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体生物电与人体经络 

经络虽然在人体解剖中没能找到结构实体，但客观实效性确实存

在。经络是中国古人创造的一种理论，是中医学的基础，更是人体元

气循进的路线，在临床上应用非常广泛。 

人在胚胎之时，是没有五脏六腑和各器官的，但是有脉叫中脉，

（中脉有三根形状如莲藕，上端连百会穴下端连会阴穴）胎儿随着生

长期逐渐才发育出五脏六腑和各器官，胎儿的呼吸及从母体吸取营养

全靠中脉完成。当婴儿出生后，胎吸改为肺呼吸及母体供养改变为自

食得养，中脉逐步退化最终闭塞，由十四经脉代替。 

《皇帝内径》载：“经脉者，人之所以生，病之所以成，人之所

以治，病之所以起，经脉也。”而经脉则“伏行分肉之间，深而不见，

其浮而常见者，皆络脉也”，并有“决生死，处百病，调虚实，不可

不通”的特点，故针灸“欲以微针通其经脉，调其血气，营其逆顺出

入之会，令可传于后世”。 

《皇帝内径》讲得含义是：人所能生成因为有脉，人得病也是因

脉不通畅，通过脉可以调整身体的气血、调整虚实，使之经脉畅通，

经脉是非常重要的，可以决定人的生死。经脉在肉里边是看不见的，

但可以通过体外各个部位的反应可以感知经脉，如：肺经开窍于鼻子、

胃经开窍于口、心经开窍于舌头、肾经开窍于两耳朵、肝经开窍于目，

通过鼻子、口、舌、耳朵、眼睛的变化，可以知道各经脉运行情况，

如鼻子出气热说明有肺火；口生疮有胃火；舌头特红有心火；耳鸣是

肾虚；眼睛干热有肝火等，这就是古人创建的中医理论。本着古为今

用、科学分析的原则，对经脉的结构、经脉的作用，与人体的各系统

有什么关系，可以用现代理论加以分析论证经脉是否存在，如果不用

现代理论加以分析论证，经络是不会被大多数人承认。我们分析经络

就要从人体从细胞入手，因为细胞是组成人体最根本的物质，先看一

下细胞构成人体的基本轮廓。 

人体是由细胞组成。人体约有 40－60 万亿个细胞，800 种组织，

组建了五脏六腑及 100 多个器官，140 亿个脑细胞， 10 亿个神经末



梢，206 块骨骼，693 块肌肉，肌肉中有 60 亿条肌纤维，2 平方米皮

肤， 300 万个汗湶：男子有 1600 万个毛囊、女子有 400 万个毛囊。

这么巨大的数字组成了人体物质。 

细胞是人体形态结构和生理功能的基本单位，由许多形态和功能

近似细胞和细胞间质共同组成组织。由几种不同的组织结合在一起，

构成具有一定形态和功能的结构，称器官，如：心、肝、脾、肺、肾、

大肠、小肠、胃、膀胱、心包、胆等（以下简称功能组织）。许多在

结构和功能上密切联系的器官结合在一起，共同执行某种特定的生理

活动，既构成系统。如：呼吸系统，消化系统，内分泌系统，血液系

统，神经系统，泌尿系统统，生殖系统，运动系统，和感觉器官系统。

这些系统彼此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渗透，完成调节身体内各器

官并执行不同的生理功能。 

1 人体生物电 

细胞是生物电的基本单位，一个活细胞，不论是兴奋状态，还是

安静状态，它们都不断地发生电荷的变化，科学家们将这种现象称为

“生物电象”。细胞处于未受刺激时所具有的电势称为“静息位”；

细胞受到刺激时所产生的电势称为“动作电位”。而电位的形成则是

细胞膜外侧带正电，而细胞膜内侧带负电的原因。细胞膜内外带电荷

的状态医生们称为“极化状态”。由于生命活动，人体中所有的细胞

