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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eridian system is a giant system of active communication and co-evolution of human com-
mitted stem cells, adult stem cells, pluripotent stem cells, and embryonic stem cells. It is mainly 
manifested by the appearance of stem cell niches and the orderly distribution of diverse stem cell 
niches. This paper first describes 1

32C  (such as hemopoietic stem cells), 1
64C  (such as myeloid 

progenitors and lymphoid progenitors), and 1
448C  pluripotent stem cell niche models that meet 

the requirement of biological recapitulation laws, and then explains the evolutionary relation-
ships and tissue differentiation of animals and plants in an evolutionary tree, and finally points 
out two cell differentiation chains of vascular plants. The two cell differentiation chains of vascu-
lar plants determine the generational alternation of sporozoites and gametophytes and the for-
mation and evolution of reproductive organs (flowers of angiosperms). Because the sporophytes 
and gametophytes of vascular plants are involved in the construction of a germline differentiation 
chain with a constant length, the more advanced the sporophyte generation, the simpler the ga-
metophyte generation will be. Similarly, in the vertebrate meridian system, the two stem cell dif-
ferentiation chains, 1 1 1 1 1

1 32 64 448 448C C C C C→ → → → n  and ( )≤ ≤1 1 1 1 1
1 7 4 448 448C C C C C 2 7→ → → →m n n , 

which are based on pluripotent ES embryonic stem cells (represented by 1
1C ) and EG embryonic 

stem cells (represented by 1
7C ) respectively, determine the formation of 1

32C , 1
64C  and 1

448C  plu-
ripotent stem cell niches and the plate evolution in the meridia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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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经络系统是定向干细胞、成体干细胞、多能干细胞和胚胎干细胞等活动交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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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首先论述了满足生物重演律要求的 1
32C  

(造血干细胞是 1
32C 中的成员)、 1

64C  (髓系祖细胞和淋巴系祖细胞是 1
64C 中的成员)和 1

448C 多能干细胞巢模

型，其次阐述了动植物进化树之间普遍存在的对应关系以及动植物细胞组织的分化，指出维管植物中的

两条细胞分化链，决定了孢子体与配子体的世代交替以及生殖器官(被子植物的花)的形成与演化，因为

维管植物的孢子体与配子体先后参与构建一条长度始终不变的生殖细胞分化链，所以孢子体世代越发达，

配子体世代就越简化。同理，在脊椎动物的经络系统中，同样以全能细胞ES胚胎干细胞(约定用 1
1C 表示)

和 EG胚胎干细胞 (约定用 1
7C 表示 ) 为起点的两条干细胞分化链 1 1 1 1 1

1 32 64 448 448C C C C C→ → → → n 和

( )≤ ≤1 1 1 1 1
1 7 4 448 448C C C C C 2 7→ → → →m n n ，决定了 1

32C 、 1
64C 和 1

448C 多能干细胞巢的形成和经络系统内的

板块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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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医学的奠基之作《黄帝内经》中阐述的重要穴位一般是由众多干细胞巢依一定规律排列组合形成

的群落，不同种类干细胞巢的有序分布构成中医经络系统。引进板块概念主要反映干细胞巢基本稳定不

变的静态成分，作者提出经络系统的高级结构单位为板块——一个个类似于伞状分布的腧穴群落，板块

( )1 ~ 1 XX n≤ ≤ 中多能干细胞 1
448C 及其成体干细胞 ( )1

448C 2 7n n≤ ≤ 的干细胞巢模型 ( )6 3 1+ + 是完全相同

的[1] [2]。在文献[1]与[2]的基础上，本文论述了满足可重复性、可操作性要求的 1
32C 、 1

64C 和 1
448C 多能干

细胞巢模型，通过对比动植物在细胞组织分化、物种进化树和生殖繁衍等方面的异同，将文献[1]中类比

无脊椎动物推测的干细胞分化链 1 1 1
1 7 448C C C n→ → 修改补充为有更多客观事实支撑的 

1 1 1 1 1
1 7 4m 448 448C C C C C n→ → → → 。 

2. 多能干细胞巢模型 

目前，大多数胚胎学家接受修改后的生物重演律：个体胚胎发育重演了一系列与祖先胚胎相对应的

阶段，即重演它们祖先胚胎的某些特征，特别是种系特征性发育阶段，后者是指脊椎动物早期发育的共

同阶段的特征[3]。脊椎动物多能干细胞 1
448C 及其成体干细胞 1

448C n 的干细胞巢，彼此离散地分布在组织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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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的特定位置上，成体干细胞 1
448C n 分化产生定向干细胞，后者产生的各级分化细胞参与组织器官的构建

