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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腧穴是构成经络的基本结构功能单位，彼此离散地分布在细胞组织中。干细胞巢就是腧穴，《黄帝内经》

中阐述的人体重要穴位，一般是由众多干细胞巢依一定规律排列组合形成的群落。只有运用干细胞示踪

和单细胞测序等足够先进的科学技术，才能逐步验证中医经络学说。《黄帝内经》深刻地揭示了经络是

由十二经脉、奇经八脉、十二经别、十二皮部、十二经水和十二经筋、十五络脉以及难以计数的孙络、

浮络构成的复杂巨系统。真气(为全能细胞Embryonic stem cell，ES胚胎干细胞表示为 1
1C )和元气(为

Embryonic germ cell，EG胚胎干细胞划分为七种，表示为 1
7C )通常主要在十二经脉和奇经八脉中周流不

休，并且敷布全身经络，通过 → → → → nC C C C C1 1 1 1 1
1 32 64 448 448 和 → → → nC C C C1 1 1 1

7 4m 448 448  ( )n2 7≤ ≤ 两条胚

胎干细胞分化链不断重塑有机体中的各种干细胞巢，使得经络系统具有较强的自我修复和自我进化能力。

根据骨骼划分为软骨和硬骨、骨骼肌划分为红肌和白肌等已知的科学事实，本文通过分析十二经脉、十

二经筋和十五络脉等中 nC1
448 成体干细胞巢内主要的干细胞成分，指出十二经脉是决定人体骨骼和骨骼肌

进化产生的灵枢，初步阐释了十二经脉气血子午流注规律，以及十二经脉与奇经八脉中的六脉(任督二脉

除外)有着最为直接的内在联系，使得十二经脉和奇经八脉成为经络系统的主干，有机体中大多数C1
32 、

C1
64 和C1

448 多能干细胞巢群落镶嵌在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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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upoints are the basic structural and functional units that constitute meridians and are dis-
cretely distributed in cellular tissue. Stem cell niches are considered to be acupoints. As de-
scribed in the Inner Canon of Yellow Emperor, the important acupoints in the human body are 
generally acupoint communities formed by numerous stem cell niches that arrange in a certain 
pattern. The TCM meridian theory can be progressively validated only by using sufficiently ad-
vanced scientific techniques, such as stem cell tracing and single cell sequencing. The Inner Ca-
non of Yellow Emperor profoundly reveals that the meridians are a complex giant system con-
sisting of the twelve meridians, eight extra meridians, branches of the twelve regular meridians, 
twelve skin areas, waterflow of the twelve meridians, twelve meridian musculatures, fifteen 
main collaterals and uncountable tertiary collaterals and superficial collaterals. Genuine qi 
(embryonic stem cells, conventionally expressed as 1

1C ) and Original qi (embryonic germ cells 
that can be divided into seven types and expressed as 1

7C ) usually flow around the twelve meri-
dians and the eight extra meridians and are spread throughout the body. They continuously re-
shape various stem cell niches in the organism through two embryonic stem cell differentiation 
chains, → → → → nC C C C C1 1 1 1 1

1 32 64 448 448  and → → → nC C C C1 1 1 1
7 4m 448 448  ( )n2 7≤ ≤ , giving the meridian 

system a strong capacity for self-healing and self-evolution. Bones are divided into cartilage and 
skeletal bones and skeletal muscles are divided into red and white muscles. Therefore, we ana-
lyze the main stem cell components in adult stem cell niches nC1

448  in the twelve meridians, 
twelve meridian musculatures, and fifteen main collaterals and propose that the twelve meri-
dians are the miraculous pivot that determines the evolution of human bones and skeletal mus-
cles. In this paper, the midnight-noon ebb-flow theory in the twelve meridians is preliminarily 
explained and the twelve meridians has the most direct intrinsic association with the eight extra 
meridians (except for the Conception and Governor vessels), making the twelve meridians and 
the eight extra meridians the backbone of the meridian system, on which the majority of pluri-
potent stem cell niche communities C1

32 , C1
64  and C1

448 in the organism are embed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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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经络是干细胞系[1]。作者认为，第一个直接观察证据是脊椎动物胚胎发育过程中短暂出现的神经嵴