都会受到内外环境的刺激，细胞也就会对刺激做出反应，这在神经细

胞（又叫神经元）、肌肉细胞更为明显。细胞的这种反应，科学家们

称“兴奋性”。一旦细胞受到刺激发生兴奋时，细胞膜在原来静息电

位的基础上便发生一次迅速而短暂的电位波动，这种电位波动可以向

同种细胞周围扩散开来，这样便形成了“动作电位”。 

其实植物有植物生物电、动物有动物生物电、人体也有生物电，

一切事物的变化都有电产生，人体生命过程中的新陈代谢及一切活动

都产生电，正常体细胞浸浴在细胞液中，细胞膜的内外存在许多带电

离子（钾离子、钠离子、氯离子等），钾离子主要在细胞内，钠离子

主要在细胞外，在安静状态时，这些离子相对稳定，当受到刺激后，

细胞膜的通透力发生变化，各种离子便活跃起来，在细胞膜内外川流



不息，出现钾钠离子交换，便产生了生物电。人体通过食物、水的补

充，在体内储存了大量的化学能量，通过活体细胞化学转换产生生物

电，由于人体细胞约有 40－60 万亿个，将能产生巨大的生物电能。 

1.1 生物电压的作用 

现代生理学研究发现，人体所有器官都会产生生物电现象，并且

以电的形式，通过相应的神经纤维把兴奋传导到大脑中枢，大脑中枢

以动作电位的方式，把神经冲动信号通过相应的神经纤维传到效应器

官，从而产生器官或组织相应的功能活动。 

人体各功能组织的细胞是不同的，功能也不同。而生物电是细胞

产生，不同的细胞产生的生物电也是有一定的差别，如各功能组织的

细胞多少的差别，所产生的电压是不一样的。若把单个的功能组织看

作是有源闭合电气元件，那么所有的功能组织可以组成一个电气网络。

各功能组织之间有并联、串联、复联，由于各功能组织的功能差别，

所产生的频率也不同，这样就会在各功能组织之间除了有电阻之外还

会产生电容、电感。 

功能组织得到神经信号后在电压驱动下，功能组织会流动相应电

流，使功能组织产生动作能量并进行工作。人体中的各器官、脏腑，

在电压的驱动下有电流流动进行工作。如：心脏有 1－2 毫伏电压，虽

然电流很小，但这个小电流可以使心脏的肌体发生伸缩，产生了跳动。

胃的蠕动也是由电压驱动，电压高电流大胃蠕动速度快并且幅度也大，

电压低电流小蠕动速度慢幅度也小。读书或思考问题时大脑产生 0.2～

1 毫伏的电压，眼睛的开闭是靠 5～6 毫伏电压产生眼睛开闭动作电流

完成的。 

人体的各器脏细胞种类不同、数量不同，功能不同。特别是各脏

腑的功能不同，所产生的生物电频率、电压、电流、电场是不同的，

若脏腑之间没有绝缘物质隔绝，脏腑之间就会严重的相互干扰，这将

使人体不能正常运行导致失控。脏腑之间连接的疏松结缔组织，具有

吸收缓冲生物电（频率、电压、电流）的功能，并能采用梯度降压办

法隔绝各脏腑之间的影响，疏松结缔组织还能提供各脏腑所需的物质

滋养各脏腑。 



各功能组织产生的电压、电流、频率有所不同，但生物电的电压

可以驱动器官或功能组织相应的功能活动，这个过程不仅与人的心理

因素有关（情绪激动时强、低落时弱），而且与生理现象也有关。 

1.2 生物电的流动形式 

人体生物电是通过细胞化学反映产生的，保证人体基本运行的生

物电流形式比较复杂。有心脏自谐振方式，有静电移动方式、有离子

扩散方式、有电流均匀流动方式，还有也以静态方式为主，当神经发

生兴奋时电流即会增大，如人体神经系统解剖中可以明显看到结构实

体，电阻率比小，传导速度比较快，100 米/秒。总之生物电流在人体

网络回路中流动时，按各功能组织的不同，其阻值、电感、电容、大