及其新陈代谢。腧穴(干细胞巢)是构成经络系统的基本结构单位，《黄帝内经》开宗明义地提出经络是决

死生、处百病的“灵枢”，后者的含义就是灵验的、灵妙的本源和中枢系统。在个体胚胎发育过程中，

干细胞巢的主要细胞组合模型和干细胞巢群落有序分布(经脉和络脉)的演化，要比其所处的组织器官结构

形态的演化具有更加明显的保守性，即与祖先胚胎相对比相同相似度更高，唯有如此，个体胚胎发育才

能进行快速的重演。 
干细胞与巢环境中的主要细胞等存在相互作用,通过外遗传方式使其暂时性获得相应层次基因组表

达上的全能性，表现为干细胞在其干细胞巢中才能长期具有自我更新和分化能力，虽然远远不及胚胎干

细胞 1
1C 和 1

7C 具有的全能性，但是同样可以理解为其相对于自身而言获得了全能性[2]。脊椎动物的成体

干细胞有 7 × 4 × 2 × 8 × n 种：7 为 7 个层次，4 为 4 大基本组织(结缔组织、肌肉组织、神经组织和上皮

组织)，2 为左右两侧对称，8 为 8 类细胞，n 为从低等级到高等级金字塔式累积叠加的 n 个进化等级

( 2 7n≤ ≤ ，鱼类的进化等级 2n = )。在物种进化史上，腔肠动物出现了 4 大基本组织的分化；扁形动物

建立了左右两侧对称的体制；原腔动物实现了 7 个层次的真正分离；环节动物出现了“八类细胞”功能

( 87654321 )第一次以 1
2C 对分方式分配给 2 类细胞( 8765和 4321)；软体动物发生了“八类细胞”功能的第

二次 1
2C 对分，分化产生 4 类细胞( 87 与 65 和 43 与 21)；鱼类完成了“八类细胞”功能的第三次 1

2C 对分，

分化产生 8 类细胞，表现为骨与软骨、交感神经与副交感神经、髓系细胞和淋巴系细胞等彼此独立出现。

因为动物细胞都能不同程度地表达“八类细胞”功能对应的管家基因组群，所以物种进化史上四大基本

组织、左右对称和七个层次三者依序独立产生和八类细胞功能的三次对分是完全不同的，后者不能成为

构建干细胞巢的第四要素[2]。 
六度分隔(Six Degrees of Separation)理论是社交网络研究中最著名的理论之一：你和任何一个陌生人

之间所间隔的人不会超过六个，也就是说，最多通过五个中间人你就能够认识任何一个陌生人[4]。这里，

动物的细胞组织划分为七个层次，决定了多能干细胞 1
448C 及其成体干细胞 1

448C n 的干细胞巢模型 ( )6 3 1+ +

中 6 的存在，六度分隔理论不再仅仅是一个数学猜想，如同四色定理(大脑新脑皮功能区的四色地图)一样

[1]。 
《黄帝内经》提出的十二经脉气血子午流注规律，以及对任脉与督脉、阴跷脉与阳跷脉等循行分布

的描述，表明 1
448C 多能干细胞巢模型 ( )6 3 1+ + 中的 6，是由另外六个层次中同一侧的、隶属相同基本组

织的、八类细胞中同一细胞类型的定向干细胞迁移而来，也就是说，在一般情况下，经络系统中诸板块

的伞盖内并不需要存在相对应的 1
448C n 成体干细胞巢。 

可重复性和可操作性是生物重演律的基本要求， 1
448C 多能干细胞巢模型 ( )6 3 1+ + 中 6 的组合是以上

述最直接的方式满足生物重演律的基本要求，并且成体干细胞分化产生的三种定向干细胞 1
3C 能够平等地

参与同一干细胞巢的构建，也就是说这里可能存在的组合数 J ≤ 36 并没有特别的意义； 1
448C 多能干细胞巢

模型 ( )6 3 1+ + 中 6 并不是分别隶属六个层次的、任意种类的(陌生的)定向干细胞，此情形可能存在的组

合数是天文数字，不能对应于种系特征性发育阶段，只能对应于个体性特征发育阶段。 
1
64C 多能干细胞巢是由七个片层状细胞团结构——与七个层次一一对应——严格依序叠加组合形成，

