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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医学界对肌筋膜链理论的研究越来越深入，从对肌

筋膜整体性的认识到肌筋膜链分布规律，不难得知肌筋膜链与

经脉在循行、功能上均有重叠性。阳主动，并且阳经多分布于

头、背部、躯干的外侧及腹部；肌筋膜包含了肌肉的功能而肌

筋膜链与运动系统的功能相关。因此，对二者相关性的探讨为

经络系统更好地应用于临床提供了理论依据，也为肌筋膜链理

论的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撑。

1 肌筋膜链理论

肌筋膜是包围覆盖肌肉与骨骼的一层紧密且有韧性的组

织。Thom as W .M yers 认为，筋膜网络是人体内最大的感觉

器官，连续的筋膜网络构成了人体功能的整体性，且形成肌筋

膜链，人体的稳定、张力等及姿势的代偿是通过肌筋膜链实现

的。生理状态下的肌筋膜链相互协同作用完成机体一系列运

动，病理状态下也相互影响。健康的肌筋膜可承受一定的压力

衡，促进气血运行，从而激发人体精气扶正祛邪，病则乃去。
调平人迎寸口脉、稳定阴阳平衡是其他疗法有效治疗的前提和

基础，人迎寸口脉针法可以与其他针法及用药配合使用，能增

强其他针灸或药物的治疗效果。
5 病案举例

患者，男，陈某，30 岁，2016 年 3 月 9 日初诊，5 天前

因受寒后出现头痛，乏力，见光尤甚，颈项僵硬疼痛，尤风池

处为甚，伴眠差，在当地社区医院诊断为“感冒”，给予口服

西药及输液治疗，乏力有所好转，仍有头痛，周身疼痛，舌淡

暗苔薄黄。人迎寸口脉诊：人迎一盛于寸口，病在足少阳。治

疗：泻足少阳补足厥阴，二泻一补，选穴为侠溪、足临泣

(泻)，曲泉(补)。补：闭神透皮，呼气徐入，入针宜浅，留针

候气，吸气疾出，按闭针孔；泻：透皮候针，吸气疾入，入针

宜深，吸转呼松，摇针徐出，摇大针孔。3 支毫针刺入，行补

泻二遍脉平起针后，患者头痛已消失，嘱其到室外见强光后回

访，已无不适。第二日复诊，所有症状基本消失。
按：本案患者是热邪郁于体表的足少阳胆经经脉，足厥阴

肝经阴血不足，故表现为人迎浮大应指有力而寸口沉弱，即人

迎一盛于寸口，故取泻足少阳胆经五输穴中荥穴侠溪、输穴足

临泣以“越诸阳之热逆也”发散头表之热邪；取补足厥阴肝经

五输穴中合穴曲泉达到补血养肝、敛阳入阴、活血祛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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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牵张力，肌肉与肌筋膜都长期处于收缩的状态以使被压缩的