细胞群体[2]。神经嵴细胞从神经管背壁分离出来，形成左右两条与神经管平行的细胞索，后者能够直接

演变为脊索动物成体中的督脉分支，或者因为神经嵴细胞的大规模有规律性迁移而解体消失，一分为三，

主要进化产生脊椎动物成体中的三条督脉分支[3]。 
不同种类干细胞巢的有序分布构成中医经络系统[3]。三十多年来，作者一直不断地修改完善和解释

说明文献[3]表 1 中的内容[4]-[9]。脊椎动物胚后发育过程中，通常不再频繁地发生干细胞/祖细胞的大规

模定向迁移，干细胞巢之间的相对独立性变得越来越明显，干细胞巢及其群落成为大多数 1
448nC 成体干细

胞赖以长期生存、更新分化的主要场所，彼此离散地分布在已经生长发育完善的细胞组织中。 
上世纪 60 年代至 70 年代，干细胞研究对象主要是造血干细胞及其干细胞巢。80 年代后，在成体组

织中陆续发现表皮干细胞、间充质干细胞、脂肪干细胞和神经干细胞等。本世纪初以来，干细胞一直是

生物医学领域研究的热点与前沿。作者认为造血干细胞存在左右对称的两种，是 32 种 1
32C 多能干细胞中

的成员，造血干细胞巢是造血组织特有的一种阿是穴(没有固定不变的分布位置等) [9]，造血干细胞巢比

神经干细胞巢(有固定不变的分布位置等)等简单得多，督脉主干主要是由众多的神经干细胞巢串珠式组合

构成。因此，不难理解上世纪 60 年代以来，为什么长期没有发现经络存在的解剖学证据。目前，针灸和

中药诱导干细胞分化[10] [11]，以及成体干细胞分布与经脉相关的实验研究已经出现，例如解军等观察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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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2. 经络系统的主干 

2.1. 十二经脉 

根据中医药物归经学说和方剂君臣佐使理论[13]，作者认为，干细胞巢决定了干细胞异质性[8]，不

同种类的成体干细胞在干细胞巢中通过复杂的相互作用有机组合形成君臣佐使组织体系，主要由君臣两

类成体干细胞产生的分化性衍生细胞自组织形成细胞组织的基本结构功能单位——细胞组织单元[6]。干

细胞巢不但是干细胞赖以长期生存、更新分化的主要场所，而且是决定了大中小血管、神经纤维、疏松

结缔组织以及造血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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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8] [9]。 
根据疏松结缔组织中存在脂肪细胞以及未分化的间充质干细胞等客观事实，作者逐渐认识到，手足

三阴经脉中的成体干细胞巢不仅决定了疏松结缔组织的形成产生，而且决定了骨组织、皮下脂肪组织等

的形成产生，手足三阳经脉中的成体干细胞巢则不仅决定了手足四肢等相应区域中大血管的形成产生，

而且决定了软骨组织、淋巴系统等的形成产生，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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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Relationship between Twelve Meridians and the Seven Meridians in Eight Extraordinary Meridians 
表 1. 十二经脉与奇经八脉中七脉的关系 

十二经脉 
十二经脉 448

1
nC 成体干细胞巢内不同种类的成体干细胞有机组合形成君臣佐使组织体系 

君主 大臣 

手足三阴经脉 
结缔组织 

第六类细胞 
纤维细胞 

结缔组织 
第三类细胞 
脂肪细胞 

(带脉中为君主) 

结缔组织 
第一类细胞 
骨细胞 

(阳维脉中为君主) 

肌肉组织 
第二类细胞 
红肌纤维 

(阴跷脉中为大臣) 

 
上皮组织 

第一类细胞中的 
血管内皮细胞 

(任脉中为大臣) 
(第七层次单层扁

平上皮·内皮) 
手足三阳经脉 

肌肉组织 
第六类细胞 

大血管平滑肌细胞 

结缔组织 
第四类细胞 
网状细胞 

(阴维脉中为君主) 

结缔组织 
第二类细胞 
软骨细胞 

(冲脉中为大臣) 

肌肉组织 
第一类细胞 
白肌纤维 

(阳跷脉中为大臣) 
 