1
64C 多能干细胞主要在特定的片层中分化产生相应层次的 1

448C 多能干细胞， 1
448C 多能干细胞巢组合模型

( )6 3 1+ + 中的 ( )3 1+ 与 1
448C 多能干细胞诞生地的片层状细胞团结构 ( )3 1+ 一般是基本相同的[2]。与前文

同理，根据十二经脉气血子午流注规律等可以确定，( )3 1+ 不但对应于七个层次中的同一层次，而且在 8
分类细胞中选择相同的细胞分类，例如手足三阳经脉和手足三阴经脉分别是肌肉组织、结缔组织中第六

类细胞的腧穴群，同为 8 分类细胞中的第六类细胞。易见，( )3 1+ 中，1 是唯一可以确定的，即为另一侧

的对称者；3 分别隶属于另外的三大基本组织，3 (存在左右两侧之分)可能存在的组合数仅仅是 23 = 8。 

https://doi.org/10.12677/tcm.2019.82019


张建新 
 

 

DOI: 10.12677/tcm.2019.82019 101 中医学 
 

板块 ( )1 ~ 1 XX n≤ ≤ 中多能干细胞 1
448C 及其成体干细胞 1

448C n 的干细胞巢模型 ( )6 3 1+ + 是完全相同

的，表明正是干细胞巢主要成分的特异性决定了板块1 ~ X 中 X 的特定取值。生物重演律决定了 1
448C 干

细胞巢模型 ( )6 3 1+ + 中的定向干细胞只能都隶属于相同等级即第 X 等级，这是组合数最少的、最简洁的

情形；多能干细胞 1
448C 在其干细胞巢中只能分化产生第一等级、第二等级乃至第 X 等级成体干细胞 1

448C n ，

干细胞巢限定了多能干细胞 1
448C 分化产生的最高等级成体干细胞为第 X 等级；一种多能干细胞 1

448C 在生

命体中至少能产生 n 个板块——第一板块1 ~ 1、第二板块1 ~ 2至第 n 板块1 ~ n  [1]。 
脊椎动物起源于无脊椎动物，前者的 1

32C 多能干细胞巢组合模型为 ( )3 1 7 2+ × ×   ，后者如软体动物

和节肢动物的 1
32C 多能干细胞巢组合模型为 ( )3 1 7+ × 。脊椎动物 1

32C 多能干细胞巢组合模型

( )3 1 7 2+ × ×   可以视为主要是由两个 1
64C 多能干细胞巢交融组合形成[2]，倘若其中一个 1

64C 多能干细胞

巢组合模型被确定，则另一个 1
64C 多能干细胞巢组合模型就能被唯一地确定，反之亦然，两者之间不存

在组合的多样性，这是生物重演律等的必然要求。 
在经络系统的板块中，伞盖内的 1

448C 多能干细胞巢至少被 3 + 1 = 4 个外来的 1
448C n 成体干细胞巢所环

绕，这些处于相同等级的 1
448C n 成体干细胞与该板块多能干细胞 1

448C 隶属于同一层次，并且在 8 分类细胞

中是相同的细胞分类，其分化产生的定向干细胞 1
3C 是构成该板块 1

448C 多能干细胞巢和 1
448C n 成体干细胞巢

的主要细胞。 
因为所处周围环境的区域性特征、自然选择的压力和生物重演律的要求等，脊椎动物 1

32C 多能干细

