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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经络控制信息系统理论及应用
———探索经络奥秘、破解经络之谜、阐明经络实质

涂序彦　王　枞　马忠贵　著



前　　言

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我在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学习和工作时，在

钱学森、杨嘉墀、疏松桂先生的指导、支持下，开展了控制论、系统论、信

息论方面的研究工作，在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成立了“控制论”研

究组，担任组长。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在北京市科技局、卫生局领导和组织下，中国科学

院自动化研究所控制论组与北京市中医院、北京协和医院、北京中医学

院、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协作，开展了“从控制论观点探讨针刺麻

醉原理与经络系统实质”的研究工作。

我们提出了：“经络———人体控制系统、气血———信息及其载体、针

麻———多级协调控制过程”等新观点，研制了经络电子测试仪、经络知热

感测试仪、噪声电子针麻仪等新仪器，进行了“中医经络信息诊疗方法”

的研究与实验。

１９８０年，在总结上述研究、开发、应用工作的基础上，涂序彦、黄秉

宪、郭荣江、潘华，撰写出版了我国第一部《生物控制论》专著，科学出版

社。其中，论述了“经络———人体控制系统”，“针麻———多级协调控制过

程”，我们认为：中医的“经络学说”是古典的“人体控制论”，“经络系统”

内属脏腑、外络肢节，是以“元神之府”（脑）为“控制中心”的“人体控制系

统”，所谓“气血”意味着：信息及其载体，“经脉、络脉”是“气血”的运行通

路，意味着：“信息通道”，经络在体表的“穴位”意味着：人体控制系统的

输入端（控制器）、输出端（显示器），现在，上述观点已为我国许多现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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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大夫认可，并已流传到我国香港特区、澳门特区、台湾地区，以及东南
亚、欧美等海外华侨地区。

中医根据《黄帝内经》的“经络学说”，通过“经络系统”，协调阴阳、平
衡虚实、疏通表里，具有五行生克、子午流注关系，意味着：通过“人体控
制系统”进行“多级协调控制”，可以“处百病、决生死”，这既是我国中医
几千年治病救人的医疗实践经验的总结，也为海内外华侨地区的许多中
医治病救人的生动事例所证实。

本书从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观点，探索经络奥秘、破解经络之谜、

阐明经络实质，总结作者多年关于经络理论的研究及应用成果，为发掘
祖国医药学宝库，实现中医经络学说的现代化，提高中医理论方法的现
代化水平服务。

涂序彦

２０１６年６月１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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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简 介

本书是作者涂序彦、王枞、马忠贵，探索经络奥
秘、破解经络之谜、阐明经络实质，关于“现代经络
控制信息系统理论及应用”多年研究，开发，应用成
果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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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教授　李衍达院士　序

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它以其独特的理论体系和诊疗技术

为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在北京市科技局、卫生局的领导和组织下，本书作

者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控制论研究组长涂序彦副研究员，与组员黄

秉宪、郭荣江、潘华，参加了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与北京市中医院、

北京协和医院、北京中医学院等协作开展的“从控制论观点探讨针刺麻

醉原理与经络系统实质”科研项目，这项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

１９８０年，涂序彦、黄秉宪、郭荣江、潘华，合作撰写出版了我国第一

部专著《生物控制论》，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本书《现代经络控制信息系统研究及应用》是在上述工作基础上，总

结了作者及其学生多年研究心得以及新的研究成果而写成的新专著。

经络的循经感传虽然已经在临床实践、实验研究中得到证实，但是，

循经感传现象的机理和物质基础尚需进一步阐明。

本书的作者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就开始以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的

观点，对其开展具有前瞻性的研究，使我们对循经感传的机理和物质基

础的思考、不仅限于物质与能量、还扩展到信息，提出了“经络系统———

人体控制系统”，“气血———信息及其载体”，“气血意味着信息及其载

体”，“经脉、络脉”是“气血”的运行通路，意味着：“信息通道”，“穴位”意

味着：人体控制系统的输入端（控制器）、输出端（显示器）等深刻的论断，

经络在体表的重要结果，这是现代经络学说十分重要的进展。

作者从控制论观点分析“人体控制系统”与“经络系统”，提出：黄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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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经的“经络学说”是古典的“人体控制论”。这一精辟见解也开辟了：从
控制论思想研究人体内各种分子、细胞、组织、器官相互调控的先河。

