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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能量对于人类生命本身非常重要，如果每个人都能获取

与自身相匹配的能量，人体细胞就会充分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自我调节、自我治疗等细胞自我管理行为。人类健康的基础是

细胞健康，细胞健康的前提是能量充足。细胞就像工厂一样，

人类有最好的设备和最好的原材料，如果没有电它什么也加

工不出来。

能量也经常被人们误解，人们经常听到“多吃点好的补充

补充能量”，这句话听上去好像有点道理。营养不就是能量吗？

没错，它最终肯定变成能量，但在它变成能量之前还需其他能

量帮它转换。如果了解汽车的工作原理，就会理解能量之间的

转化：汽车烧汽油（粮食，也是化石能），它有进排气门（呼吸），

还需要电打火（电能）；汽油燃烧后产生动力（机械能），这样汽

车才可以行走。“能量”一词是泛指，将能量引入医学之后人们

要区分开能量与“能量”的关系，不能将营养直接当成能量来

研究医学。

2 生命需要按能量重新定义

能量对于人类非常重要，是因为能量就是人类（生命）的

组成部分，无论人类是健康或疾病，都与能量有关，而人类却

无法给健康或疾病准确的定义，医学也就不可能掌握完整的

医学体系，其原因就是在更高的哲学层面上没有给“人”下一

个准确定义，如人是能制造和使用工具的动物，显然这一定义

不能反映人（生命）的本质，也无法引入医学中。为更好地发展

人类医学事业，必须对人（生命）重新定义，人（生命）是由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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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按生命几何排列的物质和意识组成的统一体，这一定义包