表 1 的说明：① 参见文献[3]中的表 1，肌肉组织第六类细胞即大血管平滑肌细胞和血管内皮细胞是

构成手足四肢等中大血管的主要细胞成分，两者的 1
448nC 成体干细胞在手足三阳经脉干细胞巢内是君臣关

系，这是比较容易理解的。根据创伤愈合过程中肉芽组织(granulation tissue)的产生演变规律以及毛细血

管与周细胞之间的作用关系等[14]，作者认为，结缔组织第六类细胞即纤维细胞和血管内皮细胞的 1
448nC 成

体干细胞在手足三阴经脉干细胞巢内同样为君臣关系，更一般地说，构成毛细血管与毛细淋巴管的内皮

细胞具有不同结构功能特性，两者分别主要来源于手足三阴经脉和手足三阳经脉。 
② 众所周知，淋巴系统是循环系统的重要辅助部分，是血管系统的补充。淋巴管由毛细淋巴管汇合

而成，形态结构与小静脉相似。这里，网状细胞(结缔组织第四类细胞)是构成大淋巴结中网状结缔组织的

主要细胞，根据中医取象比类的思维模式，推断网状细胞的 1
448nC 成体干细胞在手足三阳经脉干细胞巢内

与内皮细胞一样是辅助君主的大臣。与网状细胞相对应，脂肪细胞的主要生理功能是吸收存储能量和释

放能量，疏松结缔组织中一般存在脂肪细胞，疏松结缔组织将成群的脂肪细胞包绕分隔形成脂肪小叶，

同理推断脂肪细胞的 1
448nC 成体干细胞在手足三阴经脉干细胞巢内一样是辅助君主的大臣。 

③ 在常见的骨折愈合过程中，肉芽组织逐渐演变为疏松结缔组织，形成接合骨折断端的纤维骨痂，

成纤维细胞是其主要细胞成分，纤维骨痂不会演变为在其它组织创伤修复时常见的瘢痕组织，而是逐渐

演变为骨性骨痂，最终达到骨性愈合，此时骨折愈合部只有骨组织而不再存在成纤维细胞。根据疏松结

缔组织中成纤维细胞(和内皮细胞)与骨组织中骨细胞之间存在的相生相克关系，作者认为，疏松结缔组织

中一些未分化的间充质干细胞是骨细胞的 1
448nC 成体干细胞，后者在手足三阴经脉干细胞巢内是辅助君主

的大臣。与骨细胞相对应，软骨细胞的 1
448nC 成体干细胞在手足三阳经脉干细胞巢内是辅助君主的大臣，

并且此君臣之间同样存在高度相似的相生相克关系，表现为软骨内部没有血管，无论是软骨化骨还是膜

化骨，新生血管的长入都是骨化的先决条件等[15]。 
④ 骨骼肌细胞分为两大类，红肌纤维为第二类细胞，白肌纤维为第一类细胞[3]，两者的 1

448nC 成体

干细胞分别在手足三阴经脉、手足三阳经脉干细胞巢内为大臣。如果将(手足四肢等中)大血管外膜中的疏

松结缔组织等置换为红肌纤维构成的肌束，将大血管中膜中的血管平滑肌和内膜中的内皮细胞等置换为

白肌纤维构成的肌束，不考虑除毛细血管分布密度(和骨骼肌细胞脂肪含量)外的其他解剖细节，就能定性

理解骨骼肌都是由红肌和白肌共同构成，红肌和白肌分别具有一慢一快(一阴一阳)的基本功能特征，两者

的组合比例与大血管粗细一样是由先天遗传因素确定的。 

2.2. 十二经别 

十二经别是正经(十二经脉)离、入、出、合的别行部分，多从四肢肘膝关节以上的正经别出(离)，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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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躯干深入体腔与相关的脏腑联系(入)，再浅出于体表上行头项部(出)，手足三阳经脉的经别在头项部合

于本经，手足三阴经脉的经别在头项部合于其相表里的手足三阳经脉(合)。根据十二经别的循行分布特点，

作者认为，十二正经干细胞巢内主要的君臣组合如表 1 中所示，是以君主自身所统辖细胞组织(阴经·疏

松结缔组织和阳经·大血管)的结构功能活动为核心，后者统一制约和整体协调四大臣所统辖细胞组织(阴
经·脂肪组织、骨组织、骨骼肌中的红肌和毛细血管网)的结构功能活动；十二经别干细胞巢内，君主的