在对“人体经络控制系统”深入研究、分析、类比的基础上，作者认
为：这对于工业控制系统、智能自动化系统的设计与开发，可以获得一些
新的启示，都是深有启发的。例如，经络系统的多级协调控制功能，多级
递阶体系结构，输入输出资源共享特性，多模式信息载体的应用等。

因此，我认为：《现代经络控制信息系统研究及应用》新专著的出版，

对于经络系统的深入研究，将“人体经络控制信息系统”的优良特性与功
能，借鉴应用于：工业控制系统、智能自动化系统的研究开发、创新设计，

都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与应用价值。

李衍达

２０１６年６月２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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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科学院研究员　孙柏林将军　序

收到涂序彦、王枞、马忠贵合著的《现代经络控制信息系统理论及应

用》的书稿后，经过努力地拜读，再次深深地敬佩涂序彦教授等人的“学

无止境，永攀高峰”的治学精神！因为，这是继《智能系统工程》一书之

后，又一部学术专著。这表明，涂序彦教授虽然已经是迟暮之年，但仍然

是一位“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耆宿贤者”！

正如作者在书中扉页上所写：“探索经络奥秘、破解经络之谜、阐明

经络实质”，该书正是从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观点，探索经络奥密、破

解经络之谜、阐明经络实质，作者们从古论今，总结了各自多年关于经络

理论的研究及应用成果，为发掘祖国医药学宝库，实现中医经络学说的

现代化，提高中医理论方法的现代化水平服务。

关于经络本质及其机制假说的研究，真可谓：百花齐放，精彩纷呈。

《现代经络控制信息系统理论及应用》一书则是其中独具特色，并饱含现

代科技信息的一支奇葩！

《现代经络控制信息系统理论及应用》一书，有如下特点值得注意：

１）钱学森是中国人体科学的倡导者。钱学森提出用“人体功能态”

理论来描述人体这一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研究系统的结构、功能和行为。

他认为，中医现代化，是２１世纪的一次科学革命！钱老说过：“人体科学

是现代科学技术中的珠穆朗玛峰！”（１９９６年２月２９日致邹伟俊———

《钱学森书信选（下卷）》１１２６页），毫无疑问，钱学森先生就是带领我国

人体科学研究人员向珠峰攀登的领路人！而涂序彦教授则是这支冲击
“人体科学研究”珠峰队伍中的主力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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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书的撰写出版表明：涂序彦教授是中国科学界的一代大师，两弹
元勋，钱学森先生的忠实学生。他正是遵循钱老的“中医现代化”的研究

思路，不断开拓创新，发场光大。同时，他又是一位在学术界颇具盛名的

好朋友、好老师，该书三位作者中，涂序彦教授算是“老”，北京邮电大学

王枞教授算是“中”，而北京科技大学的马忠贵副教授则是涂序彦教授的
博士生。正好体现了“老中青”三结合的典范。

２）经络与针灸的防病治病机理是中西医学领域的千古之谜，也是

生物医学研究的世纪难题。该书正是针对２１世纪难题所做的勇于探

索、知难而进的科研工作，凝聚了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与中医经络学

说、人体科学的研究、开发、应用成果，是关于复杂大系统整体结构的综
合性关系学。

为此，作者提出了：经络系统论、气血信息论、经络控制论，论述了：

“经络－神经－体液”统一观，研究人体经络控制信息系统对工程技术控

制信息系统设计的启示。为了进一步采用现代科学技术，探索“经络”之
谜，研究“经络”的实质，验证“经络———人体控制系统”的设想、“经络———

神经———体液”统一观，建议研究开发广义“经络人”，指出了：人体经络

控制系统不同于常规工程控制系统的优越性能与显著特点。

３）该书从“交叉科学”的高度出发，正如涂序彦教授所说：“《大系统

控制论》的研究表明：多级递阶结构是生物生态、社会经济、工程技术领
域各种大系统结构的共性，因此，工程大系统设计与开发可以从经络大

系统研究中吸取有益的启示。”创新的力量，总能穿过夜色，照亮更远的

前程。

钱学森先生认为：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开放和
不断生长发展。（《智慧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哲学研究》１９８７年第２
期）中医现代化的发展要注意系统和协调，作者在该书篇幅里面，处处体

现了这一重要原则。

２０１６年５月３０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

平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上发表重要讲话时强调：“纵观人类发展历史，创新始终是一个国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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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民族发展的重要力量，也始终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不创
新不行，创新慢了也不行。如果我们不识变、不应变、不求变，就可能陷
入战略被动，错失发展机遇，甚至错过整整一个时代。”“抓科技创新，不
能等待观望，不可亦步亦趋，要有只争朝夕的劲头。”“科学研究既要追求
知识和真理，也要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和广大人民群众。”

