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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包 经前臂段 经脉线下 深部组 织 温度 的侧定
(

口靳聪妮 胡翔龙
( “ )福建省中医药研究院 福州 ∗ + � � � ∗,

陈 铭 )福建省经络研究重点实验室 福州 ∗ + � � � ∗,

摘 要 − 目的 − 进一步了解经脉线下深部组织温度的分布是否具有共 同的规律
,

为探讨循经 红外辐

射轨迹的形成机理提供实验依据
。

方 法
−

应 用
“

组织 温度测试仪
” ,

对 �+ 名 健康受试者心 包经前臂段经

线上郑门穴
、

郑 门穴上 � 寸
、

郑门 穴上 ∋ 寸三点及其两侧 旁开非经对照部位皮下 #。. 处深部组织 温度进

行检测
,

并进一步观察激光照 射 内关穴对它的影响
。

结果
−
心 包经前臂段经脉循行线下深部组织 温度多

数高于 两侧 旁开非经对照部位
,

但也有低 于两侧旁开非经对照部位者
,

有循经的表现 /激光照 射 内关穴

时经脉线上的温度上升较非经线快
,

停止照射后还可持续一段时间
。

结论
−

经脉循行线下 深部组织 温度

与两侧 旁开的非经 对照部位显著不 同
,

有循经分布的特点 /激光照射穴位
,

温度反应有沿经传导的趋势
,

说 明经脉组织 可能具有较好的导热性
。

本实验结果为阐明循经红外辐射轨迹的形成机理提供一方 面的

实验根据
。

关键词 − 皮肤 温度 深部组织 温度 激光针刺 手厥阴心 包经 循经红外辐射轨迹

二十世纪 % � 年代
,

本研究室应用红外辐射成像技

术成功地将经脉循行路线客观地显示 出来
,

并观察到

循经红外辐射轨迹 )01 1 2 3 ,的温度大多高于旁开 的

非经对照部位
,

但也有低于两侧非经对照部位者
‘〕

。

冷负荷实验的观察结果初步证明
’ 一 ’4

,

皮肤的微循环

状态与 01 1 2 3 的形成直接相关
,

但 01 1 2 3 的主要热

源系位于皮下一定深度的组织 之 中5+4
。

以往的实验

结果还表明
,

督脉循行线下各个不 同深度的组织温度

均高于两侧的非经对照部位
犷“〕

。

本实验进 一步检测

心包经循行线下深部组织 的温度分布是否也有这种循

经的特性
,

观察激光照射穴位对它的影响
,

分析皮温与

深部组织温度的相关性
,

为探讨经脉线上理化特性和

循经红外辐射轨迹 )01 1 2 3 ,的形成机理及其相关的

物质基础
,

提供更多的实验依据
。

一
、

实验方法

收稿 日期
−
� � �  一 刁%

修 回 日期
− � � �  刀 6一6

7
∃

观察对象

� + 名健康成年志愿 者
,

男 7 名
,

女 6 名
,

年龄 �7

一 ∋ ∗ 岁
,

平均 � ∋
∃

7 岁
。

�
∃

实验仪 器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 目)∗ �+  �∗ 田 ,
−

循经红外辐射轨迹形成机理及其与经络调控功能的关系
,

负责人
−

胡翔龙 /科技部攀登计划资助项 目 )%+ 一 预 8

7% 一 ∗ 7�,
−

人体体表循环红外辐射轨迹显现规律及 其形成机理 的研究
,

负责人
−

胡翔龙 /福建省科技厅 资助项 目 )�� �9 :� 7� ∋ ,
−

经络调控 与经脉

线上组织氧分压及组织 温度的关系
,

负责人
−

陈铭 /福建省卫生厅资助项 目 )�� �� ∋� �,
−

经脉线上能量代谢特征的观察
,

负责人
− 陈铭

。

联 系人
−

胡翔龙
,

研 究员
,

长期从事中医经络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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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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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温测定采用 日本光 电株式会社生产的 3Μ Ν 8

