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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经络学说是中医核心理论之一，许多中医文献载有经络与穴位的内容，针灸铜人等教具亦标有穴位，常见的针灸经穴图

通常标有十四经穴位。但是经络与穴位究竟是如何发现的至今仍是一个谜，经络与穴位的真实性也一度受到质疑。道家认为练功

者能够通过返观内视觉察到经络穴位的存在，这些主观觉察结果尚需客观证据的证明及科学方法的验证。笔者发现在练拳、针刺、
喝黄酒等刺激之后，人体会有十四经穴位排汗现象，该现象在冬至等节气前后更明显。这些发现不仅有助于揭示经络穴位发现之

谜、证实经络穴位的客观存在，也为深入探索经络本质提供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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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eridian doctrine is the core theor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 TCM) ． TCM literature，the pottery，bronze and wooden
models for acupuncture and moxibustion and other TCM cultural relics all contain knowledge relevant to meridians and acupoints． The map of
meridians usually has marks of the loci of acupoints of the fourteen meridians． However，how the meridians and acupoints were discovered
remains an eternal mystery，and the authenticity of the meridians and acupoints was once questioned． Even some meridian literature experts
believe that acupoints objectively exist，while linear meridians were fabricated by ancient people． Taoists deem that Taoist skill practitioners
could perceive the meridians through the method of inward view． Obviously，objective evidences were needed to support the meridian
doctrine． The authors discovered that perspiration along the acupoints to the fourteen meridians of human body after being stimulated by
shadow boxing，acupuncture，yellow rice wine，and so on． This is the discovery as the first time that perspiration along acupoints of the
fourteen meridians of human body． This phenomenon is more likely to occur before and after the winter solstice，summer solstice，and other
solar terms． These findings not only help to uncover the mystery of the discovery of meridians and verify the objective existence of acupoints
and meridians，but also are expected to provide a novel approach for deeply exploring the essence of meridi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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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络学说在中医理论体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

位，是指导针灸与推拿按摩等中医临床实践的基本理

论之一。经络是维持生命稳态、参与疾病形成和治愈

的重要系统。《灵枢·经脉》有:“经脉者，所以决生死，

处百病，调虚实，不可不通”的论述［1］。经络沟通人体

上下表里、联系人体脏腑器官，是人体气血、津液运行

的通道，穴 位 则 是 气 血、津 液 沿 经 络 通 达 于 体 表 的

部位。
现存最早的经络学文献、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

《十一脉灸经》［2］是经络学说的渊源，记载有十一脉的

内容，但没有提及穴位; 《黄帝内经·灵枢》［1］和《针灸

甲乙经》［3］都有关于经络、穴位的文本描述; 《太平圣

惠方》［4］则载有经络穴位图，这些经穴图是北宋王惟

一撰写《铜人腧穴针灸图经》的依据，后世医书中的经

穴图大多数都与之存在渊源关系。至于古代的人体经

穴立体模型，最著名的当数成都天回镇出土的髹漆经

脉人像［5］、南阳医圣祠出土的东汉针灸陶人以及宋元

明清各朝铸造的针灸铜人［6］; 成都老官山出土的西汉

经穴髹漆人像，也为研究经脉循行路径提供了重要实

物资料［7］。《黄帝内经·灵枢》［1］和《针灸甲乙经》［3］

记载人体经脉的主体是十二正经; 元代滑寿在十二正

经基础上增加了任脉和督脉，著成《十四经发挥》［8］;

明代杨继洲总结了当时针灸学的成就，结合自己临床

经验，参考家传的针灸学典籍编成《针灸大成》［9］; 李

时珍考证前人有关奇经八脉的论述，撰写出《奇经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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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考》［10］。
在近代西学东渐大潮下，国内医学研究主要关

注西医古典解剖学的人体九大系统，中医经络的科

学研究却长期遭到忽视，致使经络理论缺乏科学证

据的有力支撑。20 世纪 50 年代，国际上开始重视经

络研究，国内的经络研究被列为自然科学发展规划

重点项目［11］。中外科学家采用电阻测量［12］、流阻测

量［13，14］、超声探测技术［15］、红外热成像［16，17］、放射性

同位素示踪［18］等现代高科技手段开展经络研究，取

得了一系列科研成果。然而，在缺乏精密科学仪器

的古代，经络与穴位究竟如何被发现的，至今仍是未

解之谜; 甚至有的经络文献专家也只承认穴位客观

存在，认为由穴位串联成的经络是古人虚构的。这

种情况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对经络实质的深入研究

以及中医药在国内、国际上的认同与传播，影响到中

国文化自信。
笔者 2018 年 12 月 19 日上午练拳、下午请针灸师

针刺调理肺部，偶然于次日早晨 5∶ 10 分发现右臂内衣

上有多个圆形、排列有序的汗点，其位置与经穴图中肺

经、心经的穴位高度接近，证明身体沿着肺经、心经的

穴位排汗。经过几年的观察及重复试验，笔者在十四

经均发现沿经穴排汗的现象，也在志愿者身上观察到

沿任脉上穴位排汗的情况; 本文首次报道沿着人体十

四经穴位排汗现象的发现。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石学敏院士对本文提出宝贵修改意见，北京大学

