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医对癌症的认识对癌症的认识

1. 中医如何解释“癌”

“癌”的命名不是现代医学的产物，早在我国古代几千年前就有

对它的描述。殷墟甲骨文中记载为“瘤”。《说文解字》中提出“瘤”

为形声字。“瘤，肿也，从病，留声”。宋代《卫济宝书》中提出了“癌”

的治法，是我国使用“癌”字病名的最早医籍。公元 1264年，南宋

《仁斋直指方论》书中对“癌”进行了详细的描述：“癌者，上高下

深，岩穴之现状……毒根深藏，穿孔透里”。这段文字对“癌”的描

述很形象。到了明代以后，“癌”字已经在医学典籍中广泛使用，对

“癌”这类疾病从症状、病因、治疗等方面进行了论述。由此可见，

“癌”作为病名在我国历史悠久，人们对癌的认识随着中医学的发展

而不断丰富。

随着医学研究的深入，我国对与“癌”有关的病名也进行了规范。

中医对于“癌”和“瘤”的概念是怎样界定的呢？中医学中“癌”

的概念出现之前就有“瘤”的概念。“瘤”简单来说即肿块，包括良

性肿块和恶性肿块。随着对“瘤”的认识的加深，恶性肿块被称为“癌”，

如肺癌、肝癌、肠癌等，癌种表面多凹凸不平、质地坚硬，并且生长

较快，容易侵袭机体，破坏脏腑功能，预后较差。

2. 防癌治癌是现在才提出来的吗

祖国医学博大精深，当我们打开古代医学著作时不难发现有很多

关于癌症的病名，如“积聚”、“癥瘕”、“臌胀”、“噎膈”等。



《黄帝内经》是中医四大经典之一，包括《素问》《灵枢》两部

分。距今已有两千多年历史。《灵枢·九针论》认为：“四十八风之客

于经络之中，为瘤病者也。”这句话说明外在致病因素侵犯人体是导

致肿瘤发生的原因。《灵枢·百病始生》提到：“积之始生，得寒乃生，

厥乃成积也。”表明外在的致病因素中，“寒”邪容易导致肿瘤发生。

对于癌症的治疗，《素问·六元正纪大论》云：“大积大聚，其可

犯也，衰其大半而止，过者死。”认为对于肿瘤的治疗虽然要攻伐，

但病人多体质虚弱，治疗要把握适度的原则，不能太过，否则会伤害

身体，不能达到治疗的目的。



明代医家张景岳在关于“积聚”的治疗中提到，“然其初起甚微，

人多不觉，及其既久，则根深蒂固，而药饵难及……故当以渐消磨，

求法治之，慎毋孟浪欲速，妄行攻击，徒致胃气受伤，而积仍未及，

而反以速其危也。”他认为肿瘤并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病程缠绵，

治疗困难，需要辨清病因病机，注重对脾胃的保护，缓缓治疗，不可

盲目攻邪。这与我们临床治疗肿瘤主张“扶正抑瘤”、忌“过度攻伐”

