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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传统的针灸学科课程教学模式已经不能应对现代针灸学科的发展。在“新医科”背景下，探索针灸教学的优

化日趋重要。本文总结了近10年来有关针灸应用研究的国际热点和前沿，包括针灸促进神经再生、调节氧化

应激、调控脑网络连接，针刺调节高血压及针刺镇痛研究等研究进展，组学技术，大数据，人工智能和虚拟

现实等新兴技术前沿。基于这些针灸学科的新发展新变化，讨论了针灸学科课程教学可行的优化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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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mode of acupuncture cannot cop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acu-
puncture subje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ew medical science”, it is increasingly important to 
explore the optimization of acupuncture education.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international h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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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ots and frontiers of research on the application of acupuncture in the past 10 years, including the 
research on acupuncture promoting nerve regeneration, acupuncture regulating oxidative stress, 
modulation of brain network connectivity, acupuncture regulation of hypertension and analgesia, 
emerging cutting-edge technologies such as omics, big data,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virtual reality, 
etc. Based on the new development and changes of acupuncture, the feasible optimization of acu-
puncture education is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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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针灸是一门有着 2000 多年历史的中医治疗方法。将长而细的针插入病人身体皮肤上特定的穴位，可

以有效地治愈各种疾病。除中国外，针灸已传播到 160 多个国家和地区。世界卫生组织推荐使用针灸治

疗 43 种疾病。自从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一致认为针灸是一种补充医学的治疗干预以来，针灸的疗

效在西方世界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1]。针灸领域也随着它的接受度增加而成为国际医学研究的热点。

在针灸国际化的趋势下，针灸的发展逐渐区别于传统中医学。作为外治法，针灸理论相对于内治法中医

基础理论有一定的独立性。尤其是将现代科学技术及方法应用于针灸后，现代化的针灸学需要有不禁锢

于传统针灸学的教育方式。2019 年 4 月，教育部等相关部门发布“六卓越一拔尖计划 2.0 版”，强调“新

医科”建设。在“新医科”背景下，探索针灸教学的优化极其重要[2]。 

2. 针灸研究概述 

2.1. 不断提升的热度 

 
Figure 1. Annual number of documents related to acupuncture in Web of Science core database 
图 1. Web of Science 核心数据库针灸相关每年英文文献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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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了解当前针灸研究的行业的国际研究热度，在 Web of Science 核心数据中以“acupuncture”为

标题，“treatment”为检索主题词，检索并统计了自 2000 年至今的每年英文文献数量，如图 1 所示。可

以看到针灸相关文献数目不断增加，这意味着国际上针灸领域的研究热度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 

2.2. 研究的热点与前沿 

一项数据研究聚类了有关针灸的文献关键词[3]。针刺、机理、电针、疼痛、刺激、表达、大鼠、激

活、镇痛、脑、疗效成为了热门的关键词。这些关键词共产生 5 个聚类，聚类标签分别是神经再生，麻

醉，默认模式，高血压，镇痛。同时，氧化应激成为了最为热门的涌现词。除了这些关键词，互联网、

大数据、人工智能和虚拟现实也与最近针灸学的新发展密切相关。本文将基于针刺机制，针刺促进神经

再生、大脑默认模式研究、针刺调节高血压及针刺镇痛研究这些热门领域，以及氧化应激、电针、人工

智能和虚拟现实等新兴领域，对当前针灸研究现状前沿进行介绍、并为针灸教学的现代化优化发表看法。 

3. 针灸研究热点和前沿 

3.1. 针灸基础的现代神经生物学理解 

经络腧穴是针灸的基础，它是气血输注之处、病症反应点以及治疗刺激点[4]。根据不同的病症找到

合理的穴位进行针刺刺激，是传统针灸的关键一环。但针刺究竟如何调节身体机能，经络的行为机制、

生理基础以及穴位和非穴位有何区别，传统针灸学还未有明确的解释。结合现代神经学的新技术，许多

研究通过生物物理、生化和分子生物学等不同技术证明了经络和腧穴的客观存在，揭示了其在人体调节

和治疗中的作用机制。 
经络和穴位在电特性、热特性、声特性、光学特性、磁特性、同位素特性和肌电特性中具有许多不

同于非穴位的生物物理特性，证实了经络穴位的科学存在[5]。一些研究通过使用现代生物医学技术，如

光学成像、电子显微镜等，揭示了经络系统的物质基础。研究发现，经络系统可能由血管、淋巴管、神

经纤维[6]、间质组织液[7] [8]等组成，这些结构可能与经络传导中的生物电信号有关。 
刺激腧穴可以激活特定的神经回路[9]，对疼痛、炎症等病理过程产生调节作用。集中在足三里穴区

