴群统辖

的众多细胞组织单元共同组合形成。这里，第七层次发挥重要的媒介粘合作用，使得肱动脉和肱静脉等

大血管能够产生形成，而主动脉和主静脉是由七个层次共同参与构建的，后者暗示了十二经脉成体干细

https://www.baidu.com/link?url=ZOunDmgqD1cZhi2WHfKTS7g7d85maoTw-1UdpQ0N3Xqqp4bUTnVqrXll46qI5ha8OXnI9EGB2mgJ_jQLY_u35ECJBqsBTU6UkZtrReYAb0-cmXWdCajOMGRH1KqLv3VQ&wd=&eqid=c81f4f1b0000aab3000000055ef325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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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巢模型  1 5
6 53 1 7C C      中的 5

5C 是必须的，十二经脉气血子午流注规律证明了上述理论是完全自洽

的。

在文献[3]的表 1中，十二经筋和十五络脉具有与十二经脉相同的成体干细胞巢模型  1 5
6 53 1 7C C      。

肌腱是由致密结缔组织构成的，肌腱等在关节附近明显地融合成束，这与大血管的分叉和融合非常相似。

比较致密结缔组织与疏松结缔组织的典型解剖图片，不难发现疏松结缔组织中的细胞种类更多，因此，

十二经脉是经络系统的主干，比十五络脉、十二经筋重要，真气通常主要是在十二经脉、十五络脉和十

二经筋中周流不休，以前文所述的快方式直接提供一些干细胞巢必需的 6中的成员。

十二皮部和十二经水的成体干细胞巢模型为  1 5
6 53 1 7C C      ：这里， 5

57 C 表示包括第七层次

在内的其他六个层次的成体干细胞能够暂时性客居于此，它们可以来源于邻近的干细胞巢，也可以由真

气以快速方式分化产生以及自然消失，这暗示了十二皮部、十二经水同样接受十二经脉的统领； 5
57 C 的

存在，使得表皮中分别隶属于六个层次的“细胞组织单元”能够彼此融合形成连贯的皮肤系统，与前文

中大血管的产生一样。毛囊干细胞和色素细胞隶属于第七层次，遍布于有机体全身，与前六个层次的上

皮组织第四类细胞、第三类细胞一样能够作为核心组织者，即拥有自身特有的干细胞巢，其模型为

  1 5
6 57 3 1 C C      ，这与十二经脉的干细胞巢模型大同小异，研究表明毛囊干细胞巢确实非常复杂。

奇经八脉的成体干细胞巢模型为   1 5
6 57 3 1 C C      ：奇经八脉均是以第七层次的成体干细胞为干

细胞巢的君主，任脉和督脉各有其所属腧穴，其他六脉的腧穴都寄附于十二正经与任脉、督脉之中，因

此其成体干细胞巢模型与十二经脉基本相同，其中的 1
6C 随八脉循行分布的区域不同而相应地改变。以督

脉为例，其循行分布在脊柱的区段就是指 1
6C 应为第六层次——脊髓隶属于第六层次，督脉将前六个层次

有机地串联在一起。

以带脉为例，其循行起于季胁，斜向下行到带脉穴，绕身一周。带脉中的干细胞巢是以第七层次脂

肪干细胞为君主，前六个层次的脂肪干细胞在相应区域中分别以仅次于“君主”的地位角色存在于干细

胞巢中，带脉绕身一周，同样将前六个层次有机地串联在一起。脂肪干细胞在十二经脉、特别是十二皮

部(皮下脂肪)等的干细胞巢内是“臣”的角色，表皮干细胞在带脉中同样是“臣”的角色，主客颠倒，相

辅相成。

奇经八脉隶属于第七层次，前六个层次的成体干细胞巢模型表示为  1
6 3 1 7C     ，与十二经脉等

对比，仅仅为 5
5C 不是必需的，因此其产生的六个层次细胞组织一般具有比较明显的独立性特征，在胚胎