的原则相一致。

中医讲求整体观念、辨证论治，认为肿瘤病灶在局部，但属于全

身性疾病，它的发生是在脏腑阴阳气血失调、正气虚弱的基础上，外

邪入侵，体内痰、湿、郁、瘀、毒相互胶结，逐渐而成。而对于癌症

的预防，古代医家很早就提出了上工“治未病”，《黄帝内经》也提出

了养生大法，即“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

作劳……”的理念。在《灵枢·本神》中指出：“故智者之养生也，

必顺四时而适寒暑，和喜怒而安居处，节阴阳而调刚柔。如是则僻邪

不至，长生久视。”告诫我们既要顺应自然界的规律，又要注重调和

情志、安定居处、节制房事、调节饮食等来保养身体。



做到这些，不仅癌症不会找到我们，很多疾病都会离我们远去，

正如中医所讲“正气存内，邪不可干”。

3. 癌症与中医“阴阳”属性有关系吗

“阴阳”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一对范畴，中医注重“调和阴阳”，

认为“阴阳”存在于万事万物中。在《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认为：

“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

明之府也”，肯定了阴阳是一切事物发生、发展、消亡的根源。阴阳

作为辨证统一的关系，应该处于一种动态平衡状态中，一旦阴阳失衡，

则会导致疾病的发生。根据中医理论，“阳”是运动的、温热的、明

亮的，具有不断生长、增殖的特性，“阴”是静止的、寒冷的、晦暗

的，具有抑制生长、增殖的特性，那么“癌症”到底是属“阴”还是

属“阳”呢？

首先我们看一下癌症的发病因素。癌症多因为气滞、痰湿、瘀血、

毒聚等相互纠结，日久形成有形之块，或肉眼可见，或通过目前先进

的医疗设备能辅助检测。癌症是有形的，对人体机能起到抑制作用，

能导致身体机能衰退。如果打开从人体切下来的肿瘤，会看到局部或



晦暗，或苍白无光泽，癌症病人也多面色晦暗、乏力、纳呆、少气懒

言、消瘦。所以，从这个角度说癌症属“阴”。根据病因，癌症本身

也分为阴阳，在癌症的某个阶段，以邪实为主，表现为痰湿、郁毒、

瘀血明显，出现咳嗽、咳痰、发热、疼痛等症状，多属于阳；在癌症

的另一个阶段，表现气虚、血虚、阴虚、阳虚等虚证的临床表现，出

现倦怠乏力、头晕目眩、皮肤干燥、潮热盗汗、少气懒言、形寒肢冷

等症状，多属于阴。

我们知道，癌症多是虚实夹杂的，中医学认为：“阳化气，阴成

形”，所以癌症的生长、侵袭应属于“体阴而用阳”，“体阴”指瘤体

本身属阴，“用阳”指肿瘤生长、侵袭的能力。另外要看现阶段的临

床表现，结合患者正邪斗争的情况，从而来判断癌症的“阴阳”属性。

明确了癌症的“阴阳”属性，有针对性的治疗，可以使机体尽可能重

建阴阳平衡状态，从而达到长期带瘤生存的目的。

4. 癌症与个人体质有关系吗



中医体质是指人体以先天禀赋为基础，在后天的生长发育和衰老

过程中所形成的个体特殊性，表现在结构、功能和代谢上。《素问·逆

调论》认为：“是人者，素肾气胜”，指人肾气充盛。《素问·厥论》

提出：“此人者质壮，以秋冬夺于所用”。此处的“素”与“质”就

是我们现在说的“体质”。而最早明确提出“体质”一词是温病学派

医家叶天士，他在很多医案中都提到体质问题，如在呕吐门案中说：

“凡论病先论体质、形色、脉象。”表明叶天士非常重视体质辨证。

中医学认为，疾病的发生主要取决于正气的盛衰和抵抗外邪的能

力，正如《灵枢·百病始生》中说：“风雨寒热，不得虚，邪不能独

伤人，卒然逢疾风暴雨而不病者，盖无虚，故邪不能独伤人。此必因

虚邪之风，与其身形，两虚相得，乃客其形”。《金匮要略》认为：

“若五脏元真通畅，人即安和，客气邪风，中人多死”。这里说的“五

脏元真通畅”，是指一种良好的体质状态，表现在脏腑经络功能平和

协调，对外邪就具有较强的防御能力。《医宗必读》更是明确指出：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5%88%E5%A4%A9


“积之成也，正气不足而后邪气踞之”，提示肿瘤发生与人体正气虚

损有关。

一项系统评价结果显示，气虚体质、阴虚体质、气郁体质是肺癌

患者的主要体质类型和危险因素。体质是人体表现的一种相对稳定的

特性，这种特性是比较固定的。但是不同的人体质特点不一样，就像

每个人的性格是不一样的，这其中的道理是相同的。由于禀赋的差异

以及环境、饮食等不同，人的体质具有多样性。不同体质类型又影响

不同类别肿瘤的易感性和发病的倾向性。但不能绝对地说，体质类型

和癌症有必然联系，毕竟癌症的发生是很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5. 如何从中医体质解读乳腺癌的发病因素

