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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广义上说，归经是指中药

对人体某器官和组织的选择性治

疗 作 用 ， 有 如 炮 弹 和 靶 子 的 关

系。因此，归经一直被认为是中医

治病的重要依据。归经学说源于

春秋战国时代，在《素向至真要大

论篇》就有药入胃之后酸入肝；苦

入心；辛入肺；咸入肾的说法。中

药学把各种器官 ’ 脏腑 ) 和组织联

系到十二正经奇经八脉上 > 把中

药的作用位点归到某“经”。根据

五行学说各脏腑之间存在相生相

克的关系，中药的归经都归于几

个脏腑。随着中药学实践的丰富，

先后又提出了中药有效成分体内

分布观察法 ?( @ A B；环核苷酸水平观

察法 ? . @ 0 B；靶向药效学说 ? / B；受体学

说 ? & @ (" B；微量元素归经假说 ? (( @ (# B 等

等。这些提法多从中药药效来确

定归经，仍不能定量化、规范化。

大量中药典籍对中药归经的总结

也不尽相同 ?(%，(A B（同一种药在不同

典籍有几种不同归经）。而且五行

学说中的脏腑与现代医学的脏腑

存在差异。因此，为了更好的理解

传统医学中归经的内在本质，我

们有必要应用现代化学物理及群

子统计力学的方法来定量地研究

中药归经学说的本质!

——— 关于中药传统理论的当代化学物理及群子（量子）统计理论的诠释（!）

"金日光!! 牟雪雁 （ 北京 ("""!&）
北京化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北 京 群 子 生 命 动 力 技 术 研 究 所

摘 要：本研究应用群子统计力学计算方法，得到了人体各器官和组织及中药生命动力元素

分布的群子参数，并进行了对比，总结出两者之间的对应关系；根据群子参数分别对阳性阳离子

中药，较阳性阳离子中药，较阴性阳离子中药和阴性阳离子中药的归经作了总结。提出当群子参

数 C( D . 时，中药以入肺经为主；当 C( 为 . @ & 时，中药以入肾经为主；当 C( 为 (" @ (! 时，中药

以入肝脾经为主；当 C( (# 时，中药以入心经为主。同时根据各组织器官的相生相克关系（从群子

参数变化趋势得出），考虑每一种药又兼入其它经。这些为中药归经的内在本质提供了理论解释，

为建立传统医学归经学说的现代化理论提出了新的理论模式。

关键词：群子参数 中药 归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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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的群子参数与人体器官和组

织的群子参数间的对应关系，以

便 进 一 步 探 讨 中 药 学 归 经 的 本

质。

在以前的文章中 * +( , 作者用亲

电强度标度（!）模型和群子统计

力学理论研究了人体器官和组织

内 生 命 动 力 元 素 群 的 分 布 规 律 ，

得出了与不同器官和组织相对应

的群子参数为 -+、-!，并以此为依

据把不同器官和组织分为四大群

体即：以阳性阳离子为主的器官

和组织；以阴性阳离子为主的器

官和组织以及介于前两者之间属

于偏阳、偏阴的器官和组织。作者

用同样的方法研究了不同中药中

生命动力元素群的亲电强度分布

及其群子参数 -+ 和 -!。这两方面

的考察，为研究传统医学中的归

经理论现代化提供了极为有力的

量化依据。

一、人类器官的群子参数

为了了解人 类重要器 官生命

动力元素分布的群子参数，从文

献 * +. , 数据出发，经过群子统计力

学可得如下结果（表 +）。

由表 + 可以看出：所

有器官的 -+ 远远大于-!，

需特别指明，这并不等于

说阳性的阳离子很少，这

是因为在统计阳性的阳离

子时由于人体内常量元素

如 / 0 1 )2 0 1 34! 0 1 52! 0

等阳性阳离子克原子浓度

表 + 人类器官的群子参数

器官 -+ -! -+ 6 -! 78 9-+ 6 -! : -+ ; -! 9 " : 属性

肺 <’ =< "’ ""#!"> +#+?’ =.? .’ !<#+<= "’ "!<"?> <’ < @ <’ ( 阳性离子起作用

肾 =’ "> "’ ""?>. !?#(’ !<? .’ .("<.< "’ "?<+# <’ ( @ <’ .# 较阳性离子起作用

肝 +!’ ! "’ ""?+? ?>=.’ .(# >’ !(>+<> "’ "?>+>( <’ (< @ <’ .> 较阴性离子起作用

脾 +!’ ( "’ ""+=? (<!>’ #=. >’ .>?=?! "’ "!#?+> <’ . @ <’ >! 较阴离性子起作用

心 +(’ ( "’ ""+"< +<>"= =’ ((!"+( "’ "+.#? <’ >= @ <’ =# 阴性离子起作用

表 ! 高阳性阳离子中药的群子参数与归经的关系

表 ? 偏阳性阳离子的中药的归经

上标 +—相生关系；上标 !—示正向相克关系；上标 ?—逆向相克关系，被标记者已在药典上有归经记载；没有任何标

记者为理论上可能存在的归经 9 下同 : 。

注：上标 +—相生关系；上标 !—正向相克关系；上标 ?—逆向相克关系。

中药 -+ -! -+ 6 -! -+ ; -! 9 " : 属性 性味 归经

干姜 ?’ <+ "’ ""?> =!+’ !( "’ "+?# <’ ! @ <’ #> 阳 辛、热 肺 +、肾 +、脾 +、肝 !、心 ?