发育进化过程中，清晰地分化产生五部脑和脊髓、五脏六腑(阴跷脉和阳跷脉；《灵枢·脉度》曰：阴脉

荣其脏，阳脉荣其腑)等。

《素问·骨空论》阐述了督脉有三个分支，作者在文献[3]中指出后者与脊神经干、交感神经干和副

交感神经存在对应关系，并且提出监督者和被监督者共同存在于妊养者的干细胞巢中，彼此相互作用和

协同进化，从而实现监督者对被监督者的精准调控。

根据干细胞巢君臣佐使理论，脊柱内的督脉第一分支应划分为三个分支，产生的“细胞组织单元”

分别构建形成三种不同的神经纤维(内脏感觉神经、躯体感觉神经和躯体运动神经)，这与脊柱外的督脉第

二分支(交感神经纤维)和督脉第三分支(副交感神经纤维)是相同的。因为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有着很多

共同的调控对象，所以神经嵴在物种胚胎发育进化史上只是一种过渡性结构，脊柱外的督脉第二分支和

第三分支彼此相互远离，有效地避免因为干细胞迁移而导致两者之间差异度缩小，因此能对共同的调控

对象进行精确调控。

四大基本组织中，神经组织是独特的，七个层次都是以第七类细胞(第七层次是卫星胶质细胞，前六

个层次是星形胶质细胞)为复杂干细胞巢的“君主”，七个层次都是以第六类细胞(第七层次是施万细胞，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D%81%E4%BA%8C%E7%BB%8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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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六个层次是少突神经胶质细胞)为复杂干细胞巢的核心成员——重臣之一；七个层次都是因为“臣佐使”

的不同而划分为六类，前五类分别对应于以五类神经元为中心的神经纤维(第七层次中，五类的划分非常

清晰)，第六类对应于以小神经胶质细胞(第八类细胞)为中心的“细胞组织单元”。

根据干细胞巢君臣佐使理论，作者认为，对周围神经而言，五类神经纤维直接作用对象(包含众多的

终极调控对象)的成体干细胞，一般存在于相应督脉分支的干细胞巢中，作为“臣佐使”中的主要成员，

督脉的五个分支主要因此而区分。对五部脑和脊髓而言，神经纤维直接作用对象的成体干细胞以及终极

调控对象的成体干细胞，同理都存在于相应的干细胞巢中，共同作为“臣佐使”中的主要成员，低级调

控中枢和高级调控中枢也因此而区分。

解剖学发现，神经外膜(致密结缔组织)包裹在神经外面；神经内的神经纤维被神经束膜分隔成大小不

等的神经纤维束，其外层是结缔组织，内层是由多层的扁平上皮细胞组成；神经纤维束内的每条神经纤

维有神经内膜(薄层疏松结缔组织)包裹，神经外膜内的纵行血管发出分支进入神经束膜，进而在神经内膜

形成毛细血管网，神经内膜还含有淋巴管等。

如果一条或一条以上的神经纤维隶属于一个干细胞巢，那么一个神经纤维束就对应于一个经脉片段，

是由紧密相关的 N个干细胞巢组合而成——文献[9]中提出的经络板块。这里，神经内膜显然主要是由疏

松结缔组织的“细胞组织单元”构建而成，与手足三阴经脉及其分支内的干细胞巢存在直接的或者间接

的隶属关系；神经内膜中的毛细血管网和淋巴管则隶属于以肌肉组织第三类细胞为君主的干细胞巢，后

者是孙络中的成员。

根据干细胞巢君臣佐使理论，作者认为，不同种类的复杂干细胞巢(细胞组织单元)A 和 B之间主要

存在三种关系：①A和 B是彼此平等的，主要存在“佐使”层次的交流。②B的核心组织者时而以“诸

侯王”的角色出现在 A 中，但 A与 B之间仍然主要是存在“佐使”层次的交流，例如神经纤维(为 A)和
神经内膜(为 B)之间就属于此类关系。③B的“君主”及其下辖的部分“臣”时常以诸侯王以及臣的角色

