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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经络诊断是基于经络学说，通过对经穴状态、经络循行分布部位异常变化的诊察，从而获得疾病的阳性

反应点，以更好的指导临床诊断及治疗方案。随着经络实质研究的不断深入，经络现象已逐步客观化，

经络诊断方法也在电、热、光等方面不断创新，并广泛应用于临床。本文将对现代化的经络诊断方法及

其应用进行简述总结，为临床诊断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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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eridian diagnosis is based on the theory of meridians, through the diagnosis and examination of 
the state of meridian points and abnormal changes in the distribution sites of meridian circulation, 
thus obtaining the positive reaction points of the disease, in order to better guide the clinical diag-
nosis and treatment program. With the deepening of meridian research, the phenomenon of merid-
ians has been gradually objectified, and the diagnostic methods of meridians have been innov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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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erms of electricity, heat, and light, etc., and have been widely used in clinics. In this paper, mod-
ernized meridian diagnostic methods and their applications will be briefly summarized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clinical diagn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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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经络是运行气血、联系脏腑和体表及全身各部的通路，是人体功能的调控系统，当机体的生理功能

出现异常时，就会沿着经络反应至体表，从而出现各种症状和体征。《灵枢·经水》记载：“审、切、

循、扪、按，视其寒温盛衰而调之，是谓因适而为之真也。”阐述了医者可以通过触摸经穴及经络循行

部位表面皮肤润泽状态、是否有结节和疼痛，及观察皮肤颜色等进行诊察。随着上世纪起国内外学者对

经络的电、热、光等多个特性的大量研究，现代化的经络诊断方法及设备也不断更新迭代。本文将现代

化的经络诊断方法从不同的特性进行阐述，并总结其在临床中的应用及展望。 

2. 经穴电阻特性测量 

经络腧穴具有低电阻抗特性最早是由日本学者提出，1950 年日本学者中古义雄在对肾病患者皮肤电

阻研究过程中发现，其低电阻点的连线与人体经络循行路线相接近[1]，自此以后世界各地大量学者对于

经穴电阻特性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不断对经络电阻检测设备进行了创新和完善。目前临床常见的经络

电阻检测设备可分为体表电极和体内电极，体表电极包括二电极电阻探测仪和四电极电阻探测仪，最早

的二电极电阻探测仪是串联式直流测定仪，随后国内外学者基于二电极原理研制出各种检测设备，如福

尔电针、皮肤阻抗测量仪、“良络导诊”、Prognos 皮肤电装置等[2]，但二电极测量设备大多使用直流电

源，会导致蛋白质变性，从而破坏人的皮肤状态，并且在接触测量对象皮肤时痛感较明显[3]，此外二电

极电阻探测仪数据易受电极压强大小、接触皮肤的时间长短、皮肤干湿状况及清洁程度等因素影响，容

易产生误差，且重复性不佳[4]。基于此杨威生等[5]研制出使用五千赫兹正弦交流电的四电极测定仪器，

该仪器在测量时对皮肤无任何刺激，并且测量数据不受电极湿润程度、压强、接触时间及测试对象皮肤

状态、厚度、部位的影响，但主要用于检测皮肤下一小区域的电阻。美国学者 Ahn [6]等研制出了用于测

定一段经络的电阻值的交流电四电极检测仪器。由于四电极电阻检测相较于二电极检测具有独特优势，

成为了各大学者的主流研究方向，因此电阻检测仪器不停的更新换代，其检测数据精确度及重复性、可

操作性、便捷度也不断提升，现临床应用较多的主要是 Fluke 万用表、经络穴位动态特性(电阻)体表监测

系统(I 型)、经络穴位动态特性(电阻)体表监测系统(Ⅱ型)、CL-1024A 型腧穴电阻探测仪(天津中医学院实

验针灸学研究中心)等[7]。体内电极主要是刘堂义等[8]设计的“穴位电特性传感针”，以普通针刺针和绝

缘针刺针作为探针，实时、连续地观察在留针过程中经络及腧穴皮肤内电阻变化，由于其测试点在皮肤

内，因此可以避免体表电阻检测仪器的外界影响因素，并且还可以像普通针灸针一样用于临床治疗。随

着对经络电阻特性研究的不断深入完善，有研究者尝试与现代化技术相结合，杨向萍等[9]研制出一种具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tcm.2024.139326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张鑫瑜，周海燕 
 

 