01 型皮肤温度测试仪
,

深部组织温度测定使用配有针

形温度传感器的三通道组织温度测定仪
,

针形温度传

感器的外径为 �
∃

Ι. .
。

激光 照射使用上海曼迪森科

贸有限公 司提供的稼铝砷半导体激光治疗机 )光班直

径 �
∃

Ο . . ,
。

∗
∃

测试部位

心包经郑门穴
、

郑门穴上 � 寸非穴点
、

郑门穴上 ∋

寸非穴点及其两侧旁开非经对照点
。

∋
∃

测试过程

实验室温度保持在 �6 土 #℃
,

相对湿度 +�
一
++ Π

,

室 内空气相对静止
,

无 明显流动
。

受试者进人实验室

后
,

完全裸露上肢
,

安静仰卧 �� . >Χ 以适应环境
,

稳定

情绪
。

测试过 程中
,

受试者保持清醒
、

安静
,

避免声
、

光
、

语言等刺激
。

+
∃

皮肤温度测定

测试前
,

将仪器校正
。

测试 中温度传感器 紧贴在

距心包经测试点远心端 ∗ Θ . 处
,

与皮肤 的接触面保持

干燥
、

洁净
,

背面垫 以棉花和 � Α
ΟΘ . Ο 胶布

,

以避免环

境因素的影响
。

待指针稳定后
,

每分钟记录读数 7 次
,

实验结束后
,

计算温度平均值
,

进行统计学处理
。

9
∃

深部组织温度测定

实验前
,

先对测试深部组织温度的传感针进行校

对
,

观察各通道的稳定性
,

然后消毒待用
。

测试时
,

固

定好皮温电极
,

将组织温度测试仪的三根针形传感器

刺人同一水平的心包经测试点及其两侧旁开对照点的

皮下 0 Θ . 深处
。

仪器的工作稳定后开始记 录
,

每分钟

记录读取 7 次
,

直至实验结束
。

 
∃

激光照射穴位对深部组织温度影响的 测定

固定好皮温传感器
,

将针形传感器刺人心包经测

试点及其内外侧旁开对照点皮下 #∀ . 深处
。

激光照射

前观察 ∗� . >Χ
,

然后用光班 �
∃

Ο . . 的激光照射内关穴

� � . >Χ
,

停止 照射后再观察记录 �� . >Χ
,

比较激光照射

内关穴对皮温和深部组织温度的影响有何不 同
。

6
∃

统计学处理

组织温度的测定值以 Ρ 土 ΦΑ ℃ 表示
,

组 间差异 以

卡方检验法进行比较
。

所测得的沿经皮肤温度和经脉

线下深部组织温度的相关程度以相关系数和直线回归

方程进行分析
。

二
、

实验结果

7
∃

深部组织 温度测定

深部组织温度测定结果见表 7
。

表 7 显示
,

有规律的
“ Σ ”

和
“ 一 ” ,

与无规律的
“

Τ’’

比较
,

说明经脉线下深部组织温度的分布有一定的循

经性
,

图 7 是根据表 7 的数据绘制而成
,

结果表示得更

加清楚
。

�
∃

心 包经皮温与深部组织 温度相关性

心包经脉线上的皮温与其下深部组织的温度有密

切的关系
。

图 � 是根据对 �+ 名受试者 的测试结果所

绘制的皮温和深部组织温度变化的曲线
。

图 � 的结果表明
,

在室温为 �6 士 7℃ 的环境中
,

静

卧 ∋ + . >Χ
,

心包经前臂段 的皮肤温度和皮下深部组织

温度都逐渐升高
,

至 ∗� . >Χ 时趋 于稳定
,

二者的变化呈

平行关系
。

将图 � 的数据作相关性分析
,

皮肤温度与皮下深

部组织 的温度呈高度正相关
,

其直线回归方程为 Υ 二

�
∃

+ ∋ 9 6
Α Σ 79

∃

6 � � %
, Δ ς �

∃

 ∗ �
,

Ω Ξ �
∃

� 7
,

有非常显著的

统计学意义
,

见图 ∗
。

以激光照射内关穴
,

皮肤温度和深部组织温度都逐

渐升高
,

但皮肤温度的变化较深部组织温度快
,

温度升高

的幅度也大
。

停止照射
,

二者又逐渐恢复
,

结果如图 ∋
。

表 7 心包经及其两侧对照部位深部组织温度的分布状态

温度分布

循 经高温 )
Σ

循经低 温 )
一

无规律 )Τ,

例 次
组织 温度)Ρ 士 Φ Α ℃ ,

内侧 点 心 包经 外侧 点

∋ ∋
∃

∋ ∋

� �
∃

∗  

∗ +
∃

7%

∗ +
∃

∗ ∗ 士 �
∃

7 ∗ 6 ∋

∗ +
∃

∋ ∗ 士 �
∃

� � % 7

∗ +
∃

7 % 土 �
∃

7∋ � ∋

∗ +
∃

% % 士 �
∃

� %6 %

∗ ∋
∃

% 7 士 �
∃

7 6 ∗ �

∗ +
∃

 + 土 �
∃

7 ∗ ∗ �

∗ +
∃

+ ∋ 士�
∃

7 7 %%

∗ +
∃

9 ∋ 士�
∃

7 7�

∗ +
∃

%  士 �
∃

7 � + ∗

∋7%,乙,7
‘∃∃7

“ Σ ”