人的体质是有区别的，从中医学角度分析，主要包括：平和型、

气虚型、气郁型、血瘀型、痰湿型、阳虚型等。其中，气郁型、血瘀

型、痰湿型与乳腺癌关系密切，尤其是气郁型。在这里我们需要解释

一下，人体的体质和中医证型是相对应的。比如说气郁型体质在中医

证型中常见肝郁气滞证。怎么理解呢？我们先看一下不同体质患者的



临床表现。气郁型主要表现为紧张、情绪容易波动、心慌、睡眠不佳

等；血瘀型主要表现为皮肤色暗，眼眶黑暗，色素沉着，皮肤瘀斑、

月经不畅等；痰湿型主要表现为肥胖、胸闷，肢体沉重感、皮肤油腻、

容易困倦等。

这些临床表现与中医的肝郁气滞证、瘀血内阻证、痰湿内阻证是

相对应的。

怎么理解中医体质与乳腺癌发病的关系呢？我们知道，乳腺癌发

病与遗传、长期心情不畅、肥胖、缺少体育锻炼等因素有关。

长期心情不畅容易导致气郁型体质，可出现瘀血内阻，表现为

血瘀型体质特点；有些人进食多，喜爱肥甘厚腻之品，缺少体育锻炼，

体型肥胖，属于痰湿型体质。有些人生来为气郁型、血瘀型、痰湿型

体质。有些是由于生活、工作压力太大，久而久之导致气郁型、血瘀

型体质。对于更年期妇女，脂肪堆积较多，常表现为痰湿型体质。所



以说，从中医的角度来看，乳腺癌的发病因素是与个人的体质有一定

关系的。

6. 癌症与中医学中哪些病理产物有关系

病理产物是指在最初的病因作用下，机体功能失调所产生并引起

新的病理变化的致病因素，是在一定病因作用下机体功能失调的结果。

在疾病的发生发展过程中，这些病理产物又可以在一定条件下，成为

新的致病因素，导致各种疾病。那么，癌症又与那些病理产物有关呢？

中医认为，外感、内伤能导致脏腑经络气机受阻，或导致人体脏

气虚弱，推动无力，气血津液运行无力，形成病理产物，可以概括为

气停导致气滞，血停导致瘀血，水停导致痰湿。《疡科心得集》指出：

“癌瘤者……乃五脏瘀血浊气痰滞而成。”由此可见，气滞、瘀血、

痰饮可出现局部肿块，是癌症的主要致病因素和病理产物。

首先我们说一下痰饮，中医有“百病皆生于痰”之说，痰作为病

理产物，可以阻塞经络，影响水液运行。痰凝日久化瘀，形成肿块，

结于肺部，促使肺部肿物形成；结于食管则促使噎膈形成，即食管癌。



我们再说一下瘀血。清朝医家王清任认为，肚腹“结块者，必有

形之血也。血受寒则凝结成块；血受热则煎熬成块。”说明腹部肿瘤

多由瘀血所致，因此活血化瘀是治疗肿瘤的方法之一。

最后说一下气滞。情志不调导致人体气机运行不畅，气滞则水湿

内停，痰阻血瘀，瘀毒互结而发为癌。例如，以肝气郁结为病理因素

的癌症为乳腺癌、肝癌。



除此之外，中医学认为毒邪为一种广泛的致病因素，《黄帝内经》

中认为毒邪具有强烈的致病作用，癌症是一种恶性疾病，因此，近年

来肿瘤界的医家提出“癌毒”理论。国医大师周仲瑛教授认为“癌毒”