医学技术研究院韩鸿宾教授建议研究武术与中医的关

系，北京市隆福医院针灸科田环环主任及综合内科丁

秀芳大夫在穴位认定方面给予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笔者在偶然发现沿经络穴位排汗的现象之后，通

过观察受到外界刺激( 打拳、站桩、冲热水澡、饮黄酒、
病毒感染等) 之后身体的排汗情况，对出现在贴身内

衣上的汗点、皮肤上的汗滴拍照或录视频。拍照时内

衣可能出现位移，内衣上汗点对应的穴位按照汗点原

来对应的身体位置认定。
1 首次发现沿人体经络穴位排汗现象

笔者 2018 年 11 月参加单位体检，胸部 X 光透视

显示双肺纹理增多、左下肺纤维条索，入冬以后感咽喉

部有痰; 2018 年 12 月 29 日上午练郑曼青 37 式杨氏太

极拳 2 遍，下午请针灸师赵大海大夫针刺调理肺部，从

下午 5∶ 30—6∶ 30 持续调理 1 h。因为天气寒冷，笔者

当晚睡觉穿了很厚的保暖内衣，次日( 12 月 30 日) 早

晨 5: 10 醒后偶然发现右臂内衣袖子上出现多个圆形、
排列有序的汗点，身体沿手太阴肺经的天府、孔最、经

渠，及手少阴心经的青灵等穴位排汗( 如图 1A、1B) ;

右小臂上孔最与经渠之间有 1 个汗点，由于排列方式

与经穴图不完全一致、不能确定是否沿手太阴肺经的

列缺排汗留下的，右上臂内侧靠近天府还发现 1 个汗

点，由于衣服出现皱褶、不能确定是否沿手太阴肺经的

侠白排汗留下的; 早上 5∶ 52 发现背部及左臂内侧、胸
部有汗点，沿身体手少阴心经的青灵、督脉的神道及华

佗夹脊穴，以及任脉的膻中、中庭及足少阴肾经的灵墟

排汗( 如图 1C、1D) 。

图 1 首次发现沿人体经络穴位排汗现象

2 发现手臂皮肤上沿经络穴位排汗

2019 年 10 月 1 日下午，笔者练武术基本功和郑

曼青 37 式杨氏太极拳 1 遍，10 月 2 日上午的气温高

达 29 ℃，在天安门广场步行约 10 公里，下午 4∶ 34 右

手臂出现汗滴，沿手身体阳明大肠经阳溪、偏历排汗

( 如图 2A) 。2020 年 8 月 14 日早晨 6∶ 27 左手臂出现

汗滴，沿身体手阳明大肠经的温溜排汗 ( 如图 2B ) 。
2021 年 7 月 17 日晚上洗澡后，晚上 10∶ 16 左手臂出现

汗滴，沿身体手少阳三焦经外关、三阳络( 如图 2C) ，

晚上 10∶ 17 左手臂出现另外 2 个汗滴，1 个汗滴离腕

部较近，沿手太阳小肠经的支正排汗，另外 1 个离腕关

节较远，排汗点位置在经穴图上没有对应穴位( 如图

2D) 。
3 发现沿肾经与任脉的穴位排汗

2020 年 12 月 21 日冬至，凌晨 00∶ 13 内衣右胸部

出现多个规则的圆形汗点，沿身体足少阴肾经的步廊、
神封、灵墟、彧中排汗( 如图 3A) 。自冬至日起第 3 天，

2020 年 12 月 23 日早晨 7∶ 12 发现内衣胸部右侧有 4
个小汗点，沿身体足少阴肾经的步廊、神封、神藏、彧中

排汗; 发现胸部正中线有 2 个汗点，身体沿任脉的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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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发现手臂皮肤上沿大肠经 三焦经 小肠经穴位排汗

突、华盖排汗 ( 如图 3B) 。2022 年 8 月 31 日上午笔者

练习郑曼青 37 式杨氏太极拳 1 遍，晚上睡觉前又练 1
遍，次日早晨 7∶ 21 发现内衣胸部中线上有汗点，沿身

体任脉璇玑、紫宫排汗( 如图 3C) 。此外，在内衣右臂

也发现汗迹、汗点，位点与手太阴肺经的侠白、尺泽、孔
最等穴位对应( 结果未列出) 。笔者于 2022 年 9 月 3
日中午和晚上均喝少量白酒，9 月 4 日上午 8∶ 24 发现