胞巢模型必须动态调整为 ( )3 1 2y+ × ×   ，相应的 1
64C 多能干细胞巢模型必须动态调整为 ( )3 1 y+ × ，即七

个层次中有选择性地挑选出 y 个层次 ( )1 7y≤ ≤ ，其排列组合方式是固定不变的，前文所述的乃是无空缺

的、最复杂的理想情形( 7C y 中的 7y = )。因此， 1
32C 多能干细胞巢至少被 8y 个外来的 1

448C n 成体干细胞巢

所环绕，这些 1
448C n 成体干细胞都隶属于相同等级，并且在 8 分类细胞中是相同的细胞分类。 

干细胞巢是一个复杂开放的微系统，作者认为，二种或二种以上定向干细胞竞争干细胞巢中同一角

色(先增添、后删减)的自然选择过程，决定了个体性特征的形成与发展，在个体青少年时期特别明显；一

种定向干细胞有可能兼具两个角色(1 + 1)或三个角色(1 + 1 + 1)的删减兼并过程，在个体中老年时期特别

明显。 
综上所述，脊椎动物的胚胎发育阶段，干细胞巢基本稳定不变的静态成分一般是高度有序的，上述

1
64C 多能干细胞巢的 ( ) ( )3 1 1 7y y+ × ≤ ≤ 模型和 1

448C 多能干细胞巢的 ( )6 3 1+ + 模型均是理想的标准模型；

脊椎动物的胚后发育阶段，干细胞巢中诸外来的定向干细胞、成体干细胞乃至多能干细胞和胚胎干细胞

等存在增添删减、更替兼并等形式的新陈代谢，大多数干细胞巢出现从井然有序到杂乱无序的熵增现象，

导致干细胞巢中干细胞的更新分化能力逐渐衰退[5]。 

3. 动植物进化树和细胞组织的分化 

详见文献[1]的第二章节，约定动植物中具有全能性特征的细胞用 1
1C 表示。将动植物细胞的减数分裂

解释为“四大基本组织”功能的分离，第一次分裂实现“结缔组织与肌肉组织”和“神经组织与上皮组

织”两者之间的对分 1
2C ，第二次分裂实现了结缔组织和肌肉组织之间、神经组织和上皮组织之间的独立

分离即 1 1 1
2 2 4C C C× = 。减数分裂产生的子细胞有的能够重新获得全能性，但其遗传基因组与亲本相比已经

发生了变异。 
海绵动物开始出现细胞分化，没有四大基本组织的分化，没有神经组织。腔肠动物出现了神经细胞，

有四大基本组织的分化即 1 1 1 1
1 2 2 4C C C C→ × = 。海绵动物出现能分泌骨针的成骨细胞等，表明其实现了四大

基本组织”功能的第一次对分即 1 1
1 2C C→ ，具有“结缔组织与肌肉组织”功能的过渡性细胞可以特化成为

成骨细胞等。在动植物进化树上，与海绵动物门存在对应关系的是真菌门中的鞭毛菌亚门和接合菌亚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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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性孢子 2n)，与腔肠动物门存在对应关系的是真菌门中的子囊菌亚门和担子菌亚门(有性孢子 n)。 
扁形动物出现了三胚层，获得了左右两侧对称的体制，干细胞分化链为 1 1 1 1 1