出现在 A中，A 与 B之间一般存在“臣佐使”层次的紧密交流，B在通常情况下接受 A的统辖，例如神

经内膜(为 A)和神经内膜中的毛细血管网(为 B)之间就属于此类关系。

中枢神经系统中，神经干细胞巢的细胞组成非常复杂[23]，神经干细胞分化产生星形胶质细胞和少突

胶质细胞是最常见的，其次是分化产生小神经胶质细胞[24]，后者在神经元再生过程中具有双重作用[25]
[26]。作者认为，督脉主干的干细胞巢中，小神经胶质细胞和神经元的成体干细胞划分为两个层次——表

示为( 1
67 C )，小神经胶质细胞对相同层次的神经元有保护性促进等正面作用，对不同层次的神经元有选

择性抑制等负面作用，两者之间存在相反相成的双向选择关系；同理，与督脉主干对应的、前六个层次

经脉的干细胞巢中存在主客颠倒的干细胞组合——表示为( 1
6 7C  )；胚胎的发育进化过程表明，神经元的

分化产生及其迁移主要是由督脉主干等决定的，是由周围神经和中枢神经之间双向选择决定的。

4. 多能干细胞巢及其分布与迁移

在文献[9]中，作者提出经络系统形成和演化的板块构造说，认为板块 1－n 是经脉、络脉的高级组成

单位。文献[5]和[6]中，作者提出成体干细胞巢模型 6 + 3 + 1 及其简化模型 3 + 1，认为第一等级至第 n
等级 1

448nC 成体干细胞的干细胞巢形成一条干细胞巢等级链——板块 1 − n，其中干细胞巢模型 6 + 3 + 1
或者模型 3 + 1是完全相同的，板块 1 − n 内部是基本稳定不变的，必须视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在文献[3]中，作者提出，根据成体干细胞分化产生的各级分化细胞是否像血细胞、脂肪细胞一样具

有流动性特征，成体干细胞划分为 A和 B两类，A类对应的经络板块为 1 − n，B类对应的经络板块为 1·1
− n·n；不同进化等级的 B类成体干细胞 1

448nC 独立平等地拥有一种干细胞巢模型，第一等级成体干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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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48nC 不再拥有 n 种不同的干细胞巢模型， 1

448C 多能干细胞没有自身特有的干细胞巢，主要寄居于其所辖
1
448nC 成体干细胞的干细胞巢中。

根据生物重演律和干细胞巢君臣佐使理论，作者认为，三种多能干细胞 1
32C 、 1

64C 和 1
448C 不是在细胞

组织中直接构建自身特有的干细胞巢，而是在 1
448nC 成体干细胞巢中形成巢中之巢，内巢结构一般非常简

单，主要是由 3 + 1组合模型中的成员构成，注意后者均为 1
448C 多能干细胞，多能干细胞 1

32C 、 1
64C 和 1

448C
一般在内巢之中增殖分化；外巢中的君臣佐使能够出入其中，这决定了内巢的多能干细胞 1

32C 、 1
64C 和 1

448C
除自我增殖外，通常是以分化产生外巢中相对应的 1

448nC 成体干细胞为主，即成体干细胞巢限制了
1 1 1 1
32 64 448 448nC C C C   干细胞分化链的最终产物，使得自身“君主”的细胞数量及其对应的干细胞巢

模型 3 + 1都具有较强的稳定性。

造血干细胞是研究历史最长且最为深入的一种 1
32C 多能干细胞，是一个异质性的干细胞群体，不同造

血干细胞之间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分子特征、细胞命运和分化产物，在不同生理条件下造血发生呈现不同