表示经线深部组织 温度高于 两侧 旁开非经对照部位
、 “ 一 ”

表示 经线深部组 织 温度低于两侧 旁开非 经对照部位
、 “

Τ
”

表示 经线与 两侧 非经对照部位 的深部组织 温度 分布无明确规律
。

Ψ∀ Δ# Ε Φ ;>; Χ ; 。 = Χ Ε 2;
; ?Χ∀ #;群Η 3∀ Ε ; Δ Χ >Ζ = ϑ>∀ 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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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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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经线与两侧非经对照部位深部组织温度分布状态

∗ 9Δ 。“ 包经 皮温 ∃ 心 包经皮下喻深 处

[ ∗

∴−⋯
二,

一“8

一
、

匕 一 ]
侧
噢 ∗ ∋ +

]
,

, ⊥ � �% _
’

#
二 ( 今。训

, ] 人9 % _ _

, 斗卜 八 _ ’

0⎯
,

�尸�侧鸭联戚希吩联习咨

 ! ∀  # 

时间 ∃ % & ∋ (

)  ∗  

# # # ∗

皮肤温度 ∃ ℃ (

心包经皮肤温度与深部组织 温度的关系

+∗,∗∗)∗气飞###, ##∗ ##) ###图

图 ∀ 常态下心包经皮肤温度与深 部组织温度的比较

− 深部组织 温度 令 皮肤温度

。 心包经皮温 − 心 包经 皮下 肠 % 深处

#
−

激光照射对心 包经与非经部位深部组织 温度的

影响

以激光照射内关穴 . % &∋ 后
,

郑门穴处深部组织温

度开始上升
,

随着激光照射时间的延长
,

郑门穴深部组

织温度逐渐升高
,

加热 /0% &∋ 后该处温度上升至最高

点
,

而其内外两侧旁开对照点深部组织温度的变化 幅

度不大
。

郑门穴上 ∀ 寸处深部组织温度在内关穴处给

予激光照射 ! % &∋ 后才开始上 升
,

∀ % &∋ 后上升至最

高点
,

而其内外两侧旁开对照点深部组织温度则在 巧

一 ∀  %&
∋
才开始上升

。

郑门穴上 ) 寸深部 组织温度的

变化更为缓慢
,

而其两侧旁开对照点几乎不受内关穴

声1 弓—
2

‘34勺4口、#丘#

凡、

激光照射

5
斗亡!, ,

#!#

门6

�舒�侧鸭

)  

时 间 ∃ % &∋ (

图 ) 激光照射内关 穴时心包经皮肤温度和

皮下 7 8% 处 深部组织温度的变化

∀ 9 ∃ 『
: ; <= >? & ? ∋ ? ? ≅ ∋ = Α?

? Β ∋ : <:

ΧΔ Ε Φ : = ? ; ∋ 讼≅ Γ &: ∋ :Η Α; ≅ = & Γ&: ∋ ≅ < ΙΒ &∋ ? . ? Φ ? = &? &∋ ? ≅ ∋ = Φ ≅ Γ? ; & ≅ Φ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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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激光照射的影响
。