1 4 4 2 8C C C C C→ → × = 。原

腔动物有口有肛门，具有完全的消化系统等，表明七个层次实现了真正地分离，ES 胚胎干细胞分化产生

EG 胚胎干细胞，第一条干细胞分化链为 1 1 1 1 1
1 8 8 7 56C C C C C→ → × = 。环节动物出现了“八类细胞”功能

( 87654321 ) 第 一 次 1
2C 对 分 产 生 2 类 细 胞 ( 8765 和 4321 ) ， 第 一 条 干 细 胞 分 化 链 为

1 1 1 1 1 1
1 8 16 16 7 112C C C C C C→ → → × = 。软体动物发生了“八类细胞”功能第二次 1

2C 对分产生 4 类细胞( 87 与 65
和 43 与 21)，第一条干细胞分化链为 1 1 1 1 1 1

1 16 32 32 7 224C C C C C C→ → → × = ，其中 1
32C 中包括左右对称的两种造

血干细胞。节肢动物是无脊椎动物进化的顶峰，与软体动物相比较仅为过渡性细胞 1
16C 的自然消失。 

动植物进化树上，与扁形动物门存在对应关系的是绿藻门，植物的四大基本组织同样有 1
2C 左右之分，

因为植物细胞具有脱分化、再分化等内禀特征，所以左右之分只能在微观区域表达。与原腔动物门存在

对应关系的是红藻门，注意植物细胞组织没有七个层次之分，这是植物细胞具有潜在全能性的原因。与

环节动物门存在对应关系的是褐藻门，在此进化阶段，动物四大基本组织出现了“八类细胞”功能第一

次 1
2C 对分( 8765和 4321)，植物四大基本组织“四类细胞”功能(对应于动物的 8765，约定用八七六五表

示)保持不变。与软体动物门、节肢动物门存在对应关系的是苔藓植物门，软体动物出现“八类细胞”功

能第二次 1
2C 对分，苔藓植物相应地出现“四类细胞”功能第一次 1

2C 对分产生 2 类细胞(八七与六五 )。 
鱼类完成了“八类细胞”功能第三次 1

2C 对分产生 8 类细胞，例如造血干细胞分化产生髓系祖细胞和

淋巴系祖细胞，第一条干细胞分化链为 1 1 1 1 1
1 32 64 448 448C C C C C n→ → → →  ( 2 7n≤ ≤ ，鱼类的进化等级 2n = )，

至此，构建动物组织器官的基本单位——体细胞——才获得稳定不变的结构功能形态。蕨类植物门中石

松亚门的 2n = ，完成了“四类细胞”功能第二次 1
2C 对分产生 4 类细胞，例如射线原始细胞分化产生韧皮

射线细胞和木射线细胞，至此，植物组织器官的基本单位——体细胞——同样获得相对稳定不变的结构

功能形态。 
越是高等级的维管植物，越能清楚地观察到植物细胞组织的分化。植物的四大基本组织中，与动物

上皮组织对应的是保护组织：四类细胞内的第八类细胞为表皮细胞等，第七类细胞为表皮中的保卫细胞、

周皮补充组织的薄壁细胞和通气组织的薄壁细胞等，第六类细胞为韧皮薄壁细胞，第五类细胞为木薄壁

细胞。与动物神经组织对应的是机械组织：第八类细胞为厚角组织细胞，第七类细胞为厚壁组织的石细

胞，第六类细胞为厚壁组织的韧皮纤维，第五类细胞为厚壁组织的木纤维。与动物肌肉组织对应的是输

导组织：第八类细胞为韧皮射线细胞，第七类细胞为木射线细胞，第六类细胞为筛管与筛胞，第五类细

胞为导管与管胞。与动物结缔组织对应的是薄壁组织：第八类细胞为皮层细胞和同化组织的薄壁细胞等，

第七类细胞为传递细胞，第六类细胞为贮藏组织的薄壁细胞、髓射线细胞等，第五类细胞为贮水组织的

薄壁细胞等。注意，上述四大基本组织中产生分泌物的有关细胞或特化的细胞组合，总称为分泌结构，

在细胞组织分化上没有基础性意义。 
在动植物进化树上，两栖类动物的进化等级 3n = ，与其存在对应关系的是蕨类植物门中的真蕨亚门

等；爬行类动物的进化等级 4n = ，与其存在对应关系的是裸子植物门中的苏铁纲等；鸟类的进化等级

5n = ，与其存在对应关系的是裸子植物门中的买麻藤纲等；哺乳类中有袋类动物的进化等级 6n = ，与

其存在对应关系的是被子植物门中的双子叶纲；哺乳类中真兽亚纲如灵长类等拥有全部的七个进化等级，

与其存在对应关系的是被子植物门中的单子叶纲。 
动植物细胞组织的分化及其 DNA 遗传基因组的构成和演化等存在巨大的差异，从协同进化、平行进

化等角度不能解释上述的一一对应关系，例如爬行类和鸟类归类为羊膜卵动物，这与裸子植物的分类命

名完全相同。作者认为，遗传基因划分为硬件基因和软件基因两大类，硬件基因组集中分布在染色体 DNA
等上，可以为有机体中全体细胞所共有，软件基因组离散地分布在细胞质和细胞核中，软件基因组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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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及其开启和关闭状态决定了动植物细胞种类和细胞分化[1]；动植物软件基因组的数量及其属性，有着

基本相同的进化产生规律——以“斜坡”方式累积递增[1]，这是动植物进化树之间建立一一对应关系的

物质基础。 

4. 花的起源与进化 

类比脊 椎动 物的第 一 条干细 胞分 化链， 维 管植物 孢子 体世代 的 细胞分 化链 表示为
3 1 1 1 1 1
3 3 4 8 16 32C C C C C C→ → → → → ，简略说明如下： 3

