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8 卷第 8 期·总第 328 期
2 0 2 0 年 4 月 · 下半月 刊

中国中医药现代远程教育
CHINESE MEDICINE MODERN DISTANCE EDUCATION OF CHINA

一直以来，络脉并未像经脉一样受到医家的重视，
甚至部分医家以经代络。然而通过学习古代医家医案及
现代临床中络病理论的应用，可以看到络脉有其独特的
生理病理特点，在诊治疑难杂病中具有不可取代的地位。
本文通过回顾络病学说的起源及发展，期望引起医家对
络病学说的重视，为中医理论的完善作出贡献。
1 络病学说萌芽于 《黄帝内经 》

1.1 络脉的概念 《黄帝内经》中对经脉的论述较为集中
系统，对络脉的论述虽散在各个章节中，但也有了较为
清晰的认识。《灵枢·脉度》云：“经脉为里，支而横者为
络，络之别者为孙”[1]，提出了络的概念，即从经脉分
出，横贯全身的细小分支为络脉，并对络脉有了进一步
的细分。《灵枢》云：“经脉十二，络脉十五，经脉十二，
络脉三百六十五”[1]，体现了网状且逐层细分的络脉结构
体系，即络脉从经脉别出，再由十五络脉分至末端的孙
络。除此之外，书中还提到了阳络与阴络，但并未明确
二者具体的概念及区别，后世医家多认同位置表浅的络

脉为阳络，深入体内及脏腑的络脉为阴络。
1.2 络脉的生理功能 《黄帝内经》中记载了络脉具有渗
灌气血、贯通营卫、沟通表里经脉等作用。张志聪[2]在
注解本书时将人体细小繁多的络脉比作大地的溪流，
溪流广布，滋养大地，络脉借助网络状的结构体系将
气血渗灌周身，滋养机体。岐伯曰：孙络三百六十五
穴会，亦以应一岁，以溢奇邪，以通营卫[1]。营卫分别
由水谷之精气和悍气所化，一行脉中，一行脉外，孙
络为表里之气交通之所，亦为营卫贯通之所。现代医
家常成成等[3]基于此理论，系统论述了营卫与孙络的生
理病理关系，并通过分析相关实验研究，归纳总结出以
调营卫为出发点治疗难治性络病可以取得不错的临床疗
效。络脉沟通表里经脉的作用取决于部分络脉的循行，
《灵枢》中明确指出部分络脉自所属经脉别出后，在附
近进入与其相表里的经脉。
1.3 络病的病理机制 络脉的结构体系决定了其独有的生
理功能，也决定了其独特的病理变化。《黄帝内经》中记
载了外邪、金刃外伤、饮食劳倦、情志、久病等易导致
络脉瘀滞、络脉绌急、络脉损伤、络气上逆等病理变化。
关于络脉瘀滞，络脉属经脉细小分支，邪凝络脉易致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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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气血运行失常，日久络脉不通形成“结络”。络脉绌
急，绌有不足之意，急有紧缩之意，一些致病因素如寒
邪易致络脉收引紧缩而产生疼痛。金刃跌扑常可导致络
脉直接损伤出血，如《灵枢》中记载：“卒然多食饮则
肠满，起居不节、用力过度则络脉伤，阳络伤则血外溢，
血外溢则衄血；阴络伤则血内溢，血内溢则后血。肠胃
之络伤，则血溢于肠外”[1]。古今典籍中对络气上逆的论
述较少，但《黄帝内经》中少量关于络气上逆的记载却
为部分疾病的诊治提供了新思路。《素问·逆调论》中有
载：“夫起居如故而息有音者，此肺之络脉逆也”[4]，指
出了呼吸声重的原因之一可能是肺之络气上逆。
1.4 络病的诊断与治疗 《黄帝内经》中散在论述了通过
诊察络脉判断疾病的寒热虚实，如《灵枢》中记载了通
过观察手鱼络之青赤判断胃中寒热。由于络脉网络全身，
络脉受邪后，症状各异，《黄帝内经》中明确提出久痹、
心疝暴痛、喘息、尸厥等均可从络病论治。关于络病的
治疗，书中详细记载了刺络放血、繆刺等祛邪通络的方
法，除此之外，还具体提出刺血疗法的各种适应证候，
对禁刺的情况也有较为详细的记载。关于治疗络病的用
药，书中只提出一方，即左角发酒，取病人左鬓角头发，
烧成灰后以酒送服，用以治疗络气闭塞所致的尸厥，但
现在也有医家提出质疑，认为其并非药方，可能为剃除
左鬓角头发便于行燔针刺，而后饮酒一杯之意，而真正
的内涵仍有待临床医生及学者进行研究。
2 络病学说成形于 《伤寒杂病论 》