的谱系分化模式，这意味着采用不同实验手段(移植或体内示踪)揭示的造血发生存在明显差异[27]。作者

认为，一部分造血干细胞巢位于巨核细胞(血小板)的成体干细胞巢之内，表现为巨核细胞可以直接由这些

造血干细胞分化产生[28]。
同样以造血干细胞为例，在脊椎动物胚胎发育进化过程中，造血干细胞巢的主要分布位置不断地迁

移变化，卵黄囊、肝脏、脾脏、骨髓和肺脏先后成为主要的造血器官。作者认为，中医理论中的“宗气”，

描述的是造血干细胞等多能干细胞( 1
32C 和 1

64C )的功能特征。肺脏(制造血小板)等中存在各种血细胞的成体

干细胞巢才是最重要的，长期造血干细胞在其中的一些干细胞巢内自我增殖至一定数量，通过不对称细

胞分裂产生一些短期造血干细胞，后者删除了出生地(干细胞巢)带来的外遗传印迹，能够迁移和植入其他

血细胞的成体干细胞巢中，君臣佐使中的“使”在此发挥重要的引导作用，这里存在极其明显的自举现

象[29]；归巢者成功转变成为长期造血干细胞后，必将导致干细胞巢中的君主发生新旧细胞更替，诱发原

先的成体干细胞发生细胞凋亡，或者通过细胞分化而自然消失等。

5. 肿瘤干细胞及其干细胞巢

肿瘤干细胞是如何起源的？干细胞处于所有癌症的中心吗[30]？肿瘤干细胞实质是干细胞巢内互为

共生关系中的受害方[9]，经络板块碰撞能够产生肿瘤干细胞及其干细胞巢[5]。干细胞巢中，一种干细胞

A通过外泌体或者细胞融合等方式，将自身一些特有的基因表达性状(a)嫁接寄生在另一种干细胞 B上，

若新出现的干细胞 B(a)能够分化产生相应的分化性衍生细胞，也能够通过不对称细胞分裂分化产生干细

胞 B，则干细胞 B(a)与干细胞 B相比就是“多能的”。干细胞巢君臣佐使理论认为，干细胞在干细胞巢

内彼此交流信息和协同进化，使得干细胞的结构功能具有较强的可塑性，一种 1
448nC 成体干细胞可以在一

些干细胞巢中为君主，也可以在另外一些干细胞巢中为臣佐使中的成员。
1
448C 肿瘤干细胞比正常的 1

448C 多能干细胞在很多方面显得更加“多能”，在相应的成体干细胞巢中

同样出现“类多能干细胞巢”，逐渐演变成为肿瘤干细胞巢， 1
448C 肿瘤干细胞在内巢中能够自我更新和

分化产生 1
448nC 肿瘤干细胞，后者一样以“君主”的角色功能深刻地影响和改变其他种类成体干细胞的结

构功能行为，这里将发生适应性变化的“臣佐使”同样称为肿瘤干细胞会带来认识混乱[31]。
正常成体干细胞巢内的君臣佐使分化产生正常的细胞组织单元，肿瘤干细胞巢内的君臣佐使分化产

生异常的细胞组织单元，后者是肿瘤组织的核心成份，通常(远不是全部) 1
448nC 肿瘤干细胞分化产生的分

化性衍生细胞(常说的癌细胞)占据多数。肿瘤干细胞同样有归巢行为[32]，在归巢、夺巢乃至建巢等过程

中，正常的多能干细胞及其成体干细胞将与相应的肿瘤干细胞相互竞争，后者获胜则可能形成产生相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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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转移性肿瘤。