是肿瘤所特有的，是恶性肿瘤形成的先决条件，也是恶性肿瘤不同于

其它疾病的根本所在。“癌毒”具有致病力强、危害严重、易于扩散

走窜的特点，必与痰、瘀两种病理产物相结合，因此对于癌症的治疗

可以从“毒”论治。

明确了导致肿瘤的病理产物，我们在临床中才能合理辨证，为患

者提供更为合理的治疗方案。

7. “外感之毒”“内生之毒”都包括什么

“毒”在《说文解字》中释为“害人之草，往往而生”，引申为

恶也，害也。根据《辞源》记载，毒的本义包括：恶也、害也，痛也、

苦也，及物之能害人者皆称为毒。由此可见，古人将苦恶有害之物称

“毒”。从中医角度讲，“毒”可以概括为作用于人体后，导致机体产

生一系列变化，引起阴阳失衡，出现疾病状态的一切物质。华佗在《中



藏经》中首次提出“毒邪”的概念，并指出：“五疔者，皆由喜怒忧

思，，冲寒冒热，恣饮醇酒，多嗜甘肥……蓄其毒邪，浸渍脏腑……

始变为疔”，认为毒邪的产生既可外感也可内生。总体上“毒”分为

“外感之毒”和“内生之毒”两大类。



外感之毒指由外而来，侵袭机体造成损害的一类病邪。一是外感

六淫之毒。《外科启玄》提到：“天地有六淫之气，乃风寒暑湿燥火，

人感受之则营气不从，变生痈肿疔疖。”人体感受风、寒、暑、湿、

燥、火六淫邪气，邪盛为毒、积久蕴毒，形成风毒、寒毒、热毒、湿

毒、火毒等。二是是感染疫疠之毒，是指具有强烈传染性并可引起广

泛流行性的一类致病因素，如疫毒、新型冠状病毒等。这种毒邪往往

起病急骤，传播变迅速，变化多端，病情险恶。三是是虫兽毒，由毒

虫蛇及猛兽撕咬所致局部损伤，严重者损伤内脏，甚至死亡。四是药

毒、食毒、酒毒等。如使用变质或被污染的药物、食物致病，乙醇过

量对神经系统和肝脏的毒性等等，这些毒邪侵入人体都可以造成不同

程度的损害，都属于“外感之毒”。其中，六淫之毒、食毒、酒毒与

癌症形成密切相关。

除此之外，现代医学中的各种病原微生物的毒素，生活环境中的

噪声、电磁波、超声波对人体的干扰，大气污染，水污染，农药、化

肥对食品的污染，以及化学药品的毒副作用等也都属于“外感之毒”

的范畴。



内生之毒，顾名思义，来源于体内，是由于脏腑功能和气血运行

紊乱，使机体生理和病理产物不能及时排出，蕴积于体内而形成的。

内生之毒多是在疾病发展过程中产生的，既是原有疾病的病理产物，

又是新的致病因素；既能加重原有病情，又产生新的病证。如“七情”

刺激化毒，“七情”是指喜、怒、忧、思、悲、恐、惊七种正常的情

志活动，是人体对外界环境刺激的不同反应。“七情”一般情况下不

会导致或诱发疾病。“七情”太过会对脏腑造成损害，《素问·举痛论》

认为：“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消，恐则气下，惊则气乱，思

则气结”。“七情”太过，常导致气机逆乱，脏腑功能失调，损伤相应

脏腑。另外，体内的病理产物如痰湿、瘀血、饮食积滞等，蕴藏日久，

化生毒邪。还有年老体衰者或者久病失养造成脏腑功能减退，气机逆

乱，也可化生毒邪。内生之毒是癌症发生的主要因素之一。

8. 怎样理解“癌”和“毒”之间的关系

“癌”一词首见宋代《卫济宝书》，明代以后开始广泛应用。现

代医学将“癌”定义为多种恶性肿瘤的总称，是以脏腑组织发生异常

增生为基本特征，威胁人类健康和生命安全。关于“毒”的论述，《黄



帝内经》中提到了三十多处，主要指外感或内生的病邪或者药物的毒

性。《素问·五常政大论》提到：“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常毒治病，

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无毒治病，十去其九。”认为“毒”

是致病因素。《金匮要略心典》提出：“毒，邪气蕴结不解之谓。”