3C 约定表示全能的胚细胞，类比动物的成体干细胞； 1
3C

约定表示一一对应于叶(I)、茎(II)和根(III)的三种胚细胞，其区别在于表达最外层斜坡上处于进化阶段的

软件基因组 I、II 和 III 时存在强度上的差异， 1
3C 类比动物的定向干细胞，极易脱分化成为 3

3C ； 1
4C 表示 1

3C
分化产生四大基本组织的细胞； 1

8C 表示 1
4C 进一步分化产生互为左右对称的子细胞； 1

16C 表示 1
8C 分化产生

八七和六五两类细胞； 1
32C 表示 1

16C 分化产生八与七和六与五四类细胞，总共分化产生 32 种细胞； 3
3C 和

1
3C 对应于原分生组织， 1

4C 、 1
8C 和 1

16C 对应于初生分生组织， 1
16C 对应于次生分生组织。 

蕨类植物为隐花植物，有营养叶和能育叶以及异型叶和同型叶等的划分，能育叶与营养叶之间的区

别主要是边缘分生组织的有无，两者叶原基中的细胞分化链 3 1 1 1 1 1
3 3 4 8 16 32C C C C C C•→ → → → →叶 是完全相

同的。将植物细胞分化链中的 1
2C 左右之分与动物第一条干细胞分化链中的 1

7C 层次之分相类比，可以给出

两条全新的细胞分化链：约定用 W 表示左右对称者实现 1
2C 分离，用 A 表示“四类细胞”功能第一次 1

2C
对分，用 B 表示“四类细胞”功能第二次 1

2C 对分，这里只能给出三种排列组合顺序 WAB、AWB 和 ABW。

作者认为，蕨类植物的能育叶为 WAB；裸子植物的能育叶为 AWB，其蕨类植物祖先的能育叶 WAB 失

去生殖能力；被子植物的花蕊为 ABW，花瓣为 AWB，花萼为 WAB。注意，在三条干细胞分化链的终

端分化细胞 1
32C 内，基因转录表达调控的方式是不同的，因为乘法交换律 a × b = b × a 不一定成立，植物

细胞中产生不同的蛋白质复合体(例如由花器官发育基因的产物参与构成)等，因此必须重新认识控制花器

官发育的 ABCDE 模型[6]。 
能育叶中大孢子和小孢子的发生，显然必须对应于一条生殖细胞分化链，以被子植物为例，根据前

文的论述，不难得到 3 1 1 32
3 4 32 32C A AB ABW ABW C C C→ → → → →× = 和 32 32 1 1

32 32 3 32C C C C→ →× 以及 32 3
32 3C C→ ，

简要说明如下：ABW 表示大孢子母细胞或小孢子母细胞及其前体细胞， 1
4ABW C× 表示大孢子母细胞或

小孢子母细胞经过减数分裂产生大孢子或小孢子 1
32C ，后者恢复全能性转变为 32

32C ，进入配子体世代， 32
32C

分化产生对应于叶、茎和根的 32 1
32 3C C× ，后者能够直接分化产生 32 种细胞中的任意一种， 32

32C 在若干种

细胞 1
32C 的协同生长和营养保护之下，一个或者 n 个 32

32C 全能态细胞转变成为 3
3C 全能态细胞，后者发育

成为生殖配子。 
同理，作者认为裸子植物的生殖细胞分化链为 3 1 1 16

3 4 16 16C A AB AB C C C→ → → →× = ，配子体世代的细

胞分化链为 16 16 1 1 1 1
16 16 3 16 16 32C C C C C W C→ → →× × = 和 16 16 32 3

16 16 32 3C C W C C→ →× = ；蕨类植物的生殖细胞分化链

为 3 1 1 8
3 4 8 8C A A C C C→ → →× = ，配子体世代的细胞分化链为 8 8 1 1 1 1 1

8 8 3 8 8 16 32C C C C C B C W C→ → → →× × × = 和
8 8 16 32 3
8 8 16 32 3C C B C W C C→ → → →× × ；苔藓植物生殖细胞分化链为 3 1 4