《灵枢·经脉》曰：经脉者，所以能决生死，处百病，调虚实，不可不通。真气(ES胚胎干细胞)、
元气(七种 EG 胚胎干细胞)及其分化产生的 1

448C 多能干细胞和 1
448nC 成体干细胞，能够不断地重塑有机体

中的各种 1
448nC 成体干细胞巢，使得开放复杂的经络系统具有较强的自我修复能力。

在创伤细胞组织的修复治愈过程中，在相应区域内，经络腧穴的分布和功能活动将发生明显的改变，

从简单到复杂，可以划分为四种情形：①应激性产生一些阿是穴，创伤治愈后自然消失。②阿是穴群不

能在较短时间内治愈创伤细胞组织，进而诱发经络板块中诸 1
448nC 成体干细胞巢相同相似的克隆版本出现

在所辖的阿是穴群之中，创伤愈合后，这些 1
448nC 成体干细胞巢及其产生的阿是穴将自然消失。③经络板

块的克隆版本一直没有消失，进一步发生渐变性进化，时而会产生一些特定的阿是穴，表现为特定种类

细胞的异常增生，创伤细胞组织逐渐演变成为良性肿瘤。④经络板块的克隆版本发生突变性进化，创伤

细胞组织逐渐演变成为原位癌，恶性肿瘤实质上就是“不能愈合的伤口”[33]。
上述③经络板块的克隆版本中，干细胞巢内新立的“君主”大多数是原版本君臣佐使中的某个“重

臣”，并且克隆版本的功能活动仍然被原版本有效地管辖制约，这就决定了绝大多数良性肿瘤生长缓慢，

切除后很少复发，对机体影响较小。少数成体干细胞巢克隆版本内新立的君主，原本就是经络系统内另

一些成体干细胞巢的君主，当后者“臣佐使”中某些成员能够被前者招募和驱使，继而导致克隆版本的

功能活动逐渐演变成为不再能被原版本有效地管辖制约，于是相应的良性肿瘤转变为恶性肿瘤。

上述④经络板块的克隆版本中，大多数干细胞巢内的君主虽然仍然是原版本君臣佐使中的君主，但

是被一些外来种类成体干细胞巢君臣佐使中的部分成员乘虚而入，后者成功地挟持前者表达自身一些特

有的基因表达性状(a)等，致使干细胞巢内君臣佐使的成员构成及其功能活动均发生重大改变，特别是克

隆版本君臣佐使中的君主突变成为肿瘤干细胞，作为主要受害方明显地失去了正常的细胞结构功能。

来源于第二条干细胞分化链  1 1 1 1
7 4 448 448 2 7m nC C C C n     的一些干细胞及其分化性衍生细胞，

因为拥有全部软件基因组群而具有潜在的全能性，极其罕见的是一些成熟细胞在有机体中能够逆分化为

EG 胚胎干细胞 1
7C ，比较常见的是一些癌细胞能够逆分化为肿瘤干细胞[5] [6] [9]，因此诱导多能干细胞

(iPS cells)的安全性是无法回避的[34] [35]。不论肿瘤干细胞是如何起源的和如何演变的，肿瘤的产生和

转移都是由肿瘤干细胞巢构成的经络板块决定的，都可以视为是由正常的经络板块在碰撞过程中而自然

产生的。

6. 循经感传的物质基础

循经感传的研究正式拉开了经络现代研究的帷幕，循经感传是指用针刺、艾灸、低频脉冲电或其他

方法刺激穴位时，人体出现酸、胀、麻等“得气”感，从受刺激的穴位开始，基本沿古典经络循行路线

传导，能通过大脑感知的现象[36]，有循经性、趋病性、效应性、可阻滞性、慢速性、双向性等特点[37]。
这里，循经感传的趋病性即是古人早有详述的“气至病所”，是指循经感传过程中所出现的传导路线及

方向趋向病变所在的部位。《灵枢·九针十二原》曰：气至而有效，效之信，若风之吹云，明乎若见苍

天，刺之道毕矣。

正常情况下，阿是穴环绕于经脉和络脉，时隐时现，阿是穴群则相对集中地分布在细胞组织发生病

变的区域，因此循经感传的趋病性和循经性两者实质是一致的；阿是穴的存在使得循经感传更加容易发

生，乃至于被人发现。中医认为“感传”源于卫气[37]。《素问·调经论》曰：取血于营，取气于卫。

阿是穴具有快速产生、暂时性存在和没有固定位置等基本特征，其主要构成细胞是干细胞巢模型 3 +
1 成员，通常同样来源于所隶属成体干细胞巢外围区域的干细胞迁移，可以由第二条干细胞分化链

https://xueshu.baidu.com/usercenter/paper/show?paperid=471934bf484a5e0d1562672ca5c5b41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0%91%E6%80%A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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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 1 1
7 4 448 448 2 7m nC C C C n     快速高效地提供；各种细胞因子和趋化因子等归属于卫气，后者主要