内衣胸部中线上有汗点，身体沿任脉华盖、膻中排汗

( 如图 3D) ; 发现右臂上汗点，与手太阴肺经的侠白、
尺泽等穴位对应( 结果未列出) 。

图 3 发现沿肾经与任脉穴位排汗

4 发现沿肝 胆 心包及脾经穴位排汗

笔者 2022 年 12 月 18 日发烧伴头疼，体温 38 ℃，

19 日上午出现腹泻，中午喉中有痰，左大腿肌肉酸疼，

胸部轻微疼痛，下午右胁部开始疼痛，20 日早上 9∶ 00
出现口苦，额头有汗，9∶ 18 发现右侧大腿秋裤内侧汗

点，沿足厥阴肝经阴包排汗( 如图 4A) ; 9∶ 21 发现右大

腿上秋裤外侧汗点，沿足少阳胆经中 渎 排 汗 ( 如 图

4B) ; 2022 年 12 月 20 日 晚 上 用 德 产 ( GLINE-2019-
nCOVAg) 试剂很快测出感染新冠病毒阳性结果，双腿

骨骼疼，21 日上午 8∶ 31，发现左手臂上内衣内侧有汗

点，沿手厥阴心包经的间使、内关排汗( 如图 4C) ; 8∶ 34

发现左腿小腿上秋裤内侧汗点，沿足太阴脾经地机、漏
谷等穴位排汗( 如图 4D) 。

图 4 新冠病毒感染后发现沿肝胆心包脾经上穴位排汗

5 发现沿膀胱 肾 脾 胃经穴位排汗

笔者 2023 年 6 月 15 日上午练习 37 式杨氏太极

拳 2 遍，外界气温约 34 ℃，11 ∶ 30 空腹饮花雕黄酒大

约 100 ml，在书房静坐半小时后头顶左侧先出汗，中午

12∶ 26 感到背部出汗，固定手机后录像，从视频中发现

背部右肩胛骨部位出汗成片，内衣背部上部、中间有几

个汗点，位点对应督脉的至阳、夹脊穴及足太阳膀胱经

的厥阴俞( 左侧) 、胃脘下俞( 右侧) 等穴位( 结果未列

出) ; 笔者接着站桩半个多小时，下午 1 ∶ 22 发现腹部

与背部均出现汗点，背部沿足太阳膀胱经的气海( 左

右两侧) 、三焦俞( 左侧) 、大肠俞( 右侧) 等穴位排汗

( 如图 5A) ，腹部沿足少阴肾经的石关，足阳明胃经的

关门、太乙排汗( 如图 5B) ; 下午 1∶ 26 发现腹部左侧出

现汗点增多，腹部沿足少阴肾经的商曲、石关，以及足

太阴脾经的腹结、腹哀等穴位排汗( 如图 5C) 。
6 讨论

笔者在极其偶然情况下发现了人体沿经络穴位排

汗现象。2018 年 12 月 29 日，笔者上午练拳，下午请

针灸师赵大海大夫针刺调理肺部轻微炎症，由于当时

天气很冷，笔者当晚穿着很厚的保暖内衣，身体排汗后

汗点没有很快弥散、干燥，次日早晨 5∶ 10 醒来时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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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发现沿膀胱肾脾胃经的穴位排汗

内衣上的规律排列的汗点，首次发现身体沿手太阴肺

经排汗的现象; 5∶ 52 又发现身体沿任脉、督脉及夹脊

穴、手少阴心经、足少阴肾经排汗。笔者经过重复实验

和随后数年的观察，在十四经上均发现沿着经穴排汗

的现象，这种现象在冬至、夏至等节气前后更容易观

察到。
排汗是人体正常生理现象，人体通过排汗起到维

持体温、排出体内废物的作用。汗法是中医“八法”之

一。张维波等［13］发现循经低流阻通道，认为经络就是

组织液通道，并直接称之为水通道［14］。其他学者也在

脑组织中发现充满细胞间液的间质通道［19，20］，在外周

组织间质中发现液态组织液［21］。笔者发现的沿经络

穴位排汗的现象与这些关于经络是组织液通道或细胞

间液通道的观点相互印证。
道士们通过返观的方法可能觉察得到经络穴位的

存在。李时珍在《奇经八脉考》中记载: “紫阳《八脉

经》所载经脉，稍与医家之说不同，然内景隧道，惟返

观者能照察之，其言必不谬也”［10］，此即认同了张紫阳

道长关于脏腑内景和经络穴位可以通过返观的方法觉

察认知的观点。笔者发现沿着人体经络穴位排汗的现

象，有时观察到沿着个别穴位排汗，有时观察到沿着

1 条或数条经的多个穴位排汗。笔者认为，沿经络穴

位排汗现象的出现与笔者常年坚持练习五势梅花桩、
杨氏太极拳、心意六合拳、临清潭腿等武术有关，在笔

者的师兄弟身上也观察到沿经络穴位排汗的情况。对

人体经络穴位排汗现象进行系统深入的观察与试验研

究，不仅有助于揭示经络与穴位发现之谜、证实穴位与

经络客观存在，而且有望为深入探索经络本质提供新

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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