当今世界，科技创新大潮澎湃，国际竞争日趋激烈，抓住先机才能引
领潮流，把握航向才能扬帆致远。中国已经全面进入创新时代！科学的
第二个春天已经来到。今天的中国，创新适得其时、适得其势。该书的
出版符合形势发展，正当其时！

《现代经络控制信息系统理论及应用》一书具有前瞻性、创新性，这
是由于作者做了许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情，不断地扩展“中医现代化”研
究的新视野、新理论、新方法，具有十分宝贵的创新学术意义和应用
价值。

本书学术思想前沿、观点突出、内容充实、文笔流畅、逻辑合理、作风
严谨，是一本很好的精品教材，可作为面向中医人体科学、系统工程、智
能工程、信息工程、网络工程、软件工程等领域的研究生和大学生教材；

亦可作为从事相关研究领域科技工作者的参考书。

孙柏林

２０１６年６月２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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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才科学研究院　针术研究所
刘合群所长　序

人体经络的发现，已有２０００多年历史，虽然，从传统中国医药学的

视角，关于“经络学说”，过往研究，为之不少。但是，这些关于经络的研

究工作，都没有跳出传统中医学的视角。

国内外现代生理学、解剖学工作者，采用人体生理学、人体解剖学方

法、技术研究经络，但解剖之后，却没有发现 “经络”的特异实体，经络的

存在已完全超越了解剖学的思维，采用解剖的途径研究经络，却使人步

入了迷茫，在医学界、学术界，称为：经络之谜。

例如，朝鲜的金风汉宣称：在人体解剖实验中，发现了经络实体，并

命名为：风汉管———经脉、络脉，风汉小体———穴位。然而，他的实验结

果，不能证明、无法重复，据说后来他自杀了。

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挖掘，加以提高。中医的

发展、中西医结合，都面临着新的突破，面临着如何与现代科学嫁接，如

何走向现代化的问题。

早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涂序彦副研究员，

在大师钱学森、杨嘉墀、疏松桂先生的关怀、指导、支持下，开展了“控制

论、信息论、系统论”的研究，并肩任“控制论研究组”组长，在我国率先将

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的思想方法，运用于探讨中医经络实质，研究针

刺麻醉原理。在此时代背景下，从“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的视角，探

讨经络奥秘、揭示经络本质、破解经络之谜，为从现代科学技术途径研究

经络，开了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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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科技大学计算机与系统科学研究所名誉所长，“协调控制理论”

创立者，“协调学”新学科创建人涂序彦教授，现年已８２岁高龄，老骥伏
枥、志在千里，总结近５０年，坚持不懈，从现代“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

的观点，探讨经络奥秘、破解经络之谜、阐明经络实质，撰写出版《现代经
络控制信息系统理论及应用》，探讨经络奥秘、破解经络之谜、阐明经络
实质，这的确是崭新的科研成果，真是令人耳目一新！

我完全赞同涂序彦教授总结的关于“经络”基本观点，如：

经络———人体控制信息系统，气血———信息及其载体，经脉、络脉———

信息通道，穴位———信息输入、输出，“经络—神经—体液”统一观，经络
系统的主要物质基础—神经、体液系统。

特别是经络—神经—体液统一观，很有创见，而在以往，我们却忽略
了他们之间的联系，总是分立的，缺乏“学科交叉，相互融合”的研究。

作为医学工作者和科学工作者，若能认真读一读这本著作，我想我
们从中获得的益处绝非只是字里行间的理论知识，更深远的意义还在打
破了我们固有的思维模式，开始以新的视角观察任何事物，思考以往我
们从未这般思考的问题，我想这也是本书出版的初衷吧！

刘合群

２０１６年７月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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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章　绪　　论