肌肉维持原有的状态。因此，在临床上治疗相关疾病时不仅要

治疗肌肉，更要重视肌筋膜。
2 经络系统中阳经的分布及其功能特点

经络系统由经脉、络脉、十二经筋、十二皮部等组成，从

经脉在背部与腹部循行分布及与头面五官的联系等足以管窥经

络系统中阳经的重要地位。
2.1 头面部与阳经 《灵枢·邪气脏腑病形》载：“诸阳之会

皆在于面”，经络与头面官窍通过正经、经筋等形成联系并构

成内外相合的整体[1～2]。但要明确阴经、阳经与头面官窍的联

系程度不相等，相较之下，阳经与头面五官联系更密切[1]。
头面五官疾病易在阳经上出现病理反应，刘澄中[3]在经络感

传研究中指出：“中枢神经系统疾病的循经感传多通过手足

三阳经走行，其与颜面部疾病相关，其研究中循经感传通过

手足三阳经走行的比率约占 84.3% 。20 世纪 70 年代彭静

山提出的眼针疗法及后人的发挥[4]，耳针疗法的广泛应用，

皆是认识到经脉与头面官窍的联系及阳经与头面部密切的

关系。
2.2 腹部与阳经 足阳明胃经是直接循行于腹部的阳经，一

般认为，背为阳，腹为阴，足阳明经做为阳经却循行于腹部。
《内经》载：“太阴行于前腹之里，厥阴行于侧胁之里，少阴

行于后背脊内廉。”可见足三阴经循行于躯干之里，相应的足

三阳经循行于躯干之表。任路等[5]认为，躯干部应以表里分阴

阳，因此，阳经也可循行于腹部。足阳明胃经做为唯一的阳经

循行于腹部，其多血多气且阳气旺盛，可平衡胸腹部阴阳之

气，以达到阴阳协调统一[5]。从针灸临床角度而言，足阳明胃

经应用于治疗消化系统疾病的疗效优于足太阴脾经，此与“从

阳引阴”的治则相关。
2.3 背部与阳经 从循行规律上认识到，手三阳经、足太阳

膀胱经、督脉、冲脉等在背部均有循行，阳经多循行经过背

部。足太阳膀胱经作为巨阳经脉，是十二正经中循行路线最长

且与脏腑组织联系最密切的经脉，与督脉联系密切；督主身后

之阳，对十二正经有统摄调节的作用，因而，足太阳膀胱经对

其他经脉也可起到调节作用[6]。《难经·六十七难》载：背俞

穴“阴病行阳，俞在阳”，可见背俞穴分布在阳经上却行使同

治阴阳的功能[6]，且背俞穴常是五脏疾病的反应点。在临床上

三九灸与三伏灸也是通过艾灸背部阳经的腧穴而起到保养阳气

调节阴阳，治疗脏腑疾病的效果。

表 1 肌筋膜链与经络系统

胚胎起源

循行

激痛点与穴位

在背部的分布

肌筋膜链

肌筋膜链起源于中胚层

激痛点分布于肌筋膜层次，激痛点与阿是穴有共通

之处

肌筋膜链互相联系，往往在背部聚集，椎旁肌肉组

织是全身肌筋膜链的联系点[9]

经络系统

经筋系统起源于中胚层[7]，部分循行头面官窍的阳经经

脉与外胚层相关[1]

国际上人体 14 条经络上的 361 个穴位的针刺部位均是

分布在肌筋膜内的不同层次[8]