后肢深层筋膜组织中 PROKR2-Cre 为标志物的神经元是低强度针刺刺激激活迷走神经–肾上腺通路所必

不可少的存在，这为穴位的特异性提供了现代神经解剖学解释[10]。 
进行经络腧穴宏观表型与微观表型的跨尺度关联以及客观化呈现，将有利于揭示经络腧穴的科学内

涵，利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和 X 射线计算机断层扫描(XCT)技术可以发现穴位主要在胶原纤维丰

富的区域存在[11]。fMRI 等技术也被应用于研究针灸对大脑的影响[9]。这些研究显示，针灸刺激可以引

起大脑中特定区域的活动变化[12]，揭示了针灸治疗的中枢机制。多索引高通量技术和系统生物学分析方

法[9] [13]的联合为针灸穴位的机制探究提供了好的助力，功能基因组学方法研究了 36 种疾病，揭示了经

络和腧穴在基因表达和蛋白质水平上的变化，发现针灸适应症中 29.2%为神经系统疾病，其他重要疾病

类别是疼痛和镇痛(12.1%)、炎症(8.5%)和高胆固醇血症(3.6%) [14]。 
综上所述，最新的研究进展为我们提供了更深入的理解经络和腧穴的生物学基础，揭示了其在人体

调节和治疗中的作用机制。这些研究有助于将传统中医学的经络理论与现代医学相结合，为针灸治疗的

科学化和规范化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将现代科学研究成果与传统经络腧穴理论的有机结合是未来针

灸学科学习的必然趋势，也是对传统理论的挑战和整个学科发展变革的机遇。 

3.2. 针刺治病机制的热点与新趋势 

针灸作为一种传统中医疗法，其基础在于中医学理论和经验积累。现代神经学对针灸的治病机制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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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了一定的解释和理解，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神经递质调节：针灸通过刺激特定穴位，可以影响神经系统中的神经递质释放[15]，如内啡肽、多巴