认为邪气蕴结不解者可以称为“毒”。

“癌”与“毒”相辅相成，“癌“是病名，癌形成之后又产生

毒邪，“毒”是形成癌的原因。《仁斋直指附遗方论》认为：“癌者……

颗颗累垂，热毒深藏。”强调热毒是癌病发生的病因。《诸病源候论》

中指出：“恶核者，肉里忽有核，累累如梅李，小如豆粒……此风邪

挟毒所成。”认为风邪蕴毒而发癌病，指出了毒邪是病因。毒邪积聚

体内，使脏腑功能失调，气血津液运行失常，日久导致气滞血瘀，痰

湿毒聚，诱发癌病。癌病形成后又会进一步孳生癌毒，导致癌病的发

展和传变。



国医大师周仲瑛教授认为，癌病为患，必夹毒伤人，它是癌症发

生发展的关键。癌毒作为癌症特有的一种毒邪，是独立于痰、瘀、热

毒之外又与其密切相关的一种毒邪，包括了外来之毒和内生之毒。现

代医学中的癌细胞是癌毒的一种有形反应，致癌物质长期作用于机体

可以诱导癌毒内生，但致癌物本身不能完全等同于癌毒，癌毒包含的

范围更广泛。

另外，癌毒作为致病因素，促进癌症扩散转移。癌毒产生后常依

附于风、寒、火、痰、瘀、湿等病邪杂合而为病。癌毒搏结体内，加

之正气日渐虚衰，邪毒扩散，促进癌瘤转移。

9. 淋巴结转移与中医“痰”的关系

淋巴结转移是癌症常见的转移方式。临床上很多癌症会出现淋巴

结转移，除前面说的肺癌，还有鼻咽癌、喉癌、食管癌、乳腺癌、卵

巢癌等。淋巴结转移与中医“痰”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知道，中医的“痰”有“有形之痰”和“无形之痰”之分，

从肺中咳出来，或从胃中吐出的痰涎，是我们能看到的，称为“有形

之痰”。“无形之痰”则存于体内，无处不到，如痰阻经络的瘰疬痰

核、痰迷心窍的神昏癫痫等，都是“无形之痰”导致的。淋巴结转移

属于痰核，为“无形之痰”，正如沈金鏊《杂病源流犀烛》说的“痰

之为物，流动不测，故其为害，上至巅顶，下至涌泉，随气升降，周

身内外皆到，五脏六腑俱有。”说明痰邪致病具有无处不到的特点。

痰饮随气血流行，使癌毒可上犯清窍，下注足膝部，内到五脏六腑，

外到四肢百骸、肌肤腠理，产生不同病变。对于癌症患者来说，痰行

于脑，导致脑转移；痰侵入淋巴，则致淋巴结转移。《丹溪心法》提

到：“凡人身上中下有块者多为痰。”也提示了癌症患者在体表触及

淋巴结肿大，皮色不变者，更要责之于痰。我们临床中注重治痰，将

治痰作为防止癌症复发转移的重点。

10. 中医如何理解“湿邪”重

我们常常听中医大夫说到湿邪偏重，尤其是夏天多雨季节。比如



有的患者就医时，说头昏沉，就像裹着衣服一样，全身困重不适，口

中发黏，用牙刷能刮下黏腻物，咽喉中有黏腻感，进食后胃胀，恶心，

大便黏腻，排不净感。检查发现舌苔厚，白腻或黄腻，这些都是我们

中医说的“湿邪”的特点。

湿为阴邪，容易阻遏气机，损伤人体阳气，导致患者出现胸部憋

闷，胃脘痞满、大便不爽、小便短涩等临床表现。湿性具有“重浊”

之性，“重”表现为容易出现头重如裹、周身困重、四肢酸懒沉重，

“浊”则表现为面垢增多、眼屎增多、大便溏泄、小便浑浊、妇女白

带量多等。湿邪为病多缠绵难愈，病程长，或反复发作，我们平时能

感受到湿邪的存在。湿邪在人体内短暂停留不会引起疾病，但长期存

在于体内可能会诱发癌症。

11. 胃肠癌与中医“湿邪”有什么关系

“湿”属阴性邪气，具有重浊、粘滞、趋下的特性，可分为外感

湿邪与内生湿邪，外感湿邪是因为过度感受湿邪导致疾病，内生湿邪

则多由于脾气亏虚产生湿邪。而胃癌、肠癌的发病原因有相似之处，

https://www.baidu.com/s?wd=%E7%99%BD%E5%B8%A6%E8%BF%87%E5%A4%9A&tn=SE_PcZhidaonwhc_ngpagmjz&rsv_dl=gh_pc_zhidao
https://www.baidu.com/s?wd=%E7%99%BD%E5%B8%A6%E8%BF%87%E5%A4%9A&tn=SE_PcZhidaonwhc_ngpagmjz&rsv_dl=gh_pc_zhidao