阳经多经过背部，足太阳膀胱经对其他经脉起到调节作

用

表链、后表链及体侧链分别与足阳明胃经、足太阳膀胱经、足少阳胆经吻合；手臂上的四条肌筋膜链，从前表

链到后表链分别与手厥阴心包经、手太阴肺经、手太阳小肠经及手少阳三焦经吻合；螺旋链与足太阳及足阳明

经循行相似

3 肌筋膜链与阳经

3.1 螺旋链与足太阳膀胱经及足阳明胃经 不少学者将肌筋

膜链与中医的经络系统进行比较，有相关研究发现，其中有 8

条肌筋膜链在循行路线上与十二正经中的 9 条经脉有吻合[10]，

其中肌筋膜螺旋链对应了足阳明经和足太阳经。将足阳明经及

足太阳经的循行路线与螺旋链进行系统的比较不难得知其三者

重叠的部分甚多。三者除了在头顶、面部的循行不一致外，其

他部位的循行基本相似。党瑞山等[11]认为结缔组织与经脉腧穴

的分布有关，这也提示了肌筋膜链与经脉的相关性。据《经络

腧穴学》的定位方法可知足太阳经脉的腧穴与螺旋链的走行轨

迹及骨 - 肌结点吻合率达 31.3% ，足阳明经脉的腧穴与螺旋

链走行轨迹和骨 - 肌结点吻合率达 57.7% [12]。
3.2 体侧链与足少阳胆经 D orsher 认为肌筋膜体侧链与足

少阳胆经相对应，二者在循行分布上重叠性高[10]，在头部二者

都有到达耳区，在躯干部下肢部及足部二者皆是顺着躯干的外

侧循行。据《经络腧穴学》的定位方法将足少阳经的腧穴分布

与肌筋膜体侧链的轨迹及骨性、肌性结点进行对比，二者的吻

合性高达 57% [13]，从功能上而言，二者有相关性，《灵枢·根

结》记载“少阳为枢”，同篇又从病理的角度论述了少阳经脉

的功能，即“枢折，则骨摇而不安于地，故骨摇者取少阳”，
可知少阳经脉分布于躯体两侧有维持躯体平衡的功能。体侧链

在临床上也多应用于纠正躯体前后及左右的失衡，并有稳定躯

干与下肢平衡的功能。
3.3 后表链与足太阳膀胱经 肌筋膜链上的后表链是一条连

续的经线，是一条在人体矢状面上协调姿势与动作的主要经

线。按后表链的分布上而言，后表链其实是分布于脊柱两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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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条经线，其为人体曲线提供了功能的连接。后表链的收缩在

人体功能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后表链的分布与足太阳膀胱经循

行部位相似度极高，且足太阳膀胱经的腧穴与后表链的轨迹及

骨性、肌性结点重叠性高。
4 思考

肌筋膜链是在西方解剖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肌筋膜链

理论认为，人体的筋膜是整体性地存在，Thom as W .M yers

认为人体有 12 条肌筋膜链。肌筋膜链有生理和病理两种状

态，病理状态下的肌筋膜链会引起疼痛，因而通过对肌筋膜链

循行分布的学习，可准确地治疗相应的肌筋膜链，从而达到有

效的治疗结果。经络系统是中国传统医学的重要基础，是整体

观念认识下的产物，经络系统在诊治疾病中具有重要的地位。
《灵枢·经脉》有云：“经脉者，所以能决生死，处百病，调虚

实，不可不通。”要明确肌筋膜链与经脉系统中的经脉不全对

应，虽在循行分布、解剖学基础及功能上有相似，但经络系统

的内容更丰富。
经过系统的梳理可认识到肌筋膜链与经络系统中的阳经有

相关性，具体体现如下：首先，螺旋链与足太阳膀胱经及足阳

明胃经、体侧链与足少阳胆经、后表链与足太阳膀胱经及前表

链与足阳明胃经等在循行上相似，且其中的肌筋膜链的轨迹、
骨性或肌性结点与腧穴体表分布具有高重叠性。经过比较学习

为肌筋膜链与阳经的相关性提供了可靠的解剖学基础。其次从

功能的角度而言，肌筋膜链具有为机体传导张力并且产生运动

和维持姿势的功能；阳经具有近治、远治及其独有的特殊主治

功能。如体侧链具有维持躯体前后、左右及上下肢平衡的功

能；“少阳为枢”其也具有保持躯体平衡的功能。螺旋链在机

体出现异常的时候可发挥代偿或维持身体的扭转、旋转及侧移

的功能。在 《灵枢·经筋》 中有记载足阳明经筋病相关表现

“髀前肿，伏兔转筋，腘挛”等皆与足阳明经脉、经筋所过部

位肌肉等失衡有关。故在治疗上可互参，即通过针灸推拿、理

筋等纠正失衡的部位可取得较好的疗效。最后，经络系统中阳

经多分布于头面、背部及躯干外侧部，头面、背部及躯干外侧

部的病理反应多集中于阳经，从肌筋膜链与之对应的角度认识

可说明，必须明确头面、背部等疼痛有关的肌肉多有阳经经

过，且肌筋膜链的激痛点也常聚集于阳经行经的肌肉。因此，

肌筋膜链与阳经的相关性不是偶然的。
通过对肌筋膜链理论的学习，可认识到肌筋膜链理论对现

代医学有深远的意义；对经络系统中阳经与肌筋膜链的梳理加

深了对肌筋膜链理论的认识，同时也为经络系统更好地指导临

床实践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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