括所有生物，小到病毒大到人类，所有生物全有意识（病毒意

识、单细胞意识、植物意识、动物意识、人类意识）。

3 能量医学

人类有了准确的定义，就知道什么是健康与疾病了。能

量、物质、意识三者有机地结合就是健康，反之就是疾病或亚

健康。

根据人的定义，人类医学应当分为三大部分，即能量医

学、物质医学和意识医学。目前世界上存在的医学基本上都是

物质医学范畴，其深度已达到分子水平（分子医学）；还有一小

部分为意识医学，即精神类医学（至今也没有找到精神类疾病

的致病原因）；而能量医学还没有引起人类的重视。中国是研

究能量医学最早的国家，在石器时代人们就发现了用手按压

身体能够缓解疼痛，后来发现用石头尖顶着更有效，慢慢地先

人们总结出来了这其中的奥秘，将这些点连接起来，给它起了

一个名字叫“经络”。先人们不断探索和总结，将经络有机地与

内脏联系到一起，并用针灸等不同方式加以中药配合治愈了

无数中国人，这些治疗方法一直延续至今。但遗憾的是，经络

的作用和治病的机理始终没有参透，对经络的了解也停留在

“气滞血瘀”“痛则不通，通则不痛”和气血循环等认识上[1]。

4 能量医学的分类

随着能量医学的不断探索和深入，人们全面了解了能量

与人类进化的关系（人类许多疾病都与进化有关，几乎所有疾

病都是人类自我干预的结果），给传统的中医经络学注入了新

的活力，让中医再次伟大，造福于世界人民，也使医学进入能

量医学时代[2]。

能量医学分为能量的获取、能量的传输、能量的储存和能

量的作用四个方面。

4.1 能量的获取（食物转换除外）

人类获取能量的途径有两种：第一，晒太阳。人类全身都

是“太阳能收集板”，因为皮肤每一个细胞都是感光细胞，能够

收集和处理光能。但是，因为人类的无知，用各种华丽的服装

将自己包裹起来，阻断了太阳能的供给，而人体细胞无法改变

这一事实，因此通过增长头发来获取更多的太阳能，这也是为

什么所有动物中只有人类长着长长的头发，同时也是女性平

均寿命高于男性的一个重要原因。第二，通过中医内功心法获

取能量。中医内功心法已被几千年的中医实践证明是行之有

效的强身健体之“功”，它可以激发和调动人体内的能量，是对

太阳能的有益补充。

人类属于耗能非常高的动物，尤其是人类大脑耗能更高，

但血流量（营养供给）与太阳能供给应保持相对匹配，才能保

障人体细胞的需求。如果不能达到与营养摄入相匹配的能量

摄入，细胞将经常使用降级能量（体温储存能量），久而久之将

影响细胞的活跃度，从而影响人体免疫力，降低人类寿命。

现在人们去看中医总感觉针灸不如过去好用，其实并不

是针灸不好用了，而是人们的户外活动减少，导致太阳能的获

取减少。可是，经络通了而能量却没有及时跟上，经络存在的意

义也就不大了。因此，人类应当重新评估人类健康与太阳的关

系，要让人们科学地“享用”阳光，从阳光中获取充足的能量。

4.2 能量的传输———经络

经络学是中医的基础，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医术。中医用经

络上的穴位结合中草药治愈了无数人，直到一百多年前中医都

领先于其他医学。但遗憾的是，经络学始终停留在传统这个层

面上，对于经络的产生、作用和深入探索都没有进一步的研究，

经络也没有一个准确的定义，这严重阻碍了中医学的发展。

经络是由胶原纤维组成的网络，分为狭义经络和广义经

络。狭义经络即中医所述的经络，一般具有指向性，如心经、肺

经等；广义经络即连接所有细胞之间的胶原纤维。

经络的作用包括四个：淤给细胞提供能量维系生物场，使细

胞正常工作；于给血液提供能量转换促进细胞吸收；盂给细胞间

提供信息联系（细胞管理系统的通信）；榆提供一部分养分。

经络系统是生物最早（没有血管之前）形成的系统，随着

人类进化不断地完善，中医很早以前就发现了经络的存在，并

加以利用。2018 年 3 月 27 日，《自然》杂志发布的一篇论文

（《人类组织中未识别间质的结构与分布》）中阐述了经络（文中

称间质结构）的存在，这为中医经络学走进科学奠定了基础。

4.3 能量存储———体温

体温是人们非常熟悉的事物，人们每次看医生都会测量

一下体温，看看是否发烧，可是若是问医生体温是什么，医生

只知道什么样的体温是正常的，什么样的体温是不正常的，也

会根据患者的体温高低判断病情的严重程度，也大概了解引

起体温升高的主要原因（一般都是病菌和病毒引起的）。可是

想让医生说明体温是什么那就太难了，因为体温属于能量医

学范畴。

4.3.1 什么是温度

温度是表示物体冷热程度的物理量，微观上来讲是物体

分子热运动的剧烈程度。温度只能通过物体随温度变化的某

些特性来简单测量，而用来量度物体温度数值的标尺叫温标

（体温计）。

从分子运动论观点看，温度是物体分子运动平均动能的

医学理论研究 Medical Theory Research

10



2020 年 4 月

April 2020

PracticalMedicalResearch实用医学研究

医学理论研究 Medical Theory Research

图 1 温度与动能的关系曲线

标志。温度是大量分子热运动的集体表现，含有统计意义。

4.3.2 什么是体温

体温是人体细胞活跃（细胞活跃度）所需能量的体现。不

难理解只要分子活跃就必须有适当的温度，而要保持人体细

胞有活力，就要有与细胞相匹配的热能量。人类经过长期的进

化，现在相匹配的体温是 36.6益，图 1 是一个温度与动能的关

系曲线，e 表示分子（细胞）运动平均动能，c 是摄氏温度。

4.3.3 体温的演变与原因

1851 年，一位名叫卡尔·温德利希的德国内科医生收集了

25000 名病人的腋下体温数据，首次确定了人体正常体温为

37益，这种说法一直延续至今。但是，近年来许多科学家认为

人类体温在不断下降，37益已成为历史。造成人类体温不断下

降的主要原因就是人类进化产生文明以后，人为地将太阳能

阻隔的结果，也就是吸收的太阳能与消耗不匹配的后果。

4.4 能量的作用

提到能量的作用，人们一定会想到当自己需要补钙时医

生不但让补钙，同时还会让多晒晒太阳，好增进钙的吸收。人

晒太阳可以使血液中产生维生素 D，维生素 D 是促进骨细胞

吸收的重要物质。骨细胞需要能量转换，那么其他细胞是否也

需要转换呢？肝细胞、肺细胞等也都是一样的，人体内脏都有

经络通向皮肤，皮肤收集的太阳能通过经络传至全身的每个

细胞，给细胞提供能量，中医针灸就是将这一通道打通，使能

量直达每一个细胞。而细胞有了充足的能量，细胞自身就具有

自我修复的能力（配合一定的营养）。

5 结语

现在医学纠正了一个前期的错误认识，过去医学认为人

类的心脑血管疾病与人体盐摄入量有直接关系，并强调低盐

行为，但低盐行为（低钠）可能对人体的伤害更大。现代医学发

现盐本身并不是造成心脑血管疾病的原因，而真正的元凶是

食用盐加工工艺上，盐加工成人们食用的盐需要 1000益的高

温来合成，而人类身体在分解盐时需要付出相应的“能量”才

能获得钠离子，这无疑增加了心脑血管的负担，增大了产生疾

病的危险。

“能量”一词属于泛词，它涉及人体的方方面面，能量存在

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能量之间的转换也是多姿多彩，就连人

类的意识本质也是能量，而人类对人体能量的理解还停留在

食物能量这个层面，没有全面理解能量的作用及意义，也就无

法准确把握能量与健康、能量与进化等的关系。医学应当补齐

这个短板，建立“能量医学”，造福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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