功能活动主要是辅助四大臣各自发挥其正常功能，一般是以四大臣所统辖细胞组织的结构功能活动为主。

这里，手三阳正经在头面部交于足三阳正经，手足三阳正经的经别也在头项部合于本经，却只有手足三

阴正经的经别在头项部合于手足三阳正经，因此头部的疏松结缔组织(尤其是大血管外膜中)与手足四肢中

的疏松结缔组织相比是明显薄弱的。 

2.3. 十二经筋 

手足三阴经脉的经筋分布于胸腹和四肢内侧，手足三阳经脉的经筋分布于项背和四肢外侧，十二经

筋都起始于手足四肢末端，向胸腹部、头面部循行，结于或聚于骨骼、关节部位，散于或布于胸腹壁或

者入胸腹腔而成片，与脏腑无属络关系。《素问·痿论》曰：宗筋主束骨而利机关也。经筋具有约束骨

骼、屈伸关节等功能作用，这显然与致密结缔组织(构成肌腱、韧带和真皮等)直接相关。作者认为，十二

经筋是致密结缔组织中纤维细胞的腧穴群[3]；手足三阴经筋干细胞巢中以结缔组织第五类细胞的 1
448nC 成

体干细胞为君主，以红肌纤维和骨细胞的 1
448nC 成体干细胞为大臣；手足三阳经筋干细胞巢中同样以结缔

组织第五类细胞的 1
448nC 成体干细胞为君主，以白肌纤维和软骨细胞的 1

448nC 成体干细胞为大臣。 
结缔组织第六类细胞与第五类细胞的 1

448nC 成体干细胞在干细胞巢中是平等关系，不存在君臣之间的

上下关系，因此十二经筋与十二经脉之间是相对独立的和相对平等的。又因为十二经脉干细胞巢中红肌

纤维和骨细胞、白肌纤维和软骨细胞的 1
448nC 成体干细胞时常迁移进入十二经筋干细胞巢内转变成为后者

中的成员，所以十二经脉具有濡养和统辖十二经筋的功能。 
《灵枢·经筋》曰：“其病，治在燔针劫刺，以知为数，以痛为输”。十二经筋的干细胞巢及其派

生的阿是穴中，诸 1
448nC 成体干细胞一般不能高效地通过自我增殖来增加细胞数量，因此中医使用火针快

速制造出中空的巢结构等，以患者出现“气至病所”的感知为标准，意味着外来的相关 1
448nC 成体干细胞

及其产生的细胞因子等能够向针刺部位迁移聚集，这样的针刺治疗后病症应有明显减轻。 

2.4. 十五络脉 

十五络脉又称为十五别络，任脉的别络从鸠尾分出后散布于腹部，督脉的别络从长强分出后散布于

头，脾之大络从大包分出后散布于胸胁，而十二经脉的别络均从本经四肢肘膝关节以下的络穴分出，分

为上下两支，一支向下走向与本经脉阴阳表里相合的经脉，到达四肢末端，另一支向上走在本经脉循行

部位的浅层，到达头面部或者进入胸腹腔分布在脏腑之间。作者认为，十五络脉是肌肉组织第五类细胞

的腧穴群，中动脉、中静脉血管内的平滑肌细胞为第五类细胞[3]，十五络脉决定了人体中数量众多的中

血管和淋巴管的形成产生，也决定了相应淋巴结中网状结缔组织的形成产生。可以通过分析比较(尤其是

手指和足趾内)中动脉、中静脉的分布情况，来理解十五络脉的循行分布规律。 
十二别络不是十二正经的支脉，这将使大血管与中血管难以区分。作者认为，十二别络干细胞巢中

都以肌肉组织第五类细胞的 1
448nC 成体干细胞为君主，手足三阴经之别络以内皮细胞和脂肪细胞的 1

448nC 成

体干细胞为大臣，手足三阳经之别络则以内皮细胞和网状细胞的 1
448nC 成体干细胞为大臣。十二别络与十

二经筋的干细胞巢平分了十二经脉干细胞巢中的四大臣(见表 1)，十二别络与十二经脉之间同样是相对独

立的和相对平等的，十二经脉具有濡养和统辖十二别络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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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脉和督脉隶属于第七层次[3]，其别络都是以第七层次肌肉组织第五类细胞的 1
448nC 成体干细胞为君