胺、5-羟色胺等。这些神经递质的释放可以调节疼痛传导、情绪调节等生理功能。针刺镇痛机制的关键

与肥大细胞脱颗粒过程中释放血清素、组胺和色氨酸酶调节穴位的敏感性密切相关[16]，通过对穴位组织

进行微透析取样和高效液相色谱检测，发现针刺可以诱导 ATP、ADP、AMP 和腺苷的增加从而介导针刺

镇痛作用[17]。 
神经调控网络：针灸刺激可以激活大脑中的多个神经调控网络[18]，如镇痛系统、自主神经系统、内

分泌系统等。这些网络的激活可以对疼痛、炎症、免疫等生理过程产生调节作用[19] [20]。激活特定神经

网络的神经元的分布也具有特异性[10]，因此穴位也具有特异性。如果电针可以选择性激活特定神经网络，

那么将类比起搏器的微型电极植入诱导某些部位的局部抗炎作用，这也将是针灸临床治疗的一个可行的

革新[21]。 
局部效应：针灸刺激可以引起局部的生物物理效应，如改变局部血液循环、改变器官状态、增强组

织修复能力等。这些效应对于促进组织康复和疾病治疗有积极作用。例如针刺可使膀胱最大容量增加，

并且由膀胱过度活动或不稳定引起的尿失禁和尿急得到了改善[22]。 
神经可塑性：针灸刺激可以通过改变神经元之间的突触传递和连接，促进神经可塑性的发生。这种

可塑性的改变可以影响神经网络的功能和调节。例如，针刺可以促进神经再生，被应用于治疗坐骨神经

损伤[23]以及脊髓损伤[24]，并取得了良好的疗效。 
细胞的分子信号通路：针灸可以调节细胞的分子信号通路，从而对生理代谢进行调节。例如在缺血

性脑损伤的病理过程中，活性氧的过量产生与固有抗氧化能力的不平衡导致随后的氧化损伤。针刺通过

调节一系列参与氧化还原调节的分子信号通路，不仅激活了固有的抗氧化酶系统，而且抑制了 ROS 的过

度生成，从而被用于缺血性脑损伤的治疗[3]。 
在临床上，针灸的治疗常常会包含以上提到的多个机制。例如针灸作为一种辅助治疗手段，其对高

血压患者有一定的降压作用[25]。这个过程则同时包含了神经调控网络，氧化应激，血管内皮局部效应的

多方面作用。而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启动一项名为“刺激外周神经减轻症状”的计划，其目的是利用“高

分辨率神经环路图谱”的系统构建将外周刺激、神经系统与器官功能调控进行了因果关系的整合，该计

划的实施结合了中国传统经络腧穴结构，并丰富外周刺激的手段，已经开始对传统的针灸治疗方法提出

了严峻的挑战[26]。 
综上所述，现代神经学理解针灸的机制主要包括神经递质调节、神经调控网络、局部效应和神经可

塑性等方面。这些理解有助于揭示针灸治疗的生物学基础，为针灸在临床实践中的应用提供科学依据，

培养精通中医传统理论以及善于借鉴现代医学研究的技术手段的针灸学的传承人也刻不容缓。 

3.3. 针灸研究的技术进步 

最近，组学技术(基因组学、转录组学、蛋白质组学、代谢组学技术)能够从不同层面观察人体生理病

理的动态变化过程，也可以全面地了解针灸治疗疾病的整体调节机制[27]。而皮肤植入式微传感器或针形

微传感器可用于监测穴位甚至靶器官的实时微环境变化。这些研究将进一步促进对针刺作用机制的认识

[28]。信息化时代互联网与计算机的发展也使得大数据应运而生，这对现代化的中医教育是有利的工具。

虚拟仿真技术也迎来蓬勃发展，它能将抽象的事物在虚拟世界形象化表现出来。这种技术的沉浸性，交

互性使得针灸的练习方式得到了拓展[29]。近年来，人工智能的发展也十分迅速。人工智能模型如 ChatGPT 
(Open AI)，在临床实践、研究和教育等医学领域具有潜在的应用前景[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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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新医科现代化针灸的教育改革 

4.1. 传统的针灸教育 

师徒相授、世家传承、官办学堂是我国古代主要的教育方式。建国之后的国内的针灸教育则借鉴现

代西方医学教育模式而来。通过系统化、规模化的院校教育培养了大批优秀针灸人才[31]。但如今，随着

针灸学科的发展，现代针灸教育模式存在的问题也开始凸显出来，院校教育中以课堂教学为主的教育方

式导致学生缺乏自主的学习能力。自主学习能力对于针灸学的研究生教育以及之后的科学研究至关重要。

因此，这也间接地影响了我国针灸学科的科学研究发展。此外，课堂内容与临床存在脱节。作为一门实

践性学科，针灸需要将复杂的概念融会贯通，再应用于实践活动之中，但有大量学生的集中授课往往不

适合进行细致的实践。现代医学的发展使得针灸学科的学习不仅需要了解临床技巧，还需要熟悉科学的

实验方法，进一步增加了实践的重要性。此外，在针灸国际化的趋势下，针灸的发展逐渐区别于传统中

医学。但目前的针灸教育整体上仍禁锢于中医传统思维模式、侧重于传统针灸学的印证性研究和辨证论

治，没有充分融合现代科学技术及方法。与此同时，国内也并没有属于针灸学科的 SCI 专刊[32]，作为

起源于我国的学科，这是不合理的。帮助针灸教育实现国际化改革同样迫在眉睫。 

4.2. 大数据信息化背景下针灸热点知识的接触与课程平台的建设 

首先，面对针灸教育存在禁锢于传统思维的问题，在教育过程中应当剥离出传统针灸学理论中的文

化和哲学成分，对其实践成分进行现代化研究和探讨[32]。此外，对于国内缺乏针灸学科 SCI 专刊的问

题，在课程教育上应当重视国际化语言，适当采取双语教学。尤其是应当用现代新学术贯彻现在新的教

育，避免与国外脱轨，与研究前沿脱轨，明确研究导向型推向传统体系突破这一特点进行授课。将针灸

学科研究的新趋势，新热点，新技术融入到教学内容之中。实现基于课本，但不禁锢于课本的改革。 
在大数据背景下，这样的创新改革会更加容易，微课、慕课、翻转课堂等新兴教学模式[33]可以用来