2.1 络病学说理论的发展 《伤寒杂病论》使络病的病因
病机理论得到进一步的完善，书中记载的诸多内伤杂病
如血痹、虚劳、癥瘕等的治法方药均体现了从络病论治，
开启了络病证治的先河，并体现了新病、久病皆可入络
的学术思想。新病入络主要指风、寒、热、湿浊、水饮
等病邪直接侵袭络脉，或金刃跌扑等直接损伤络脉，导
致络脉不通或损伤而成络病，如风寒湿三邪夹杂侵袭关
节之经络而成痹症。久病入络主要指缠绵难愈之疾病，
如血痹、虚劳、癥瘕积聚等，日久不愈易致阴络瘀滞，
病位深，病情重。书中在关于疟病的治疗中提到：“病
疟，以月一日发，当月十五愈；设不差，当月尽解；如
其不差，当云何？师曰：此结为癥瘕，名曰疟母，急治
之下，宜鳖甲煎丸”[5]，即体现了疾病初期不愈，迁延日
久致血络瘀阻。这一理论直至现在仍旧指导着肝脏相关
疾病的诊治，如临证应用及研究都证明在缓解肝纤维化
的进程中，从络病论治是有效的[6]，同时鳖甲煎丸在这
个过程中可能通过干预相关信号通路而起到缓解本病进
展的作用[7]。
2.2 络病证治的形成 辨证论治是本书的精华，这一特点
在络病的治法方药上也有着清晰的体现。《金匮要略》在

关于寒疝病的论治中提到：“手足厥冷，其脉沉弦者，大
乌头煎主之。寒疝腹中痛，及胁痛里急者，当归生姜羊
肉汤主之。寒疝腹中痛，逆冷，手足不仁，若身疼痛，
灸刺诸药不能治，抵当乌头桂枝汤主之”[5]，详细论述了
寒疝之阴寒重症、血虚、表里俱寒的不同治法方药，即
“随其所得，分部处之”，此为辨证论治之明证，亦为治
络之大法。《金匮要略》中关于虚劳、血痹、癥瘕、疟母
等病的治法还具有非常鲜明的特点，即宿邪缓攻，通补
兼施，这一特点体现在所用方药的配伍及剂型上，如大
黄 虫丸以大黄、桃仁、干漆联合 虫、水蛭、虻虫、
蛴螬等虫类药物破瘀通络生新血，辅以芍药、甘草、地
黄养阴生新血，通补兼施。另外，在药物剂型方面，不
用汤剂而用丸剂，并辅以蜂蜜，意在缓缓除痼疾，看似
缓攻，实则可使痼疾自去而正气不伤。虫类药物的应用
是《金匮要略》对络病学说的又一突出贡献，络脉细小
迂曲，非普通草木难达病所，仲师取类比象，观虫蚁蠕
动善入，并具有啖血之力，创造性地运用于络病的治疗
中。除此之外，仲师在治疗胸痹、腹痛等邪入络脉的疾
病中，善用桂枝、薤白、酒类之品，取其辛味宣通之力
疏散络中瘀滞，如治疗心络痹阻中痰浊较甚的栝楼薤白
半夏汤，治疗腹痛之红蓝花酒等。观仲师治疗络病的方
药，可以看出“通络”之法为基石，但不可一味用辛味
及活血化瘀之品，失辨证论治之精神，实非仲师之意。
目前经方的临床应用及相关研究日益增多[8-10]，但仲师诊
病立方之法更需要深入研究，继承并发展。
3 络病学说成熟于 《临证指南医案 》