主，任脉与手足三阴经之别络都是以内皮细胞和脂肪细胞的 1
448nC 成体干细胞为大臣，督脉与手足三阳经

之别络都是以内皮细胞和网状细胞的 1
448nC 成体干细胞为大臣。脾之大络与足太阴脾经之别络都是以第四

层次肌肉组织第五类细胞的 1
448nC 成体干细胞为君主，以内皮细胞和脂肪细胞的 1

448nC 成体干细胞为大臣。 

2.5. 十二皮部 

《素问·皮部论》曰：皮部以经脉为纪者，诸经皆然。十二皮部都是以上皮组织第四类细胞(表皮细

胞等)和内皮细胞的 1
448nC 成体干细胞为大臣，手足三阴经脉之皮部是以结缔组织第六类细胞的 1

448nC 成体

干细胞为君主，手足三阳经脉之皮部是以肌肉组织第六类细胞的 1
448nC 成体干细胞为君主。作者认为，手

足三阴经脉之皮部决定了真皮乳头层中薄层疏松结缔组织和毛细血管网的形成产生，以及调控皮肤创伤

修复过程中肉芽组织的产生和演变。手足三阳经脉之皮部决定了立毛肌和真皮乳头层中毛细淋巴管网的

形成产生。因为干细胞巢决定了干细胞异质性，所以立毛肌与大血管平滑肌的功能特性差异较大，其活

动都受肾上腺素和交感神经的支配[16]。 
皮肤中的成体干细胞主要包括表皮干细胞(Epidermal stem cell，位于毛囊间表皮基底层)、毛囊干细胞

(Hair follicle stem cell，位于毛囊隆突部及其下方的毛基质)和黑色素干细胞(Melanocyte stem cell，一般毗

邻毛囊干细胞分布)等[17]。皮肤中的成纤维细胞也至少有两种类型，一种是皮肤毛囊形成所必须的，另

一种负责皮肤创伤的修复[18]。作者认为，毛囊的形成产生主要是由手足三阴经脉之皮部决定的，毛囊隆

突部的产生与分布存在个体差异，实质是一种阿是穴，因此具有修复创面和再生皮肤的功能。 

2.6. 十二经水 

《灵枢·经水》曰：经脉十二者，外合于十二经水，而内属于五脏六腑。人类手足三阴经脉之经水

是以结缔组织第六类细胞的 1
448nC 成体干细胞为君主，以上皮组织第三类细胞(皮肤腺细胞和色素细胞)和

脂肪细胞的 1
448nC 成体干细胞为大臣；人类手足三阳经脉之经水是以肌肉组织第六类细胞的 1

448nC 成体干细

胞为君主，以上皮组织第三类细胞的 1
448nC 成体干细胞为大臣。可以通过分析比较真皮网状层中皮脂腺和

汗腺的分布情况，来理解人类十二经水的循行分布规律。 
根据高等动植物生殖细胞分化链产生卵母(精母)细胞及其减数分裂产物的演化规律，作者提出了先天

性干细胞巢模型假说[5] [8]。对手足三阳经脉之经水的干细胞巢而言，手足三阴经脉之经水中的一对君臣

(成纤维细胞与脂肪细胞的 1
448nC 成体干细胞)都是其先天性干细胞巢模型中的成员，反之，对手足三阴经

脉之经水的干细胞巢而言，手足三阳经脉之经水中的一对君臣同样都是其先天性干细胞巢模型中的成员。

这里，主要是干细胞巢中皮肤腺细胞和脂肪细胞的 1
448nC 成体干细胞之间的互作关系，决定了低等脊椎动

物十二经水所统辖的皮肤腺之间差异不明显，例如鱼类的皮肤腺主要是黏液腺，两栖类的皮肤腺主要是

黏液腺和皮脂腺，爬行类和鸟类的皮肤腺主要是皮脂腺。 
哺乳类的皮肤腺主要是皮脂腺和汗腺，汗腺划分为外泌汗腺和顶泌汗腺两种。哺乳类经络系统进化

产生特有的第六经络板块和第七经络板块[4]，在手足三阴经脉之经水中，其中的一些决定了顶泌汗腺(大
汗腺)的形成产生，因此后者主要分布在腋窝、乳晕、脐周、肛周和会阴等特定部位，与几乎遍布于全身