半夏 <’ "( "’ "#>( +"#’ +! "’ !#<= <’ ? @ <’ ( 阳 辛、温 肺 +、肾 +、脾 +、胃 +、肝 !、心

人参 ?’ (? "’ "?.( =(’ <#? "’ +?(< <’ #( @ <’ <! 阳 甘、微苦、微温 肺 +、肾 +、脾 +、胃 +、肝 !、心

川芎 <’ .+ "’ "("> =?’ =+# "’ ?#.! <’ #< @ <’ ( 阳 辛、温 肺 +、肾 +、脾 +、肝 !、胆 !、心

丁香 ?’ =( "’ !#+ +(’ #?! "’ =<## <’ +( @ <’ ?# 阳 辛、温 肺 +、肾 +、脾 +、胃 +、心

中药 -+ -! -+ 6 -! -+ ; -! 9 " : 属性 性味 归经

艾叶 (’ += "’ "!(= !?"’ ++ "’ +((< <’ < @ <’ (> 较阳 辛、温、苦 肾 +、肝 +、肺、脾、心

三七 .’ =# "’ "?<! !!<’ <. "’ !.=< <’ ( @ <’ . 较阳 甘、微苦、微寒 肾、大肠 !、胃 ?、肺 +、脾、心

白芷 >’ "+ "’ "?<= !!?’ +! "’ !>.( <’ #. @ <’ (. 较阳 辛、温 肾、肺 +、肝、胃 ?、大肠 !、心

细辛 =’ !( "’ "?>. !?=’ !> "’ ?<># <’ (+ @ <’ .+ 较阳 辛、温 肾 +、脾 +、肝、脾、心

升麻 >’ != "’ "# !".’ ! "’ ??+. <’ ( @ <’ .? 较阳 辛、微甘、微寒 肾、肝、肺 +、脾 ?、胃 ?、心

仙茅 =’ +( "’ "(=! +?!’ ?. "’ (??= <’ < @ <’ . 较阳 辛、热 肾 +、肝 +、肺、脾 !、心

木香 .’ ?= "’ ". +"<’ <. "’ <+.? <’ < @ <’ (< 较阳 辛、温、苦 肾、肝、肺 +、脾 ?、心

巴戟天 >’ .! "’ ".!< +!"’ !> "’ (?!! <’ < @ <’ .< 较阳 辛、甘、微温 肾 +、肝 +、肺、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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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以肝为中心的五行关系