3 4 4C C C→ → ，苔藓植物配子体世代的细

胞分化链为 4 4 1 1 1 1 1
4 4 3 4 4 8 16C C C C C A C W C→ → → →× × × = 和 4 4 8 16 3

4 4 8 16 3C C A C W C C→ → →× × = ，孢子体世代的

细胞分化链为 3 1 1 1 1 1
3 3 4 4 8 16C C C C W C A C→ → → → →× × ；绿藻、红藻和褐藻等高等藻类孢子体世代的细胞分

化链为 3 1 1 1 1
3 3 4 4 8C C C C W C→ → → →× ，生殖细胞分化链为 3 1 4

3 4 4C C C→ → ，绿藻、红藻和褐藻等高等藻类配

子体世代的细胞分化链为 4 4 1 1 1 1
4 4 3 4 4 8C C C C C W C→ → →× × = 和 4 4 8 3

4 4 8 3C C W C C→ → →× 。 
综上所述，植物孢子体与配子体的世代交替以及生殖器官(孢子叶和颈卵器)的发生和演化，从最基本

的细胞组织分化角度来看，必须划分为被子植物、裸子植物、蕨类植物、苔藓植物和高等藻类(绿藻、红

藻和褐藻)共五大类，高等藻类出现的同形世代交替和异形世代交替，维管植物孢子体世代(越来越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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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配子体世代(越来越简化)的进化趋势呈现出明显的此消彼长关系，特别是被子植物的花(花蕊)没有从其

祖先裸子植物处寻找到渐进进化的线索[7]，得到了非常简洁的理论解释。 

5. 动物经络系统中胚胎干细胞的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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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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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8C C C C 6 7n n→ → → ≤ ≤ 。简要说明如下： 1

14C 、 1
28C 和 1

56C 对应于“八类细胞”

功能的三次对分，W 表示左右对称者的分离， 1
112C 对应于卵母细胞或精母细胞等，减数分裂产物 1

448C  (与
被子植物中的大、小孢子一样)首先恢复成为全能态细胞 1

7C ，反之表明 EG 胚胎干细胞在经络系统中直接

分化产生与减数分裂产物相对应的多能干细胞 1
448C ，与第一条干细胞分化链 1 1 1 1 1

1 32 64 448 448C C C C C n→ → → →

中的 1 1
1 32C C→ 完全相同。 

同理得到，爬行类和鸟类的生殖细胞分化链为 1 1 1 1 1 1 1 1 1 1
1 7 14 28 56 56 4 224 7 1C C C C C C C C C C→ → → → → → →× = ，

经络系统中的第二条干细胞分化链为 ( )1 1 1 1 1
1 7 224 448 448C C C C C 4 5n n→ → → → ≤ ≤ 。鱼类和两栖类动物的生殖

细胞分化链为 1 1 1 1 1 1 1 1 1
1 7 14 28 28 4 112 7 1C C C C C C C C C→ → → → → →× = ，经络系统中的第二条干细胞分化链为

( )1 1 1 1 1
1 7 112 448 448C C C C C 2 3n n→ → → → ≤ ≤ 。软体动物和节肢动物等的生殖细胞分化链为 
1 1 1 1 1 1 1 1
1 7 14 14 4 56 7 1C C C C C C C C→ → → → →× = ，经络系统中的第二条干细胞分化链为 

( )1 1 1 1
1 7 56 224C C C C 1n→ → → = 。 

环节动物等的生殖细胞分化链为 1 1 1 1 1 1 1
1 7 7 4 28 7 1C C C C C C C→ → → →× = ，经络系统中的第二条干细胞分