的外泌汗腺(小汗腺)和皮脂腺明显不同。 
与皮脂腺相比较，汗腺的结构明显简单。根据先天性干细胞巢模型假说[8]，作者认为，哺乳类十二

经水干细胞巢中，两种 1
448nC 成体干细胞互作关系的不同决定了皮肤腺成体干细胞异质性。当脂肪干细胞

仅仅作为皮肤腺成体干细胞 A 先天性干细胞巢模型中的成员角色时，这在哺乳类的第六经络板块和第七

经络板块中尤为明显，A 将分化产生汗腺细胞。当脂肪干细胞不仅是皮肤腺成体干细胞 B 先天性干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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巢模型中的成员角色，而且还有其他密切的相互作用关系时，特别是臣与臣之间的合作关系，B 将分化

产生皮脂腺细胞。人体不同部位的汗腺密度不同，掌跖最高，其次是面额，四肢屈侧比伸侧密集，这暗

示了在手足三阴经脉之经水干细胞巢中臣与臣之间的竞争关系通常强于合作关系。 

2.7. 奇经八脉 

奇经八脉中成体干细胞巢都是以第七层次的一种 1
448nC 成体干细胞为君主[4]，督脉除外[9]，七脉都是

以第七层次的一种 1
448nC 成体干细胞为大臣，见表 2，唯有一对君臣能够分化产生分化性衍生细胞，后者

主要弥散分布在一些关联的细胞组织中。十二经脉中，成体干细胞巢的君主隶属于前六个层次之一，第

七层次同类 1
448nC 成体干细胞则是仅次于君主的地位角色，约定用 1

6C  ＋ 7 表示此两个层次的紧密组合

[6]，与之相对应，三大臣(表 1 中内皮细胞除外)都存在完全相同的紧密组合 1
6C  ＋ 7，十二经筋、十二

别络、十二皮部和十二经水与十二经脉一样都存在上述君臣组合规律。 
《难经·二十七难》曰：凡此八者，皆不拘于经，故曰奇经八脉。除任脉、督脉有独立所属的重要

腧穴(干细胞巢群落) [7]，与冲脉、带脉和阴跷脉等六脉相关的重要腧穴都寄附于十二正经与任脉、督脉

之中。《难经·二十七难》将奇经八脉比喻为深湖，将十二经脉比喻为沟渠，沟渠满溢，流于深湖，深

刻而明晰地阐述了奇经八脉对十二经脉气血——特别是其中第七层次四大臣所分泌产生的——有蓄积、

渗灌等调节作用。表 1 和表 2 初步揭示了十二经脉与奇经八脉中七脉的内在关系，例如带脉与十二经筋、

阴跷脉和阳跷脉、手足三阴经脉及其经水等都有着直接联系，绕身一周，具有约束诸经的功能。 
 
Table 2. The main relationships between monarchs and ministers in the seventh level of the organization system of the Eight 
Extraordinary Meridians Stem Cell Niches 
表 2. 奇经八脉干细胞巢内第七层次君臣佐使组织体系中主要的君臣关系 

奇经 
八脉 任脉 督脉 阴跷脉 阳跷脉 冲脉 阳维脉 阴维脉 带脉 

君主 

上皮组织 
第七类细胞 
促性腺激素

细胞 

神经组织 
第七类细胞 

卫星胶质细胞 

肌肉组织 
第八类细胞 

大血管 
平滑肌细胞 

肌肉组织 
第七类细胞 

消化道 
平滑肌细胞 

结缔组织 
第八类细胞 

红细胞 

结缔组织 
第一类细胞 
骨细胞 

结缔组织 
第四类细胞 
网状细胞 

结缔组织 
第三类细胞 
脂肪细胞 

大臣 
上皮组织 

第一类细胞 
内皮细胞 

神经组织 
第八类细胞 
小胶质细胞 

肌肉组织 
第二类细胞 
红肌纤维 

肌肉组织 
第一类细胞 
白肌纤维 

结缔组织 
第二类细胞 
软骨细胞 

肌肉组织 
第四类细胞 
小血管 

平滑肌细胞 

肌肉组织 
第三类细胞 
微动脉微静脉

平滑肌细胞 

结缔组织 
第五类细胞 
纤维细胞 

3. 十二经脉气血流注规律 

表 1 中，倘若仅以隶属于第七层次的内皮细胞为观察追踪对象，暂且不考虑十二经脉诸干细胞巢中

其他细胞成分，求同存异，将自然得到一条首尾相贯、如环无端的经脉，视之为经络系统中一条超长的

奇经，不但与奇经八脉都以第七层次君臣组合为核心一样，而且也是不完全受十二正经中任一条经脉的

约束。换句话说，这暗示了十二经脉气血流注规律与内皮细胞的干细胞功能活动有着直接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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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十二经脉干细胞巢中，“佐使”