小有所不同，流动的方式是不同的。有单个功能组织自己闭合回路方

式，更有系统大回路流动方式等。 

1.3 人体生物电主要作用 

新陈代谢是生命最显著的特征，任何有生命的个体，都具有这一

基本特征。如果人体的新陈代谢过程逐步减弱，人就开始衰老，一旦

停止，生命就必然终结。 

人体的新陈代谢以细胞为单位，利用生物电在新陈代谢过程中产

生的二氧化碳、水、甘油酸、尿酸等。因为生物电是促成体内细胞内

外各项生化反应的本质,当细胞内出现正电位时，细胞内的氧化酶被启

动,氧化反应开始并以分解反应为主，当细胞恢复并保持膜电位时，细

胞内以合成代谢为主，一次膜电位持续的时间越长，就能合成大量的

离子，所以生物电又是促进细胞繁殖、修复细胞生长、排泄坏死细胞

的重要因素，人体细胞的新陈代谢主要靠生物电来完成。生物电能使

心脏跳动、胃蠕动及各器官正常运行，是生物电的动电位作用的结果，

人体中的生物电是在大脑统一指挥下，在身体总闭合回路中，按着各

器官功能有规律的流动，这种流动实质是人体能量的流动，生物电来

源于细胞，通过组合，构成了有一定形态和功能器官的电位，如：肺、

大肠、胃、脾、心、小肠、膀胱、肾，心包、三焦、胆、肝，这些器

官各有各的动作电位，同时就会有相应的动作电流。人体细胞将部分

器官密切联系到一起，共同执行某种特定的生理活动构成系统，如：



呼吸系统，消化系统，内分泌系统，血液系统，神经系统，泌尿系统

统，生殖系统，和感觉器官系统。这些系统是由大脑控制的生物电压

和电流流过，并驱动各脏器正常运行，形成人体的新陈代谢周而复始

运转。生物电既然能驱动脏器运行必然有一定的能量，生物电强能量

大，生物电弱能量小，这种能量由势能转换为动能是由大脑控制，能

量的大小来源于细胞，细胞健壮持续电位时间长，产生的离子多，细

胞衰弱持续电位时间短，产生的离子少。生物电实质是身体中的能量，

作用是支撑着人体新陈代谢的动力。 

2 结缔组织与生物电 

结缔组织在体内分布极为广泛，所有功能组织均有结缔组织包裹。

结缔组织具有连接、支撑、传递信息、运输营养、保护功能组织、提

供细胞修复和代谢通道等多种功能。 

2.1 结缔组织的特点是：细胞种类繁多，数量少，形态多样，无极

性地分散于细胞间质中，细胞间质大，成分多，分为基质和纤维两种

成分。 

2.2 结缔组织的作用：结缔组织中细胞间质包括基质、细丝状的纤

维和不断循环更新的组织液，具有重要功能意义。 

2.3 结缔组织的分布：细胞与细胞、组织与组织、器官与器官之间，

并与人体穴位相连接，结缔组织中有丰富的神经末梢。 

2.4 结缔组织中肥大细胞广泛分布在组织中，并有规则地聚集排列

在小血管、毛细血管、和神经末梢周围。如：血液在对各功能组织血

红蛋白交换中，血液的流动是靠血管外围经络中的生物电环形磁场所

驱动的，环形磁场的强弱是血流是否畅通的重要因素之一，在血液流

过的路经中液体里充满了带电的离子。 

2.5 结缔组织中巨噬细胞有重要的防御功能，它具有趋化性即定性

运动，吞噬和清除异物及衰老伤亡的细胞，同时分泌出多种生物活性

物质，以及参与和调节人体免疫答应等功能。巨噬细胞在定性运动、

吞噬和清除异物及衰老伤亡细胞时，巨噬细胞是化学电离的过程，有

生物电产生。 

2.6 结缔组织中的液体“津液”是体内一切正常水液的总称，较清



稀的为津较浓为精，来源于饮食经脾胃消化吸收而生成。津遍布全身

四肢百骸、五脏六腑、五官九窍，有温养肌肉、充润皮肤、滑利关节、