图 " 以脾为中心的五行关系

图 # 以心为中心的五行关系

$— 相 生 关 系 ；%— 正 向 相 克 关 系

$ 顺时针方向下同；&—逆向相克关

系（逆时针下同）。

图 % 以肺为中心的五行关系

图 & 以肾为中心的五行关系

变化，可看作人体或中药元素分

布的大环境，所以这里主要考虑

了生命相关的元素群中最敏感的

微量生命动力元素部分包括’( 及

含 ) 轨道生命动力元素群，$ 并以

其分布为依据对人体和中药阴阳

性进行分类 * 。正如表 % + # 所示，

,% - ,& 值能很好地反映相应器官

和中药的阴阳程度。

二、各种中药的群子参数

与归经的关系

通 过 群 子 统 计 力 学 的 计 算 ，

可以把中药分成低亲电强度即高

氧化电位的阳性阳离子分布和高

亲电强度即低氧化电位的阴性阳

离子分布，以及介于这两者之间

的偏阳，偏阴性阳离子分布等四

类中药。

%. 高阳性阳离子中药的归经

如表 & 所示，高阳性阳离子中

药的 ,% /0，与人体器官肺 $ ,% 1

#. #2 * 相当3 所以这一类中药归肺

经的可能性较大。但是根据五行

学说肺经与脾经，肺经与肾经之

间有相生关系，这种中药的归经

还有入脾经和肾经的可能。而肺

和 肝 及 肺 和 心 之 间 又 有 相 克 关

系，因此这类中药又可从相克的

方向作用于肝和心（图 %）。

部分高阳性 阳离子中 药的群

子参数与归经关系列于表 &，其中

归经的顺序依次为肺、肾（膀胱）、

脾（胃）、心、肝（胆）。

从表 & 可以 看出，除 了川芎

以 外 几 种 中 药 多 数 与 肺 经 有 关 ，

并兼归其它经如肾，脾或肝经，至

于川芎是否也与肺经有关尚未在

药典上记载，但从药理作用看也

与肺经有关，对此有必要进一步

考察。

&. 偏阳性阳离子中药的归经

如表 ! 所示 ，偏阳性 阳离子

中药的 ,% 为 0 + 2 主要与人体器

官 肾 的 ,% 相 当 $ 2. 45 * 故 入 肾

经。因为肺（,% 1 #. 2），所以这部

分中药也与肺经存在联系，进一

步从五行学说的角度考虑肾肝之

间和肾肺相生关系及肾对脾的逆

向 相 克 和 肾 对 心 的 正 向 克 关 系 ，

使 这 类 有 些 中 药 有 多 方 面 归 经

$ 图 & * 。

部分偏阳性阳离子中药的群

子参数与归经关系参见表 !，其中

归经的顺序依次为：肾（膀胱）、

肺、肝（胆）、脾（胃）、心。

由表 ! 可见：大部分偏阳性

阳离子中药的归经与肾肝或与脾

肺胃有关。

!. 偏阴性阳离子中药的归经

世界科学技术—中医药现代化#多学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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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偏阴性阳离子中药的归经