DOI: 10.12677/tcm.2024.139326 2191 中医学 
 

有穴位识别和教学功能的新型嵌入式穴位识别装置，不仅可提高穴位识别的效率和精准度，还可以通过

液晶屏清晰明了显示人体穴位库进行穴位教学，为缺乏系统中医针灸知识学习的相关医护工作者提供了

一个学习和实践中医针灸学的平台，强化操作人员的经络、穴位知识，通过点触液晶屏上的“点压”和

“揉动”两个按钮，实现穴位点穴按摩，帮助操作人员将所学知识应用于实践当中；李启宏等[10]研发了

一套可以同时连续性自动测量并自动记录左右十二条经脉 24 H 的穴位阻抗，这种动态记录不仅可以观察

到经络实时状态，还可以依据此针对性调整临床治疗方案。杨月娥等[11]使用中医经络测量仪测量出的

“良导点”电阻值来反映“良导络”的兴奋性，从而可以判断十二经络的能量高低及气血虚实；徐林新等

[12]使用 TDS 中医经络检测系统发现失眠伴焦虑状态人群的经穴导电量会呈现出双侧失衡状态，经穴电阻

抗会显著增高，且与该疾病相关的经络脏腑：心、心包、肝、胆、脾、胃、肾、膀胱经络的电能量值均升

高，气血通畅性较差；胡茶英等[13]研究颈椎病，发现夹脊穴表面皮肤电阻在病理状态下电阻值较高，在

针刺状态时电阻值会明显降低，以此可以选择出对针刺刺激比较敏感的穴位作为治疗的最佳针刺部位来

提高疗效。经络电阻测量仪器在临床上的应用为经络病理状态提供了可视化的客观依据，但其应用的广

度和深度还较为局限，应用于内科疾病及十二原穴的研究成果颇多，对于痿证、痹症等针灸优势病种方

便涉猎较少。而且现使用的经络电阻测量仪器众多，如何减少影响因素的对测量数值的影响、增加研究

的可重复性和稳定性，简化测量流程、规范测量标准等都成为经络电阻测量研究发展必须要攻克的问题。 

3. 经络热学失衡测量 

日本学者赤羽幸兵卫认为，经络处于失衡状态时身体的不同部位会存在温度感觉差异，他提出的知

热感度测定法则是用来测量这种现象，本法是用点燃的线香或固定热源在十二经络的井穴及背俞穴等位

置进行灼烤，测定患者各穴的热敏程度，以判断经络虚实，指导临床诊断和治疗[14]。不过知热感度测定

法对于相对复杂的中医的各种证型辨别尚有欠缺，因此我国李阳波教授[14]利用本法结合中医多种辨证

模式，提出“数值分析辨证模式”，先求出左右侧数值的比值(左/右)，作为衡量不同脏腑经络的左右经脉

之气失衡比例的参照值，比值越大或越小，则代表所属经脉的左右失衡程度越严重。通过不同脏腑左右

数值比例失调的程度，可以确定病位，再根据所属病位经脉左右侧的不同数值、病位经脉之相表里的经

脉数值以及藏象学说密切相关的经脉数值确定病性，结合病位病性则能确定中医证型。上述方法更偏向

于获取经络失衡状态数据，但缺乏利用数据投入临床治疗的方法，俞云教授[15]将知热感度测定法与临床

经验相结合，总结出“俞氏经络测治法”，其中包含两套穴位测量系统，即井穴–背俞穴系统和原穴测

量系统，通过对患者井穴和原穴的知热感度检测数据判断其虚实，然后在对应的背俞穴或原穴上行针刺

补泄手法以恢复经络的平衡状态，达到治疗目的。徐一菲等[16]研究失眠患者证型，选取十二经井穴的测

量值、中位数、热敏系数、不均衡点出现率作为测量指标，研究发现心脾两虚证型失眠患者井穴的测量

值及热敏系数的平均水平均高于肝火扰心型失眠患者，测量点的数值越大则偏向虚寒，反之则偏向实热。

知热感度测定法以其便捷度高、易操作等特点在临床上广泛运用，通过与各医家临床经验相结合，其诊

断准确度及测量数据量化等方面也不断进步，但是本法主要是由操作者持线香在井穴上方来回摆动，其

摆动的频率及线香与皮肤之间的距离均具有较强的主观性。红外热成像技术在数值测量过程中则更为客

观，它是通过红外摄像仪接收人体散发的红外辐射，经电脑系统处理后，转化为冷热程度鲜明的人体红

外成像，可精准反映人体温度的变化，从而反映相应脏腑经络的气血虚实状态[17]。该技术对经络的客观

存在及作用机制提供了客观的可视化证据，随着其不断的发展，在中医辨证论治、经络诊断、治未病等

方面的应用也趋于成熟。田思玮等[18]发现练习八段锦后背俞穴的温度会显著上升；周娅妮等[19]对不同

体质人群的红外热成像特征进行对比，发现各不相同，表明可以依据其特征提前预防易感因素以减少疾