类的 1
448nC 成体干细胞(单核吞噬细胞和肥大细胞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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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君臣”类的 1
448nC 成体干细胞(内皮细胞、纤维细胞和大血管平滑肌细胞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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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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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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4. 干细胞巢君臣佐使理论 

人体经络系统中 1 1 1 1 1
1 32 64 448 448nC C C C C→ → → → 和 1 1 1 1

7 4 448 448  m nC C C C→ → → ( )2 7n≤ ≤ 两条胚胎干细胞

分化链都能分化产生 4 × 2 × 7 × 8 × 7 种即 3136 种 1
448nC 成体干细胞：4 为 4 大基本组织，2 为左右两侧对

称，8 为 8 类细胞，第一个 7 为 7 个层次，最后一个 7 为存在先后进化产生顺序的 7 个进化等级( 2 7n≤ ≤ ，

人类的 n＝7)，参见文献[3]中的表 1。不同经脉、络脉的干细胞巢中，4 大基本组织 8 类细胞的 1
448nC 成体

干细胞有着不同的功能角色，其中，君与臣、臣与佐使是不平等的君臣关系，君或者臣与其先天性干细

胞巢模型(3＋1)涉及的 4 种成体干细胞互为平等关系[8]，后者不能在干细胞巢中长期存在，因为太多种

类成体干细胞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将使“君与臣”和“臣与佐使”两级君臣组织体系难以自组织产生

以及具备正常功能[9]。 
先天性干细胞巢模型成员之间的平等关系和君臣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容易引发矛盾冲突：① 根据先天

性干细胞巢模型“64 种→8 种→1 种”假说[8]，两栖类第一、第二和第三经络板块干细胞巢中出现矛盾

冲突的可能性是最大的，哺乳类特有的第六、第七经络板块干细胞巢中出现矛盾冲突的可能性是最小的。

② 表 2 中，网状细胞和小血管平滑肌细胞同为 8 类细胞中的第 4 类，两种 1
448nC 成体干细胞通常一起作

为先天性干细胞巢模型成员而互为平等关系，在干细胞巢中不能同时又存在君臣关系，因此本文修改了

对阴维脉和阳维脉干细胞巢中君臣组合的认识。③ 十二经水中，两个先天性干细胞巢模型成员(脂肪细

胞与皮肤腺细胞、色素细胞的 1
448nC 成体干细胞，同为 8类细胞中的第 3类)在进化史上始终能够同殿为臣，

哺乳类因此突变进化产生汗腺。④ 表 2 中，督脉干细胞巢内，卫星胶质细胞和小胶质细胞的 1
448nC 成体

干细胞作为一对君臣时，不能同时又是彼此的先天性干细胞巢模型成员，倘若两者作为其他种类 1
448nC 成

体干细胞的先天性干细胞巢模型成员，也是尽量避免一起出现以及彼此替换。⑤ 十二经脉、十二经筋和

十二皮部都没有直接出现③十二经水中的情形，尽量避免引发矛盾冲突是生物进化的大趋势。 
在经络板块干细胞巢君臣佐使组织体系中，结缔组织内的第 8 类细胞(红细胞是唯一的例外，对应于