帮助传播这样的课程改革，而不会受到各个地区院校师资的影响。利用各种平台传播这种内容前沿的教

学资源，也能打破教学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拓展和延伸学生的学习时间，更好地调动学生自主学习，自

主思考的积极性[34]。 

4.3. 新技术(虚拟仿真技术、AI)在针灸学学习中的应用 

对于课堂内容与临床存在脱节、集中授课往往不适合进行细致的实践，以及学生缺乏自主的学习能

力的问题，应当适当应用新兴技术如虚拟仿真技术与 AI。在传统的教学过程，学生可能会因为文字的枯

燥而缺乏自主学习的积极性。在实践过程中，也会因畏针或担心错误操作引发不良后果而难以让学生过

多实操，也无法反复练习。虚拟仿真系统如虚拟现实设备(VR 头盔，手套)模拟针刺前准备、取穴、针刺

等操作，代替实操[29]，更易于让学生接受和反复尝试。相比实际操作，还可以模拟一些突发情况，例如

晕针、滞针、断针，以及养成针灸治疗的无菌意识[34]。同时这些虚拟仿真相比于枯燥的文字更能吸引学

生的注意力，好奇心，激发学生进行自主学习的欲望。即便缺乏这样的设备，也可以选择网页或移动端

APP 模拟针灸，观察经络穴位图解，以及在虚拟中完成病史采集、问诊、诊断、制订针灸处方并完成针

刺操作。使得课堂内容与临床紧密结合。 
此外，人工智能如 ChatGPT，文心一言等大语言模型也有望参与其中，作为高校针灸教学工具。不

过，现阶段的人工智能并不能完全取代传统的诊断和教育，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来确保其安全有效性。以

ChatGPT 为例，ChatGPT 的穴位建议与病例报告中使用的穴位相比重叠不到一半[30]。不过对于从业人

员和学生来说，也许能够起到一定的启发性的作用，而非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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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针灸学“医工交叉”式人才培养 

在国内的科研之中，存在基础研究与临床脱节，成果难以回归和促进、提高临床疗效的问题。一项

统计表明，发达国家的科技成果转化水平达 70%，我国现为 20% [35]。“新医科”背景下，将“医工交

叉”融入教育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需求。尤其是 i-needles，电针等设备的流行，表明了其重要性。针具

的进化与物理技术(电、光、声、磁等)相结合产生的治疗仪器的研发可能是针灸临床转化成果的重要方向

[36]。但中医基础理论等医学课程占据了大量的学时，直接添加工科和理科课程会大大增加学生的课业负

担，减少课下自主学习消化的时间。在加增新课程的时候可以进行适当减负，将一些并不核心的中医课

程与工科课程一起列为选修。以及对工科专业同学，尤其是对医学感兴趣的同学开展医工交叉教育[37]。
开设医工交叉专业，举办跨学科竞赛也是一个可行的方向。从而培养出足够的医工交叉所需要的有工程、

物理、生物等多学科知识和临床经验的复合人才[38]。这也有利于针灸学科与现代科学技术及方法的融合。 

5. 结语 

作为起源于我国传统中医的一门学科，针灸的前沿研究和技术却在逐渐区分于传统中医。尤其是近

年来对针灸机制的理解逐渐深入，现代神经学和现代生化学对针灸机制的剖析也越来越深刻。还有新技

术如组学技术，大数据，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的蓬勃发展，以及针灸学科全球化的趋势是传统针灸教育

所不能应对和涵盖的。新技术，新需求使得我们要针对针灸学科进行一系列的教育改革。打破传统思维

桎梏，将这些新技术融入到教育之中，鼓励学生自主学习，鼓励学科交叉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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