病发生的机率；李攀登等[20]应用连接智能手机的红外热成像技术对围手术期皮瓣及其轴形血管、穿支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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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进行评估和监测，发现该法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可以有效地辅助外科医生设计皮瓣、评估皮瓣血运

等。并且红外热成像技术同时具有操作简便、无毒无害，无创伤、适用人群广等特点，值得广泛应用于

临床。 

4. 经络的光学特性 

目前临床上对经络光学特性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经络的高发光特性以及经络的光传输特性两个方面。

研究[21]发现生物在机体新陈代谢的过程中会自发的向外辐射一种光子流，发光强度极其微弱，称为生物

超微弱发光(ultra-weak bioluminescence, UWL)，又被称做“冷光”[22]。在经络上进行测试后发现经络上

的点的 UWL 均比非经络上的点高 1.5 倍[23]，严智强等[24]也表明人体的高发光线与十四条经络相重合，

并且生命活动越强则发光越高。通过对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心血管系统等方面疾患的研究，发现在

病理状态下，与疾病相关的经络上的点会出现发光不对称的情况。因此在临床上可以也通过这个指标来

观察经络的生理病理表现。有研究[25]证实针刺正常人腧穴及经络敏感的人后会减弱经络、经穴的 UWL
强度，但对于病理状态下针刺腧穴是否会影响经络 UWL 强度的研究还有待完善。 

光的传输特性是指光照射到生物组织后，一部分光会在生物组织表面发生反射，一部分光则会到达

生物组织内部一定深度，而这部分光一些被组织吸收而大部分被散射回组织表面，即漫反射[26]。大量学

者为研究经络与非经络上漫反射是否具有差异，制造了多种人体经络组织的光传输特性检测系统，检测

后均表明经络上的漫射光强度更强，光波在沿经络方向传输时比旁开的非经络方向衰减的较慢，由此得

出光的传输特性在经络方向上更好[27]-[29]。刘湘容等[23]发现艾灸后手厥阴心包经与周边非经络组织的

光传输效率均明显下降，但手厥阴心包经上光传输效率的衰减速度下降的更为明显。随着光传输检测系

统的发展，其可信性、可行性、科学性、可靠性等不断优化，可以将该系统应用于检测经络在病理状态

下是否会出现光学失衡现象，为经络诊断提供新的思路。 

5. 经络力学失衡、声发射信号、辐射场照相仪 

经络力学失衡现象[30]是基于膀胱经的背俞穴与十二经密切相关的理论，通过张力计匀速提起刺入

背俞穴的毫针，记录皮肤对毫针提起后的阻力，以判断经络虚实，超过正常值者为实，反之则为虚。同

名背俞穴对皮肤阻力的差异也可以反映相关经络的失衡状态。声发射技术可以检测经络穴位处声发射信

息的产生和传导，王品山等[31]、陈谟训等[32]证明了借用声发射技术检测经络感传时所产生的信号有一

定的可能性，并且验证了循经感传线的存在，观察到经络感传的缓慢性和双向性等特点。原存信等[33]用
辐射场照相术对中医的“气血运行”、“循经感传”以及肺结核患者的指端电晕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受

试者在“气虚血亏”前后、“气滞血痪”前后指端电晕有明显变化，其次，发现经络在感传到达前后指端

电晕也有明显差异，通过本法初步展示了“循经”感传现象。上述三种方法均对经络客观存在及经络诊

断的可视化做出了有利贡献，但在临床上的应用较少。 

6. 结语 

经络携带着与脏腑组织功能活动密切相关的生理病理信息，那么通过借助于现代经络诊断仪器从经

络的生物、物理、化学特性测定来判断机体内在的功能失衡状况，可以为经络辨证论治、观察病情变化

以及评估提供客观依据和新的思路。现代经络诊断仪器层出不穷，加强与先进科学技术的结合、扩大临

床研究的病例量、不断提高数据检测的精准性和可靠性才能更好的服务于临床经络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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