冲脉)和第7类细胞只能是大臣(主要在网状细胞为君主的干细胞巢中，对应于造血组织) [9]，不能是君主。

肌肉组织中，第 2 类细胞和第 1 类细胞只能是大臣，不能是君主。神经组织中，只有第 7 类细胞作为君

主，其他 7 类细胞只能是大臣。上皮组织中，第 1 至第 4 类细胞不能是君主，只能是大臣。所有种类的 1
448nC

成体干细胞都能以“佐使”的角色出现，后者虽然自身不能直接产生分化性衍生细胞，却能招募同类分

化性衍生细胞或者其他种类细胞参与细胞组织单元的构建等。佐使类 1
448nC 成体干细胞招募的同类分化性

衍生细胞一般具有活跃的细胞迁移能力和复杂的细胞多样性，例如疏松结缔组织中的巨噬细胞、肥大细

胞、粒细胞和淋巴细胞等。 
肌肉组织 8 类细胞中，第 8、第 6 和第 5、第 4 和第 3 共 5 类细胞各自作为君主，都以内皮细胞为臣，

其腧穴群构成的经脉、络脉决定了五脏与卵巢(精巢)的大血管(如冠状动脉与冠状静脉、肾动脉与肾静脉、

心脏以及肺动脉与肺静脉等)、主动脉与上下腔静脉和肱动脉与肱静脉等大血管(手足三阳经脉)、中血管

(十五络脉)、小血管和微血管(难以计数的孙络)共 5 类血管的形成产生[3]，后者有着从大到小的森严等级

秩序。只有以内皮细胞为观察追踪对象，才能得出大中小微血管之间是连续的管道系统。内皮细胞通过

增殖分化、迁移以及细胞凋亡等方式使得血管内皮最先发生变化，驱动相应区域中的血管平滑肌细胞种

类及其细胞组织等发生变化[20]，常见的是在毛细血管、微静脉基础上形成产生新的血管。 
以人类心脏的窦房结为例，该结构功能区中含有全部七个进化等级的心肌细胞，后者对应于第七经

络板块 1~7 [4] [9]，其干细胞巢中，君主是心肌细胞的 1
448nC 成体干细胞(分化产生各种心肌组织，第三层

次肌肉组织第 8 类细胞)，大臣是三类 1
448nC 成体干细胞，分别是第三层次结缔组织第 5 类细胞(分化产生

https://doi.org/10.12677/tcm.2023.125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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窦房结等中致密结缔组织的纤维细胞，心骨骼 cardiac skeleton)、第七层次上皮组织第 1 类细胞(分化产生

心内膜 endocardium 内皮)和第一层次上皮组织第 1 类细胞(分化产生心外膜 epicardium 间皮)，三大臣主

要是以血细胞(结缔组织第 8 类和第 7 类细胞)的 1
448nC 成体干细胞为佐使。这里，君主(8)、大臣(5 和 1)和

佐使(7 和 8)三种角色之间的互作关系决定了 1
448nC 心肌干细胞及其分化性衍生细胞等的细胞异质性，作者

认为自律细胞中的起搏细胞(pacemaker cell)和浦肯野纤维(purkinje fiber)的软件基因型可以分别表示为 857

和 858，移行细胞(transitional cell)和普通心肌细胞的软件基因型分别表示为 817 和 818 [8] [9]，心脏中常驻

巨噬细胞则是由佐使 8 等招募而来的主要细胞[21] [22] [23]。 
左右心耳和心尖除外，人类的心脏和大脑新皮层中，诸基本结构功能区分别是以第四板块、第五板

块、第六板块和第七板块(共四色)为其灵枢而划分的，心脏的结构功能区分布图(四色地图)显然比大脑新

皮层的结构功能区分布图简单得多[9]。必须指出，以丛生方式分布在心肌组织等中的诸经络板块[4]，其

循行走向一般与其所统辖产生的心肌束走向相垂直，特别是一些紧邻的经络板块是近似平行的，因此可

以根据心外膜(或者心内膜)上发现的心肌干细胞巢分布组合情况[24]，推测其所隶属的经络板块在心脏内

的循行分布，这是中医内病外治的物质基础。 

5. 讨论 

别络、孙络干细胞巢中的君主通常以诸侯王的角色暂时存在于十二经脉干细胞巢内，使得有机体在

胚胎发育时期能够简洁高效地快速生成复杂的血管网络，但在胚后发育生长过程中新的血管生成(例如肿

瘤新生血管)一般会引发特定的疾病。根据中医方剂配伍中的反佐理论和干细胞巢君臣佐使理论，与十二

经脉一样，作者推断阴维脉和阳维脉分别是决定小血管、微血管生成与否的调控中枢之一。 
综上所述，十二经筋、十五络脉、十二皮部、十二经水以及孙络等都能被十二经脉、奇经八脉直接

调控以及间接调控，真气(原气)和元气主要通过十二经脉和奇经八脉敷布全身经络，有机体中大多数 1
32C 、

1
64C 和 1

448C 多能干细胞巢群落镶嵌在十二正经与任脉、督脉之上，干细胞巢内的干细胞组成使得十二经脉

和奇经八脉成为经络系统的主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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