是由干细胞巢模型 3 + 1成员分泌产生的，不难推测，它们就是产生循经感传现象的物质基础。

干细胞巢模型 3 + 1成员，是自我更新能力有限的 1
448nC 成体干细胞( 3

3C )及其分化产生的定向干细胞

( 1
3C ) [5]，一般在成体干细胞巢中是辅助君臣的“佐”，彼此在细胞分化谱系上存在非常简单的相对关系

[6]，通常不能进一步产生分化性衍生细胞，并且通常严格处于相同的进化等级，因此它们也是经络板块(针
对干细胞巢的“君主”而言)赖以划分的主要物质基础，干细胞巢中其他干细胞之间则没有必要存在上述

严格的限制。

干细胞巢君臣佐使理论认为，参与循经感传的诸神经纤维分别隶属于各自的干细胞巢，而十二经脉

和十五络脉等成体干细胞巢模型 3 + 1 (针对“君主”而言)中都各自含有特定种类的神经细胞，循经感传

将这些神经细胞的功能活动有机地串联在一起。作者认为，周围神经的一些神经末梢受到干细胞巢内神

经细胞群的调控，后者因为是具有“多能特征”的干细胞群而成为循经感传中的“腧穴神经中枢”，周

围神经和中枢神经的一些正常功能活动能够明显地被此中枢产生的卫气等抑制，经常利用的是针刺麻醉。

特别指出，幻肢循经感传表明参与者之间(中枢神经、周围神经的相关经络板块和被针刺经脉或络脉相关

的经络板块)的信息交流严格存在一一对应关系，有力地支持了经络板块说。

7. 针灸的微创治疗理论

针灸起源于新石器时代，是中医针法和灸法的总称。“施治处”和“施术法”是针灸疗法的两个要

素，前者主要指“腧穴”，同时牵涉经脉以及其他对体表施治处的理论描述与建构；后者指“刺灸法”，

牵涉了针具、刺法、灸术等[38]。
针刺的“腧穴”主要分布在十二正经和任脉、督脉上，一般是由众多的、不同种类的 1

448nC 成体干细

胞巢依一定规律排列组合形成的干细胞巢群落，这些重要穴位中一般存在( 1
32C 、 1

32C 和 1
448C )多能干细胞

巢。干细胞巢君臣佐使理论认为，干细胞巢群落中同样存在“主干细胞巢”，环绕周围的其他干细胞巢

一般受其统辖制约，即后者中的君主是以臣的身份出现在主干细胞巢中。十二经脉和奇经八脉主要是以

相对较大的干细胞巢群落来调控其他经脉和络脉，其中，十二经脉和十二经筋、十二皮部、十二经水之

间的君臣关系十分紧密。十二皮部中分布于体表附近的一些干细胞巢(络穴)和十二经脉中的一些干细胞巢

(经穴)不但存在君臣关系，而且呈现表里内外的分布关系，这是艾灸治病的物质基础。

针刺穴位是主动制造微小的创伤细胞组织，刺激机体作出产生卫气、乃至阿是穴等应激性反应。相

对于干细胞巢的微小尺度，传统的毫针仍然是太大了，能够将干细胞巢完全破坏，覆巢之下，安有完卵，

因此针刺的对象应该选择相对较大的干细胞巢群落——经络的主要穴位[39]，众多种类的成体干细胞和多

能干细胞聚集于此，是真气和元气的主要驻留之处(如五输穴)，针刺之后，通常能快速高效地修复和重组

那些损伤的以及衰弱的干细胞巢。

艾灸，是利用艾条、艾柱产生的艾热透入肌肤，刺激人体体表穴位，进而温通经脉，宣畅气血。温

针灸，是在留针过程中，将艾绒搓团捻裹于针柄上点燃，通过针体将热力传入穴位，其适应证古代常以

风湿疾患、偏于寒性的一类疾病为主，现已扩大到多种病证的治疗。作者认为，艾热能够使得穴位处的

各级分化性衍生细胞纷纷进入热休克状态，一些正常基因的表达受到抑制，热休克基因则被激活并表达，

而干细胞的多功能特征使其能够在相对较高的温度之下还能维持正常的功能——分泌产生各种细胞因子

等，也就是说，诸干细胞巢内干细胞的功能活动能够最大限度地不受周围细胞功能活动的干扰影响，干

细胞之间的活动交流变得更加突出——尤其是干细胞的自我增殖，表明针灸穴位主要作用对象是干细胞

