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中医的起源

在远古时期，人们对疾病一无所知，身体哪个地方不适

就用手顶着，病情就得到了缓解。后来人们发现用石头尖顶

着更有效，就这样经过人们不断地实践和体验，也就形成了

中国最早的经络学，这一说法得到了考古界的证实。神农（炎

帝）尝百草给后人留下了《神农本草》。伏羲发明“八卦”，中医

中的阴阳五行和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及辩证施医来源

于“八卦”的基本思想。“八卦”经千年演变到了春秋时由孔子

升华为《易经》。《易经》是一部哲学著作，中医实践加上哲学

思想，逐渐就形成了中医理论。

中医通过对全身各器官、各组织之间的协调解决，达到了

治标和治本的效果，因此中医学也称为“宏观医学”。中医是中

国人勤劳和智慧的结晶，中医对中国的饮食文化影响巨大，对

政治、语言、农业甚至整个中华文明的发展都起到了非常大的

作用，同时也影响了世界上许多国家。中医经过几千年的演变

已固化到中国人的心中，成为中国人信仰的一部分。但是，随

着西医的发展，尤其是现代西医借助科技进步，将医学推到了

分子水平。从人的 DNA 和细胞入手来解决人体问题，因此西

医也称为“微观医学”。而中医还停留在传承这个层面上，发展

没有方向，出现了西方排斥中医，国人不认中医，甚至还出现

一些中医院根本不用中医治疗的现象。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三

个方面：第一，自明代李时珍以后，中国再也没有出现“大家”，

中医理论也没有大的突破；第二，现在的中医着重于挖掘祖传

秘方，而没有用现代科技来解决的中医思想，或者说还没有找

到现代科技与中医的突破口；第三，中医的学术氛围还不够

强，很怕被别人知道“祖传秘方”，这也阻碍了中医的进步。

2 中医的探索

中医自诞生以来，通过不断完善，将疾病的外在表象与

内在病因相联系，形成了中医独特的不借助任何仪器的诊断

（望、闻、问、切）和循序渐进的辩证治疗方法。到了春秋时期，

老子创办了道教，道教完全接受了中医。到了东汉时期，佛教

进入了中国，带来了古印度的“气功”，它与中医的内功心法

和经络学有机地结合，人体有经络，而经络又能产生人体“生

物场”。这个生物场能发出和接收他人的生物场，同时感知生

物场中的信息，还可以产生引力和排斥力 [1]。

3 经络和行气

经络学是宏观医学的重中之重。经络与行气是经络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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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方面，一个是经络网，一个是在这个网中运行的“气”，经