滋养脏腑等功用，津既是血液的基本物质又是供养细胞的养分。津是

结缔组织中的重要物质，津的充盈为生物电的流动提供了保障，因为

津中的离子与津的数量成正比，充盈的津中离子就会多，反之津少离

子就少。结缔组织系统中津液是否充足，可以决定人体生物电的大小。

津液多生物电流就大，津液少生物电流就小。 

2.7 结缔组织中的液体是从毛细血管动脉端渗入，经毛细血管静脉

端和毛细淋巴管回流入血液或淋巴，液体不断更新，有利于血液与细

胞进行物质交换，成为组织和细胞赖以生存的内环境。当细胞或功能

组织细胞需要补充反映物质时，神经系统通过结缔组织中的神经末梢，

启动结缔组织中的肥大细胞，以定性运动方式（最近的通路），向细

胞或功能组织细胞需要的物质配送，这个过程实际上是化学电离反映

过程，也就是生物电在结缔组织中流动。结缔组织中流动的电流是液

体电流，载流子是正负离子，正离子的移动方向与电流方向相同，而

负离子的移动方向是电流的反方向。电流的速度非常慢约几毫米—几

厘米/秒。根据实验表明结缔组织发生堵塞，电流流动的速度就更慢，

但细胞所需要的物质可以绕路送去。所以结缔组织是提供细胞反应物

质的通道，是血液与细胞交换物质的平台，是人体新陈代谢的重要重

要手段。是向各功能组织细胞传递营养、运输细胞、保护细胞、修复

细胞和代谢细胞功能的系统。 

2.8 结缔组织分布在细胞与细胞之间、组织与组织之间、器官与器

官之间，遍布全身，是一个运输通道，内联五脏六腑外联人体穴位，

就是中医讲的经络系统。经络系统受大脑指挥，受神经系统支配，与

人体血液系统有关，与人体免疫系统有关，与人体各系统都有一定的

关系，是滋养、修复、保护细胞的系统，由于经络中有一定的组织液

体，所以有一定的负阻特性，比神经电阻值大，比其它部位电阻值小，

由于结缔组织是生物电流的通道，所以解剖后没有实体。经络中流动

的是生物电流，虽然流动的速度比较慢，但流动的电流仍然会产生磁

场，磁场的强弱与电流值的大小和速度有关，由于经络中生物电流值



很小速度又慢，产生的磁场相对较弱。 

2.9 细胞是生物电的基本单位，细胞产生生物电是化学反应的结果，

这种反应是既有条件又与外部变化而变化。如蓄电池是化学反应的电

源，利用铅、酸、水反应产生电位，当外部电流逐渐加大，内部的化

学反应也随之强烈，蓄电池内部的铅、酸、水等物质中断后就不会产

生电压或电流。细胞产生生物电与蓄电池原理基本一样，细胞在电离

时需要钾离子、钠离子、氯离子、氧、水等进行化学反应，当体内需

要电流时细胞产生生物电，不需要时细胞处于静息状态。一个活细胞

不论是兴奋状态还是安静状态，它们都不断地发生电荷变化，这种现

象就是生物电现象。由于人体由细胞组成，细胞的种类繁多，数量之

大，分布广泛，细胞在电离过程中需要反应物质随时补充和支持，体

内必须要有一庞大输送细胞反应物质的系统，这个系统就是结缔组织

系统，中医叫经络系统。 

3 经络系统是细胞生存系统 

人体生物电能使心脏跳动、胃蠕动及各器官正常运行，都离不开

生物电，人体生物电实质就是人体生命的动力，生物电由细胞产生，

同时生物电对细胞又可以加速电离。人之初由生物电开始，从胎儿发

育过程可以看出，从受精卵分裂到胎泡，是全能干细胞到多能干细胞

的转变。经过细胞不断的分化长出两肾和“中脉”，“中脉”中包含

了大量的多功能干细胞，由于干细胞有无限制分裂能力，同时亦可分

化成特定组织细胞。胎儿的发育是靠细胞快速分裂繁殖，所以胎儿的

生物电是非常强的，其流动的路线是中脉与两肾之间，汇集于“中