3.1 络病学说理论的完善 叶天士在前人认识的基础上，
进一步完善了络病理论，提出了络脉空虚是络病形成和
发展的重要内因，如胃络空虚是胃痛发展的重要内因，
在叶天士关于胃脘痛的医案中记载，素患胃痛者，日久
胃络空虚，遇情志不畅，厥阳热气乘虚犯胃络，致痛连
背胁。对于络病病理机制也有了更深入地认识，提出了
“久病入络”和“久痛入络”。叶天士认为疾病初期多在
气在经，病程日久多入血入络，疾病在经不解，在邪盛
或正虚的状态下，病邪入里，由气及血，由经至络，致
络脉壅滞成络病。在治疗癥瘕、痹证、疮疡等久痛病症
时认为：“痛久，屈伸不得自如，经脉络脉呆钝，气痹
血瘀”[11]。同时代的医家有不识络病者，或以活血化瘀
法替代通络法，而叶天士提出仲师在治疗络病时，运用
虫蚁之品宣通络中气血，而非活血化瘀之品，是此两者
不同之明证，更感叹：“医不知络病治法，所谓愈究愈
穷矣”[11]。
3.2 络病证治的继承与发展 分析书中医案可以发现，叶
天士认为络病分经络之络病、血络之络病及脏腑之络病
三类，如少阳络脉不通引起的咳血症，血络凝邪日久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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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的疟母，胃络瘀滞形成的胃脘痛，并指出了“阴络即
脏腑隶下之络”。在治疗久病入络时，创造性地将脏腑辨
证与络病辨证完美结合。在治法方药上，叶天士继承了
仲师治疗络病的经验，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辛香通络、活
血通络、虫蚁搜络、降气通络、补虚通络等具体的治疗
方法，用药则根据具体的病机在辛味药物、虫蚁之品应
用的基础上，灵活结合活血化瘀、补益正气之品，极大
地丰富了络病的治疗。络脉细小，络病易致瘀滞，总观
叶天士对络病的治疗，均不离“通”字，但又指出其不
等同于血瘀证之活血化瘀，并告诫后世医家“理气逐血，
总之未能讲究络病功夫”[11]，“夫痛则不通，通字须讲究
气血阴阳，便是看诊要旨矣”[11]。
4 络病学说的现状

络病学说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在经络学说的
发展和临床应用中，多数医家以经代络，忽视络病学说
的独立性，一定程度上延缓了其形成与完善的速度。现
在，随着络病理论在临床指导治疗难治性疾病取得不错
的效果[12]，科研及临床工作者逐渐开始重视络病学说，
完善络病理论、研发通络药物、探讨络病证治内涵已经
成为中医科学研究的重点。

以吴以岭院士为代表的工作团队深入学习研究络病
相关古籍和文献，并与现代医学相结合，综合络脉的结
构、功能、运行等多方面，提出了“三维立体网络系统”，
构建了清晰的络病学说轮廓[13]。针对多数医家不识络病，
或以活血化瘀法替代通络法的问题，吴以岭院士从生理
功能及病理变化两方面明确指出两者的不同，表明络病
是更为广泛的新的学术领域，为其长远的发展指明了方
向[14]。在科学研究方面，基于络病理论研制的通心络胶
囊、参松养心胶囊、芪苈强心胶囊，广泛应用于冠心病、
心律失常、心力衰竭的治疗，为进一步研究络病证治内
涵奠定了基础。除吴以岭院士的工作团队外，越来越多
的临床工作者和研究者投入到络病的相关领域中，张伯
礼院士[15]通过研究发现络病与现代医学中微循环障碍可能
存在关系，为临床探索脏器纤维化、心脑血管微循环障
碍等疑难杂病提供了新思路。郑钰等[16]从中医论治肺纤维
化，认为肺虚络瘀是其病机，并通过研究发现通补络脉
中药可能通过干预相关神经递质，缓解肺纤维化。在关
于通络开窍之麝香通心丸的研究中，动物实验证明其可
能通过调节硫化氢，影响白细胞及线粒体，从而改善小
鼠外周微循环[17]，临床试验证明其可以有效改善心肌纤维
化、PCI术后慢血流[18-19]。这些临床应用与研究不仅丰富
了络病学说的理论体系，而且逐渐深入探析络病证治内
涵，为其成为一门独立的新学科奠定了基础。
5 小结

络病学说萌芽于《黄帝内经》，成形于 《伤寒杂病

论》，成熟于《临证指南医案》，现代医学家继承并进一
步发展了络病学说，通过科学研究方法探析其证治内涵，
使络病学说与先进的科学技术、西医学有机结合，形成
一门具有活力的学科。但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研究者
对于络病学说的研究偏向于现代医学理论，着重于将络
病学说从现代医学的角度阐释，而忽视了其源于中医，
如何从中医角度进一步探索络病理论，使之在临床指导
疑难杂病中发挥更大的优势，是现在及未来的中医人需
要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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