说明随着与激光照射点之间距离

的延长
,

组织温度的变化也相应的滞后
。

三
、

讨 论

近 巧 年来
,

本研究室对循经 红外辐射轨迹 )01
8

1 23 ,的主要特征及其形成机理进行了 比较系统的研

究
,

结果表明 01 1 23 是在人群之中相当普遍存在 的一

种正常生命现象
,

并通过冷负荷实验的观察初步证明
,

皮肤的微循环状态与 01 1 23 的形成直接相关
,

但 01
8

1 23 的 主要 热 源 系位 于 皮下 一 定 深度 的组 织 之

中 5 ’川
,

因此
,

检测经脉线下深部组织的温度就成为进

一步揭示 01 1 23 形成机理 的必不可少的工作
。

高凌

云〔’〕在红外辐射轨迹 出现率最高的督脉线上选取 了

五个测试点
,

对 人体督脉线下 不 同深度 )7
∃

∀Θ .
、

7
∃

Ι∀ .
、

�
∃

⊥ ∀ . ,的组织温度进行观察
,

结果表明在各个不

同的深度
,

经脉线下相关组 织的温度均高于两侧的非

经对照部位
。

由于督脉位于人体背部中线上
,

两侧的组织结构

对称
,

血管分布状态 比较简单
。

但身体的其他部位
,

特

别是四肢
,

多有纵向的大血管走行
,

深部组织温度的分

布是否也有循经的规律 α 本实验对心包经前臂段进行

了探讨
,

所获得的结果与督脉循行线下 的检测结果基

本相符
,

只是无规律分布的比例较督脉稍多
,

可能是受

到血管的影响较大
。

众所周知
,

大血管对其邻近组织

的温度影响甚大
,

而前臂内侧分布有挠
、

尺两条大动

脉
,

其中挠动脉走向与肺经路线相近
,

如果该血管的位

置有所变异
,

向中线偏移
,

就会直接影响到该区域组织

温度的分布
,

而这种变异是必然存在的
,

这可能就是一

些受试者心包经外侧点的组织温度高于心包经线上组

织温度的一个重要原因
。

心包经经脉线下深部组织中

并无大血管走行
,

但其深部组织 温度却大部分都高于

两侧对照部位
,

证实了经脉线下深部组织温度较高与

大血管无直接关系
。

提示经脉线下深部组织温度的高

低可能与该处能量代谢的强度相关
,

是经脉功能活动

的一种表现
,

至于其 具体的机制
,

则 还有待进一步研

究
。

在以激光照射内关穴时 )主要 是热效应
,

可 能还

有非热效应 ,
,

心包经脉线下深部组织 的温度 由近及

远逐步升高
,

邻近内关穴的部位 )郑门,温升反应 出现

得最早
,

温度增高的幅度也较大
。

相隔愈远
,

温升反应

也出现得愈迟
,

愈弱
,

有一定的时序性
。

特别值得注意

的是经脉两侧的非经对照部位几乎不受激光照射内关

穴的影响
,

说明热能确可沿经传导
,

经脉线上相关组织

的导热性较其两侧非经对 照部位更好
,

进一步证 明了

许金森等〔’
一 6 〕的观察结果

。

在我们过去的研究和本实验 的结果中都观察到
,

经脉线上相关组织的温度与人体的机能状态有密切的

关系
。

有时较其两侧的非经对 照部位高
,

有时则较其

两侧的非经对照部位低
,

但二者都反映了温度分布的

循经特点
。

根据既往热像图观察的结果
,

手三 阴经 01 1 23 的

出现率为 ∋%
∃

7 Π
,

其中大部分表现为高温带
,

也有少

部分表现为低温带
。

本实验对心包经深部组织温度所

做的 + ∋ 次检测中
,

�∋ 次 )∋ ∋
∃

∋ ∋ Π ,经脉线下深部组织

温度高于其两侧旁开对照部位
,

77 次 )��
∃

∗ Π ,低于

其两侧旁开对照部位
,

其余 7% 次 )∗+
∃

7% Π ,则无明确

的分布规律
,

与 01 1 23 观察结果大致相符
,

说明 01
8

1 23 的主要热源确实是位于皮下一定深度的相关组

织中
。

心包经脉线上的皮温与其深部组织温度呈高度

正相关的事实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
。

现有的实验结果

表明
,

经脉线上相关组织中的能量代谢比较旺盛
,

血液

循环丰富
,

导热性优于非经对照部位汇’
一 ‘。〕

,

经脉可能

是人体固有 的某 种物质
、

能量
、

信息传递和转换 的通

道
,

并有其相应的物质基础
。

生命过程中物质能量和

信息的转换和传递已经成为现代生命科学研究中 日益

突出的问题
。

各种生命活动的表现形式虽各不相 同
,

但都与能量代谢过程紧密相关
,

本研究结果将有助于

对经脉循行线上的其他理化特性的研究
,

为 阐明经络

的实质提供有价值的资料
。

)本研究课题得 到福 省科技 厅 )�� �� � �∗ %,
、

省卫

生厅 )� � � � ∗ � 7 ,
、

教育厅 )%  9 ∋ ∋ ,的资助
,

特此致谢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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