脉”。“中脉”中医称之为元气之府，“中脉”在西医解剖时是没有

实体的，一般情况下女孩 7 岁、男孩 8 岁时“中脉”开始逐渐闭塞，

中脉在完全退化之前，将中脉里面的物质逐渐转移到人体脊髓和骨髓

中。 

3.1 当婴儿出世之后，从“胎吸”转变成肺呼吸，在这个转变过程

中，不但供养方式转变，此时启动呼吸系统、消化系统、泌尿系统，

生物电流动的路线也从中脉逐步转变到十四经络系统。此时体内各脏

器虽然成型但比较弱，由于各脏器是由不同细胞生成，所以各脏器都



会有不同的生物电场，这些电场同时反馈到经络系统中，与经络系统

的电场逐步建立起关系，相互通信相互扶持，由于经络系统中的电场

比较强，各脏腑仍然按经络系统规律行运，此时经络系统不但能调节

各脏腑，同时还能把体外的信息传给各脏腑，使人体适应外界环境得

到锻炼，最终完全适应外界环境。 

3.2 人体经络来自于先天受之于父母，是人体各系统的基础。因为

细胞是构成人体的基础，在人体还未形成时，各个系统是不可能生成，

而经络随受精卵座胎就开始存在，所以细胞繁殖、生长、修复、新陈

代谢等活动与经络有着密切地关系，经络系统可以向种类繁多，数量

庞大的各种细胞，以液体的形式提供多种离子和养分，并促进细胞电

离。所以经络系统是细胞供养的通路，是促进细胞加速电离的手段，

是细胞之间连接的中介，是体内与体外联系的桥梁，是人体细胞生长

的总协调。 

3.3 经络系统在西医解剖中是找不到实体，因为结缔组织与经络是

同一个系统，此系统中除了有津液以外还会流动生物电流，是细胞分

裂生长修复必要的手段，人体生物电是新的学科，人体生物电认识清

晰后，人体经络系统自然会顺理成章。经络系统中的组织是由“细胞

充填”的，细胞与细胞之间的间隙为通路。此通路并非精确规则有序。

它是毛细孔管，毛细间隙与肥大细胞，（肥大细胞产生的生物电，是

经络中传送物质的动力）实体混合而成的复杂结构。比如人体的脏腑

是实体，各脏腑周围被很多细胞组合成的疏松结缔组织包裹，这些疏

松结缔组织，就是经络通道，对脏腑进行滋润、细胞修复。若经络通

道不是这种结构，而是在脏腑周围通上很多有形的管道，既不科学又

不实用，所以经络的通道，是毛细孔管，毛细间隙与肥大细胞实体混

合而成。如：同位素注入皮肤后，药物会沿着周围空间向四周扩散，

但是一旦遇到比较宽大的空间扩散速度就会快。这也说明了经络区域

与其他区域之间的空间是有区别，经络区与非经络区并没有一个明显

特别的分界线，它们之间同样是一个完整的整体，只是空间大小的差

别，即在有经络及穴位的部位，是比较宽广的空间通道，而没有经穴

位置区域相对而言组织空间比较狭窄。经络中的离子有日夜缓慢流动



特性。经络内的离子流对相关组织的电生化和代谢有平衡和调节作用,

如果经络阻塞, 虽然经络系统还有绕路传送能力，但堵塞严重相关组织

还会发生病变。 

3.4 在细胞的分化过程中，细胞往往由于高度分化而完全失去了再

分裂的能力，最终衰老死亡。机体在发育适应过程中为了弥补这一不

足，在结缔组织中，保留着一定数量未分化的间充质细胞，这些细胞

是较原始的细胞，它们保持着间充质细胞的分化潜能，未分化的内部

细胞团中可以得到干细胞，它们是万能的，意味着它们可以发育成为

身体内 200 多种细胞类型中的任何一种。干细胞是一种具有自我更新

和分化潜能的细胞，具有增生及多重分化的潜力，能运用于组织与器

官的再生与修复。通过经络系统的输送，体内各功能组织的病变及损

坏得以治愈和修复，坏死的细胞由巨噬细胞吞噬和清除。 