均可归纳为饮食不洁、情志失调、素体亏虚，正气不足。

由于进食不洁之物，或过饥过饱，导致脾胃损伤，脾失健运，水

湿内停，在胃聚湿成痰，痰凝气阻；在肠传导失常，内生湿热，痰湿

胶结，结为癌肿。由此可见，胃癌、肠癌均与“湿邪”有关。关于情

志因素，比如说忧思过度，损伤脾气，脾气亏虚，产生湿邪，聚湿生

痰；或郁怒伤肝，肝郁乘脾，脾虚生湿，湿聚成痰，痰气郁结，与湿

邪胶结于胃肠，容易发为胃癌、肠癌。或素体亏虚，致脾气虚弱，脾

胃亏虚，邪气滞留，毒邪内生，结于胃容易发为胃癌；或湿热之邪滞

于肠则容易患肠癌。

胃的生理特性为喜润恶燥。“大肠主津”，大肠在传导糟粕的同时，还

有吸收水分的功能，当胃癌或肠癌发生时，胃肠的生理功能失常，可

引起相应表现，胃癌表现胃脘部胀满疼痛，呕吐涎痰；肠癌则表现为

便下脓血，里急后重，均与“湿邪”重有关。因此，临床治疗采用化

痰祛湿或祛湿解毒之法取效。



12. 肝癌与中医的“毒”有什么关系

肝癌是消化系统常见的癌症，其发生与长期饮酒、食用霉变食

物或腌制食品、病毒感染等有关。



其中，慢性乙型肝炎病毒(HBV)或丙型肝炎病毒(HCV)感染是促

癌因素，属于中医的“毒”。

肝癌的形成与病毒感染等因素密切相关，情志不畅则在肝癌的形

成中起到了诱导作用，就像催化剂一样。心情不畅则气机郁滞，气机

郁滞则血行不畅，瘀血内阻；长期肝郁不舒，脾胃就会受损，痰湿郁

滞日久，毒热内生。体内生来带有毒素（病毒感染）或长期使用含有

毒素之品，导致毒邪长期居于体内，日久在肝内形成肿块。在肝癌的

形成及发展过程中，“毒”是导致肝癌进展的根本原因。

“毒”在肝癌的进展中有哪些作用呢？与黄疸、腹水形成有关

吗？黄疸和腹水的出现提示着肝癌已经到了晚期，这时候患者体质差，

在体内肝脾功能失调的基础之上，湿邪、热邪、瘀血等相互交结，酿

生毒邪，毒邪熏灼胆汁而发黄，形成了黄疸；脏腑功能失常，三焦水

道不利，水液不循常道，聚于腹中，则形成腹水。毒邪进一步阻滞气

血津液运行，加重气滞、湿热之邪，进而使毒邪更甚，正邪交争，正

不胜邪，机体进一步衰弱。



13. 胰腺形态与中医带脉之间有什么关系

带脉是人体奇经八脉之一，是一条横向的经脉，在人体的腰部围

一圈。其它的经脉走形都是纵向，带脉就像一条绳子将所有的经脉系

在一起。

另外，“带脉”中的“带”字，有腰带的意思，因为其横行于腰

腹之间，统束全身直行的经脉，状如束带，故称“带脉”。带脉环腰

贯脐，使上下通行的经脉，虚者受其充溢，实者得以疏利，使气机升

降开合有序。

胰腺是一个位于腹后壁的狭长腺体，质软，呈灰红色。胰腺位于

带脉中，与脊柱紧密相连，正常情况下具有中和胃酸，消化蛋白质、

脂肪和糖的作用。胰腺功能失调常见疾病表现为腹痛或者腰背痛，恶

心呕吐，食欲差，甚至黄疸等。根据中医五行学说，土为万物之母，

有生化、长养万物之特性，胰腺有分泌津液，调节气血及促进消化和

新陈代谢功能，有土之特性，应归属五行土。



带脉具有总束诸脉，健运腰腹的作用，从解剖位置和功能上看，

带脉循行与胰脏位置相近，胰腺受带脉约束，维持正常生理功能和经

脉气血冲和，因此胰腺疾病可以从带脉论治。

另外，临床研究发现，胰腺也有一定的经脉循行部位和腧穴，其

经脉起始部位在后背脊骨之中，其循行的路线，为沿督脉向两侧旁开

半寸，相当于已发现上千年的华佗夹脊穴位置，与位于胸腹部夹任脉

而行的肾经路线前后相对。胰腺经脉之气充盈在整个脊柱之内，经气

分布到各个椎体，这就形成了各个椎体间的腧穴点。向上的经气沿颈

向巅顶部散布，向下的经气由骶椎向下肢散布，横向的经气由胸椎向

肩、上肢部散布。所以，临床中注重打通胰腺经脉气血，注重胰腺与

中医带脉之间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