上标 #—根据图 * + # 中药的归经引起相生相克的重叠。

表 , 高阴性阳离子中药的归经

上标 -—相生关系；上标—正向相克关系；上标 *—逆向相克关系。

偏 阴 性 阳 离 子 中 药 的 .- 为

-" + -!，与人体 器官中肾 （.- /
0’ "1）、肝（.- / -!’ -2）、脾（.- /
-!’ (,）相当，因此这一类中药的

归经相当复杂，此时可有下列两

种关系：

从图 *，# 可以看出有一个共

同特点是可能出现归于向心归经

的情形。可能性均较大。部分偏阴

性阳离子中药的群子参数与归经

见表 #。

由表 # 可见：这类中药大多

与肝心经有关系。其中常有相生

相克关系重叠的情形，究竟何种

归经占优势，要具体情况具体分

析。随着 .! 的增加即高氧化电位

的阳离子分布的增加使在苦涩寒

的药味还会掺有甘辛味的性质。

#’ 高阴性阳离子中药的归经

正如表 , 所示高亲电强度即

以低氧化电位的阳离子为主要分

布的中药 .- 为 -! + *,，与此相对

应 的 人 体 器 官 为 心 脏 3 .- /
-(’ ( 4 ，故这类中药归经为心的可

能性大。但是从五行学说看心与

肝，心与脾之间有相生关系；心与

肺 之 间 和 心 与 肾 之 间 有 相 克 关

系，故这类中药的归经，可用下列

关系来描述见图 ,。

部分高阴性阴离子中药的群

子 参 数 与 归 经 详 细 情 况 可 见 表

,。其中归经的顺序依次为：心、脾

（胃）、肝（胆）、肺、肾（膀胱）。

由表 , 可见：这类中药多数

与肝心经有关 5 但是在这一类中

药中有的由于其高氧化电位的阳

离子的含量相当高 .! 值也较大，

所以在性味中还有一些甘温的有

机成分，故，所涉及到的归经范围

较前几类广，以至使这些中药兼

具阴阳性。作者认为这类中药对

各种病的治疗将有某些意想不到

中药 .- .! .- 6 .! .- 7 .! 3 ! 4 属性 性味 归经

牛蒡子 --’ 2 "’ ""-# 2(-*’ - "’ "-(! ,’ (, 8 ,’ 2* 较阴 苦、寒、辛 肝、脾、胃 #、肺 #、肾

五味子 --’ - "’ "-*! 2#"’ 0- "’ -#(, ,’ (! 8 ,’ 2 较阴 酸、温 肝、脾、心 #、脾 #、肺 #

丹 参 --’ ! "’ "!*2 #1"’ ,0 "’ !((( ,’ (, 8 ,’ 2 较阴 苦、微寒 肝 #、脾、心 #、肺、肾

大 黄 -"’ ( "’ "*-! **0’ 1# "’ **"1 ,’ ( 8 ,’ 1 较阴 苦、寒 肝、心、脾、胃、肾

木 瓜 -"’ - "’ "*0* !,1 "’ *0(0 ,’ 1 8 ,’ 2, 较阴 酸、涩、温 肝 #、脾 #、心、肺、肾

五加皮 -"’ # "’ "#!# !#,’ !2 "’ ##- ,’ 1 8 ,’ 2, 较阴 苦、辛、温 肝 #、脾、心、肺、肾 #

北沙参 -!’ ! "’ "1(0 -,2’ (, "’ 0*2! ,’ (# 8 ,’ 2- 较阴 微寒、甘 肝 #、心、胃 #、脾 #、肺、肾

中药 .- .! .- 6 .! .- 7 .! 3 ! 4 属性 性味 归经

天花粉 -,’ 2 "’ "-0! 2!!’ 0! "’ *"*# ,’ 12 8 ,’ 0 阴 酸、甘、苦、微寒 心、肝、脾、胃 -、肺 !、肾

白 芍 -(’ - "’ "!#1 (,-’ 2! "’ *011 ,’ 1 8 ,’ 20 阴 苦、酸、甘 心、肝 -、脾 -、肺、肾

栀 子 *!’ , "’ "*** 01,’ 02 -’ "2!* ,’ 0- 8 (’ " 阴 苦、寒 心 -、肝、脾、胃 -、肺 !、肾

决明子 -,’ ( "’ "*11 #-*’ 10 "’ ,22- ,’ 1! 8 ,’ 2* 阴 苦、咸、微寒、甘 心、肝 -、脾、肺、肾 *、大肠 -

山茱萸 -!’ 0 "’ ","( !,#’ 0# "’ (,!1 ,’ 1 8 ,’ 2, 阴 酸、微温、甘 心、肝 -、脾 -、肺、肾 *

玄 参 -1’ - "’ ",-2 **"’ -! "’ 22,2 ,’ 1, 8 ,’ 20 阴 苦、咸、寒、甘 心、肝、脾、胃 -、肺 !、肾 *

地骨皮 -(’ * "’ *1# #*’ ,2* (’ "0(! ,’ (* 8 ,’ 2! 阴 寒、甘 心、肝 -、脾、肾 *、肺 !

苦 参 -,’ ( "’ "#"* *2(’ " "’ (!0 ,’ (1 8 ,’ 0 阴 苦 心 -、肝 -、脾、肺、肾 *

野菊花 -!’ 2 "’ ""-(0 120* "’ "!!1 ,’ (2 8 ,’ 2! 较阴 苦、甘 心 -、肝 -、脾、肺 !、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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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药效。

综上分析，我们还可看出：许

多中药的归经大体上包括相生性

归经和相克性归经。但是归纳起

来绝大部分中药的归经除了其它

归经之外常和肝经有关系，如在

本文列举了 !" 种中药，其中归到

肝经的中药有 #" 多个，这说明中

药学与西医学都充分反映了肝的

“化学反应库”的作用功能，就是

中药进入人体之后总是影响到肝

部的生命动力元素的分布及其功

能，所以传统中药归经学说将各

种中药常常兼入其它归经，归于

肝经是比较符合实际的。

三、结论

通过对部分中药群子参数的

考察，把中药分为四类，每类又根

据中药和组织器官群子参数的对

应关系以及各组织器官的相生相

克关系（从群子参数变化趋势得

出），得出各类中药的归经。本文

通过应用当代化学物理的群子参

数理论，为中国传统中药学的归

经学说提供了科学的现代化量化

解析，为中药归经理论的确立提

供了系统的量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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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家卫生研究所下属的补充替代医学中心近日公布了一系列新的研究项

目，一些中医药领域的项目还获得了来自联邦政府的大笔科研经费。

例如，哈佛大学马萨诸塞州总医院布鲁斯·罗森博士领导的研究小组，一直致

力于以核磁共振和基因手段研究针灸对人脑的作用，该小组最近获得了联邦政府

0+" 万美元的资助。新英格兰针灸学校彼德·韦恩博士领导的研究小组也得到了

#"" 万美元的研究经费，以用于针灸疗效和安全性的研究。据熟悉国家卫生研究所科

研经费发放程序的人士介绍，这是美国历史上针灸和中医学校的研究项目得到政府

资助最多的一次。

补充替代医学中心同时还公布了 $" 个补充替代医学研究领域的国际合作研究

项目，其中有 0 个是中医研究项目，- 个与中国内地和香港有直接合作关系。

美国国家卫生研究所是美国最大的科研基金审核与发放机构。近年来，该所下

属的补充替代医学中心主管的经费逐年增加，今年已达 $% # 亿美元。虽然美国的补

充属替代医学包括 -" 多种不同的医疗方法，但中国传统医学、中医的针灸和中药一

直在该中心资助的项目中占有重要地位和较大比例。

美国中医药专业学会理事长、补充替代医学中心科研项目评委李永明博士说，

美国联邦政府如此大力资助中医药项目研究在历史上尚属罕见，这表明美国医学界

对中医药研究更加重视，中医药以其实用性强、使用范围广等特点，在补充替代医学

中独树一帜。而中医药研究项目得到像美国国家卫生研究所这样具有高度信誉的机

构资助后，出成果的机会大大增加，其学术和社会效益有可能在今后 0 至 $" 年内显

现。 3文 摘 4

美国出巨资支持中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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