化链为 1 1 1 1
1 7 28 112C C C C→ → → 。原腔动物等的生殖细胞分化链为 1 1 1 1 1 1 1

1 7 7 4 28 7 1C C C C C C C→ → → →× = ，经络

系统中的第二条干细胞分化链为 1 1 1 1
1 7 28 56C C C C→ → → 。扁形动物的生殖细胞分化链为 1 1 1

1 4 1C C C→ → ，经络

系统中的第二条干细胞分化链为 1 1 1
1 4 8C C C→ → 。简要说明如下：将左右对称者分离和“八类细胞”功能

的三次对分严格依先后顺序递减，从哺乳动物直至软体动物等，动物和植物遵循完全相同的细胞分化原

理(实质是软件基因组的差异表达等)；扁形动物的两条干细胞分化链 1 1 1
1 4 8C C C→ → 是完全相同的，说明了

前述的递减操作应用于环节动物、原腔动物和扁形动物等是合理的；环节动物和原腔动物的生殖细胞分

化链是相同的，这是因为 ES 胚胎干细胞和 EG 胚胎干细胞都是全能细胞，也暗示了环节动物和原腔动物

可能处于一个进化阶段的不同时期。 
脊椎动物的经络系统中，ES 胚胎干细胞随机性存在于 1

32C 、 1
64C 干细胞巢之中，通过 1 1

1 32C C→ 诱导

分化途径补充特定的 1
32C 。EG 胚胎干细胞随机性存在于所辖的 1

448C 、 1
448C n 干细胞巢之中，通过

( )1 1 1 1
7 4 448 448C C C C 2 7m n n→ → → ≤ ≤ 诱导分化途径补充特定的 1

448C  [2]，注意哺乳类动物如人类的经络系统

中 1 1
4 448C Cm = 。胚胎干细胞 1

1C 和 1
7C 的诱导分化以及迁移分布，使得经络系统成为一个开放进化的、自洽

完备的生命信息系统。 
构成干细胞巢的主要细胞为定向干细胞 1

3C 和成体干细胞 3
3C ，后者隶属于特定的进化等级，本文章节

2 中指出干细胞巢限定了多能干细胞 1
448C 分化产生的最高等级成体干细胞为第 X 等级 ( )1 X n≤ ≤ ，干细

胞巢的进化等级特征决定了板块(经络系统的高级结构单位)是一个个彼此独立的、自洽完备的系统，板块

1 ~ X 既不能自行退化降级为板块1 ~ 1X − ，也不能自主升级进化为1 ~ 1X + ，那么，以鱼类( 2n = )进化

为两栖类动物( 3n = )为例，自然要问第 3 等级成体干细胞和板块1 ~ 3 (及其对应的组织器官)是如何产生

的？ 
经络系统中存在游离态的 EG 胚胎干细胞，不需要在任何干细胞巢中就能分化产生多能干细胞 1

4C m ，

后者最初同样呈游离态存在于经络系统中，尤其是鱼类和两栖类动物的经络系统中并没有干细胞巢与之

对应( 1 1
4 112C Cm = )，游离态多能干细胞 1

4C m 分化产生的一部分多能干细胞 1
448C 仍然能够保持游离态，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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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化产生 n 个进化等级的成体干细胞 1
448C n ，因此两栖类动物的第 3 等级成体干细胞得以大量产生，通过

干细胞巢构成细胞的更新替换，依据叠加累积顺序将鱼类祖先中的一些板块1 ~ 2升级进化为两栖类动物

的1 ~ 3板块。 
众所周知，维管植物的原生分生组织分布在根与茎的顶端，叶片的生长与分化是叶原基的顶端分生

组织与边缘分生组织和板状分生组织等交替活动的结果。在脊椎动物的经络系统中，胚胎干细胞 1
1C 、 1

7C
和 1

32C 、 1
64C 以及 1

448C 多能干细胞巢一般富集不同等级的板块交汇处(类比植物的居间分生组织)以及板块

的顶端(类比植物的顶端分生组织)，针灸选取的重要腧穴集中分布在板块交汇处，例如在手足四肢的关节

附近[2]。将由干细胞、干细胞巢等构成的中枢系统视为一种抽象的植物，将全能细胞 1
1C 、 1

7C 和多能干

细胞 1
32C 、 1

64C 、 1
448C 及其干细胞巢类比植物的分生组织，显而易见，经络系统的演变进化与维管植物的

生长存在一定的相似性。 

6. 讨论 

脊椎动物的卵子或精子发育成熟而具有繁殖能力，可以类比于维管植物的大孢子或小孢子恢复全能

性，这是否表示经络系统中 1
4C m 多能干细胞群必须能够分化产生全部的 1

448C 多能干细胞？老年个体生殖

腺的生殖功能自然衰退，是否表示经络系统中 EG 胚胎干细胞的更新分化功能自然衰退？是否暗示经络

系统中 ES 胚胎干细胞诱导分化产生多能干细胞 1
32C 的功能同样自然衰退？《黄帝内经》曰：恬淡虚无，

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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