[40]。

https://xueshu.baidu.com/usercenter/paper/show?paperid=471934bf484a5e0d1562672ca5c5b41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A1%8C%E6%B0%94%E6%B4%BB%E8%A1%80/1094881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5%99%E9%92%88/2592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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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针是现代针具，目前针灸科大多是针灸和电针一起使用。电针使得干细胞巢内的神经细胞群和神

经纤维的相互作用关系变得明显，可以增强针感，特别是针对涉及神经系统的疾病如中风和疼痛性疾病

(腰痛和关节痛等)，实践证明针灸结合电针治疗效果更加好。

《灵枢·经脉》曰：盛则泻之，虚则补之，热则疾之，寒则留之，陷下则灸之，不盛不虚，以经取

之。白话翻译为，属实证的病证应用泻法，属虚证的当用补法，属热证的须用疾刺法，属寒证的宜用留

针法，属脉虚下陷的用灸法，对于不实不虚的病证，应该从本经取治。补虚泻实既是针灸治疗原则，又

是针灸治病的重要方法，从古至今一直指导着中医临床实践。所谓补法，就是对于体质较虚、呈现衰弱

征象的受术者，进行轻微徐缓的刺激；所谓泻法，就是对于体质偏盛、呈现亢进征象的受术者，进行强

劲有力的刺激[41]。
干细胞的归巢无疑属于“补”，轻微徐缓的针灸刺激使得一些干细胞巢分泌产生更多的趋化因子，

通过趋化因子的浓度梯度，吸引带有趋化因子受体的干细胞定向归巢。反之，干细胞巢四周的细胞组织

短时间内反复受创(或者干细胞巢直接被损伤破坏)产生的强刺激，促使部分干细胞自然出巢无疑属于

“泻”(产生阿是穴等)。临床上最常见的是，动员骨髓等内的造血干细胞迁移到外周血，属于“泻”；外

周血中的造血干细胞成功地植入骨髓等处造血干细胞巢中，属于“补”。

成体干细胞巢是一个复杂开放的微系统，其中不同种类成体干细胞君臣佐使角色功能的发展变化，

常被描述为正邪虚实的变化；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反之则有内邪和外邪的划分等。实证，为邪气亢盛

而正气未衰，正邪斗争激烈，表现为功能亢进。虚证，一般是指与邪气抗争中已经导致正气虚衰，表现

为功能低下。《素问·通评虚实论》曰：邪气盛则实，精气夺则虚。实证易医，虚证难疗。

8. 讨论

干细胞巢君臣佐使理论认为，由“君和臣”两类成体干细胞产生的分化性衍生细胞是“细胞组织单

元”中的主要构成细胞，而“佐使”类成体干细胞一般仅能产生定向干细胞，它们能够护卫成体干细胞

巢及其细胞组织单元以及往来传递相关生物信息等等。

奇经八脉中，督脉除外，任脉、冲脉等七脉的“成体干细胞巢”与“细胞组织单元”的对应关系不

明，是因为“细胞组织单元”被其统辖的“成体干细胞巢”完全吸收而合二为一？这意味着佐使类干细

胞的功能行为是其主要特征，符合《黄帝内经》等对奇经八脉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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