络学是中医的基础。

3.1 经络

经络系统是继血液系统、神经系统和淋巴系统后的另一

种特殊系统，它与血液系统相似，给身体中的各个组织、器官

和细胞提供营养，同时促进血液循环。人在从事体力活动时

血液加速，经络中的“气流”也在加强，而且针灸治疗也确实

能治好病，这都说明经络参与了各细胞和器官的活动。中医

中所讲的气滞血瘀和通则不痛，痛则不通的道理就是指经

络。经络中的“气”可在体内循环，也可以在体外循环，在体内

循环时体现的是气流、电流和场流，体外循环时只有场流。意

识（意念）可控制场流体，也就是说，经络中的场流体可受意

念引导，由于场流体受意念控制，同时它又作用于各细胞，很

可能场流体就是生物进化内因所在。读过《进化论》的人都知

道，达尔文所揭示的就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大自然法

则，而没有阐述生物进化的机理，生物进化的前提是基因变

化（影响基因变化的原因很多，这里只说两种），一是受辐射

影响，二是动物为了适应环境的需要而产生基因变化（一切

人、动物甚至细胞都是有智慧的），动物为了适应环境将这种

潜意识赋予场流体，从而产生基因变化，达到进化的目的。生

物场可传递和接收生物信息，当身体某个部位发生病变时，

这个病变处的生物场也会发生变化，练成内家功的人会感知

这一变化，甚至一些动物还会感知地震前的信息（动物震前

反常现象）。生物场的穿透力极强，目前包括铅板在内的所有

物资都阻隔不了。生物场中有引力和排斥力，生物场可激发

人体的其他潜能。在经络中有很多节点，人们称其为“穴位”。

穴位是经络中的敏感点，也是连接体内外的重要之处，人们

可以通过外力行气的办法（如针灸等）来刺激穴位，从而让经

络顺畅，达到治疗的目的[2]。

经络运行有个特点，即体内经络不能断，体外经络不能

连。体内经络不能断就是指通则无病，不通肯定有病（或亚健

康）；而体外经络不能连是指一般情况下人们普遍认为，不是

连上传输效果更好吗？其实不然，场耦合传输效果更好，是直

接相连无法取代的，如两手直接搭在一起什么感觉都没有，

而离开一定距离就有气感存在，这是因为两个肢体通过场耦

合而产生谐振，谐振也叫共振，威力巨大，它在不断增强耦合

两点的同时，也会带动相关经络的加强。这一特点也适合于

其他人的生物场交流。

3.2 行气

气是指气流、电流、场流和生物场的总称，在经络中它以

气流、电流和场流的形式存在，在体外它以场流的形式存在。

无论体内、体外都有场的存在。行气是指气在经络中和体外

运行，它分为自然行气、行为行气、意识行气和外力行气四

种。自然行气是每个人身自然存在的，它参与了人体各组织

等的运行，一般不易被人感觉到；行为行气是通过自身的一

些动作来引导气的运行，通过一定时间的训练会感到气的存

在和运行；意识行气也叫意念行气，是通过意念导引的方式

来导引气的流动，通过一段时间的训练也可感到气的存在和

运行，但是意念导引易出偏差，需慎用；外力行气是指通过外

部力量来引导自身行气的方式，它分为针灸、点穴、推拿、电

击和场引导（他人发功引导）。

4 中医的发展

中医一直在延用千年以前的办法，必须用现代的科技和

视野来审视和发展中医，才能使中医这个古老而又神秘的医

学发扬光大。

4.1 将中医重新定位

把中医定位于宏观医学。点穴与经络学是中医的基础，

也是人类最早的医术（没有之一），它在几千年以前就揭示了

人体各器官、各系统、各组织、各个细胞之间的关系，还揭示

了这个机体与自然的关系。这个思想太过超前，以至于到今

天人们都不能理解这其中的奥妙，这就需要在宏观医学的思

维下来研究它。人体有很多无法解释的物理现象，要用现代

的科学技术一一解释，并形成一个新的学科———人体物理，

当人们把人体物理搞懂了，科技也会更上一层楼，也会产生

属于中医的各种仪器。

4.2 将“中草药”改为“草药”

将中草药改为草药也是站在“宏观”这个思维上，现代中

医需要有广阔的胸怀和全球的视野，将世界上所有对人体有

作用的“草”或其他都纳入中医体系中，造福国人和世界人民。

4.3 重视中医知识产权

中医药方和施治思想来源于传承，每个中医人开的药方

和施治方法都不一样，有的治疗又好又快，有的治疗又不好

（下转第 1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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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慢，甚至个别的还没有效果。究其原因，这些药方和治疗方

法都是中医人吃饭的“饭碗”，不愿传给他人。这就需要在国

家层面来解决这个问题，设立中医药方的知识产权保护，让

中医人也能体面地挣钱，严厉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保

护中医人的合法权益，这样才能更好地发展中医。

4.4 加强中医科研投入

加强中药的提取研发，让人们吃中药不再是难事。将传

统中医理论用现代科技来诠释，让人们更懂中医。组成包括

中医、西医、物理和气功界的专家组，共同研发中医经络学，

开发与之相关的医疗设备，让人们了解中医的未来。专项研

究中医与饮食、中医与运动等的关系，指导人们的健康行为。

制定中医的相关标准，加大资金投入，建设一支强大的高质

量的中医队伍，建立中医药和西医药互补机制。

5 结语

中医文化延绵几千年，出现了不少经典的药方（如六味

地黄丸）和治疗案例，也出现了一些具有现代信息的治疗仪

（如磁力治疗、电针、按摩、足疗等），一些西方人士也开始接

受中医，如美国泳将菲尔普斯在世锦赛上，让人们耳目一新

的“拔罐”印记，它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西方人同样也会得

风湿病；二是中医疗法在西方人身上也同样有效。随着中医

的发展，西医和世界人民一定会接受中医。中医经络学是人

类医学文明的先驱，也是人类医学的归宿，更是人类医学皇

冠上最璀璨的一颗明珠。中医经络学是虚拟（解剖看不到）与

现实的结合体，更是“唯心”与“唯物”的统一体。传统中医是

让人们继承和发展的，它一定会伴随着科技的发展而进步，

也一定能重新登上世界医学的巅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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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两个小组的生活质量评分

小组名称 患者人数 躯体角色 情绪角色 精神健康 躯体功能 总体健康

常规组 35 60.23依3.59 64.45依3.21 63.34依3.67 62.23依3.84 61.32依3.95
保健组 35 89.96依4.58 88.87依4.88 87.65依4.93 86.54依4.76 84.33依4.85

P - 约0.05 约0.05 约0.05 约0.05 约0.05

3.2 分析两组患者的焦虑、抑郁评分

表 2 两组患者的焦虑、抑郁评分

小组

名称

患者

人数

焦虑评分 抑郁评分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保健组 35 61.05依0.89 13.07依0.20 61.22依0.66 14.05依0.45
常规组 35 60.33依0.75 35.57依0.35 60.31依0.70 34.37依0.88

P - 约0.05 约0.05 约0.05 约0.05
由表 2 可以看出，保健组患者的焦虑抑郁情况相对常规

组得到了有效缓解，两组数据存在统计学意义（P约0.05）。

3.3 观察两个小组的生活质量评分

由表 3 可知，保健组的生活质量评分较高，两组数据存

在统计学意义（P约0.05）。

4 讨论

综合分析此次研究，可以得出结论针对中老年妇女临床

常见妇科疾病实施积极有效的预防保健措施、加强对患者的

个性化健康指导可有效提升综合治疗疗效，在各方面均有获

益。由此将预防保健措施应用到中老年妇女常见妇科疾病的

治疗过程中，可以减少包括尿失禁、盆腔脏器脱垂在内的多

项临床常见妇科疾病的发生，缓解患者更年期的焦虑抑郁情

况，减少中老年慢性病的发生，具有较高的临床应用价值，可

以在中老年妇女常见妇科疾病的临床治疗过程中进行大范

围推广和应用,尤其适合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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