3.5 经络是连接穴位的通道，穴位在人体中的位置是不变的，通过

经络的连接组成了一个系统，既经络系统。人体穴位主要有三大作用，

它既是经络之气输注于体表的部位，又是疾病反映于体表的部位，还

是针灸、推拿、气功等疗法的施术部位。穴位电阻较小（是周围皮肤

阻止的一半）即导电性能好，具有低电阻高电位的特点，穴位与人体

神经系统有着密切的关系，穴位与各脏器的神经同属一个脊髓节段，

穴位还与血管、淋巴管、肌肉等组织有关。穴位是经络线路上的敏感

点、功能点，穴位是生物电流的触点，经络是传输电流的通道（生物

电波）。当磁场作用于穴位，电压、电位就发生变化，激发生物电流

产生电磁波，然后传到全身的经络，传到中枢神经形成刺激，对病变

部位进行调整。 

3.6 经络遍布于全身，人体的外表和体内，纵横交错，贯穿上下、

左右、前后、官窍、皮肉、筋腱、骨骼等，并使人体各部组织联接有

机结合，相互联系，相互协调。经络系统中流动的“气”实际上是多

种液体和生物电流。液体是给种类繁多的细胞提供能能量，生物电流

是加速经络中物质传送的动力，同时根据不同的生物电信号，向不同

的细胞输送不同的物质。由于经脉路线上具有低电阻传导速度在 0.01

米/秒、和较好的声光热传导以及同位素迁移等物理学特性，满足了生



物电频带较宽的特点。 

经络是人体生物电循环系统，人体是一个复杂的电网系统，如经

络是电网中的线路，穴位就是线路上的节点，随着细胞新陈代谢，产

生生物电压，高压向低压流动，由于经络是一个闭合系统，所以回路

中的电流形成首尾相接闭环流动。人体生物电就是中医讲的气，气是

血之头、血是气之母，气是推动血液运行的动力，而血液充足是产生

气的基础。 

中医的经络理论实际上是描述人体生物电特性的实质。中医所说

的“气”包括的内容很广，理论也很复杂。有先天之气既“炁”、后

天之气既“元气”、营气、卫气、心肝脾肺肾气、六腑之气、浊气、

呼吸之气等。我们可以把中医所说的气分为三类。一是先天之气既

“炁”是有较大能量的，是由精子或卵子产生。二是后天之气既元气，

是父母遗传从胎儿时所带的，通过大脑按经络路线可以调动，控制营

气、卫气通遍全身滋润和护卫五脏六腑并排除体中的浊气。三是呼吸

之气，就是人体通过肺部呼吸的空气。无论是先天之“炁”还是后天

元气都是人体生物电真实写照。 

3.6 细胞是构成人体的基础，在人体还未形成时，各个系统是不可

能生成，而经络随受精卵座胎就开始存在，所以细胞繁殖、生长、修

复、新陈代谢等活动与经络有着密切地关系，经络系统可以向种类繁

多，数量庞大的各种细胞，以液体的形式提供多种离子和养分，并通

过生物电促进细胞加速电离。所以经络系统是细胞供养的动力通道，

是细胞之间连接的媒介，是体内与体外联系的桥梁。 

4 人体生物电“气” 

细胞在繁殖、分裂、修复的过程中会产生生物电，反之生物电的

加强会促进细胞繁殖、分裂、修复，所以生物电的强弱会决定细胞电

离效果和人体的健康。 

4.1 每一个功能组织（脏腑等）是由很多细胞组成，每一个细胞在

电离过程中都会产生生物电，很多个细胞的生物电叠加后功能组织的

生物电量就会很大，同时还取决于功能组织的细胞是否健壮，离子是

否是有序的排列，实验表明健壮的细胞比衰老的细胞含磁量大，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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