“经络学说”是“中国医药学”宝库中的基本理论，是我国中医长期医疗实践的

经验总结和理论概括。“经络”调控功能和“经络”感传现象客观存在，但是，在人体

解剖中，至今尚未发现“经络”特异的实体形态结构，是否不符合“生理学”的“功能

与结构”的统一律？这就是所谓“经络”之谜！

本书在《生物控制论》专著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经络奥秘、破解经络之谜、阐

明经络实质，总结作者和学生们关于现代经络理论研究及应用的新成果、新进展，

提出：经络系统论、气血信息论、经络控制论，论述：“经络—神经—体液”统一观，研

究人体经络控制信息系统对工程技术控制信息系统设计的启示。

经络学说是中医理论宝库中的重要内容，早在２０００多年以前，中医经典名著
《黄帝内经》就对经络有系统的论述。认为：“经络”是内属脏腑，外络肢节，沟通表

里，网络全身的气血运行通路，具有运行气血、协调阴阳、平衡虚实、调节脏腑等“决

生死、处百病”的重要功能。

从古到今，中医的长期、大量的临床医疗实践表明：经络学说对针灸治病、中药

处方、中医诊断与辨症施治，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受到历代医家和国内外的重视。

“经络系统”包括十二经脉、十二经别、十二经筋、十二皮部，奇经八脉、十五络

脉，以及遍布全身的子络、孙络和体表穴位。《黄帝内经·素问》指出：夫十二经脉

者，内属于脏腑，外络于肢节。经脉，经别等遵循一定的走行路线，分布在经脉的穴

位又各自有着特殊的生理以及病理特性。《内经》提出的通过问、审、切、循、按等对

在络脉颜色的改变、经络循行部位的陷下、血脉的异常浮现、结节、肿块形态改变、

经络循行路线的实际温度和自我感觉温度的变化以及经络循行通路上的疼痛，按

之舒适、麻木等感觉反应进行诊查，总结规律，确立刺络放血、巨刺、缪刺等治疗方

法。《黄帝内经》的经络理论、脏腑理论，包括诊查体系以及后世临床实践的经验总

结，对经络诊断，临床治疗，经络性能的研究均起到指导作用，然而，由于缺乏客观

评价标准、大样本研究，临床应用严重受到限制。
·１·



“经络系统”是联系内外、沟通表里、网络全身的气血运行通路，将人体的五脏

六腑、五官七窍、四肢百骸，相互联系起来，使全身上下左右、前后内外，相互协调、

彼此配合，组成具有生命活动的有机整体。

“经络系统”具有控制人体生命活动的功能，《黄帝内经·灵枢》指出：“经脉者，

所以决生死，处百病，调虚实，不可不通”，“经脉者，所以行气血、而营阴阳，濡筋骨、

利关节者也。”《黄帝内经·素问》认为：“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

“经络学说”称：“脑”为“元神之府”，认为：“诸脉皆通于脑”。《针灸大成》指出：

“首为诸阳之会，百脉之宗，百脉皆归于头”，《难经本义》认为：“脑为髓海，其气之所

聚，卒不受邪，受邪则死。

《黄帝内经·灵枢》指出：“按其处，应在中而痛解，乃其腧也”，“腧”即“俞穴”。

《黄帝内经·灵枢》认为：“五脏有疾也，应出于十二原”，“明知其原，睹其应，而

知五脏有害矣”。“十二原”即十二经脉的“原穴”。

《奇经八脉考》指出：“经凡十二，络凡十五，其中廿七气，相随上下，如泉之流，

如日月之行不得休息。”故 阴脉营于五脏，阳脉营于六腑，阴阳相贯，如环无端。

中医的长期医疗实践和大量的临床观测证实：经络的功能和现象是客观存在

的。例如：根据“循经取穴”的原理进行针灸治病，按照“药物归经”的理论，进行中

药处方，确有显著疗效。同时，对各种经络敏感现象和经络敏感人，进行实验观测。

当针刺穴位时，会引起针感沿经络运行路线的传导，或在体表沿经络的循行路线，

出现压痛点、低电阻点、皮疹、皮丘带。

国内外大量实验研究与临床观测结果表明：虽然，中医的长期医疗实践和大量

的临床观测证实，经络系统关于人体的生理心理的控制调节、疾病诊断治疗的功能

是客观存在的，但是，至今在人体的解剖与组织形态研究中，尚未发现经脉、络脉和

穴位的特异实体。

这不符合现代人体生理学、形态学的基本理论：功能与结构统一论，即生理调

节控制功能与组织形态结构的统一论。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人民日报》曾经报道：朝鲜学者金凤汉研究人体经络系统，

声称：在人体组织形态解剖中，人体发现了经脉、络脉、穴位的特异实体，并命名为：

“凤汉管”———经脉、络脉，“凤汉小体”———穴位。

但是，我国北京中医研究院、针灸经络研究所，曾经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实验、组

织形态解剖工作，无法重复、证实金凤汉的人体组织形态解剖实验结果。

国内外大量实验研究与临床观测结果又表明：经络系统的生理调节控制功能、

组织形态结构与神经系统、体液系统的生理调节控制功能、组织形态结构，有密切

的关系，但又有显著的不同。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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