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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光子中医学将中医理论和现代科学结合起来，是一门从细胞、器官或整体各个水平研究人体发射和接受光

信息的作用机制的系统性科学。 论述了光子中医学近几年来在经络研究方面取得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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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hoto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PTC町， an inter-discipline of photoIÚCS and TCM, studies 

TCM, such 眉吐le diagnostics， 由erapeuti臼， indistinct disease theory, rehabilitation, health care and so forth, by 

using phOtOIÚCS. This repo此 gives a brief review of some progress in 位le fields of basic theories, clinic basic 

research, diagnostics and clinic app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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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科学的发展在极大程度上依赖于技术的进步。

由于中国科学技术长期落后 使中医诊治和预防保

健方面仅有少量原始的或简单的医疗器械。 缺乏先

进的医疗仪器设备极大地阻碍了中医学理论与临床

的深入和发展，而拥有先进的医疗研究和应用仪器

设备是中医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 为此，刘颂豪

院士和邓铁涛教授联合川倡导将光子学手段引人中

医学的研究与临床 ，建立光子中医学这一门新的学

科，来促进中医现代化。

从方法上来看，光子中医学将生物医学光子学

的理论和技术应用到中医学的基础理论研究 、临床

研究以及中医预防、诊断、治疗、康复和保健等领域，

进行定性、定量或半定量研究使中医学与现代科学

接轨;同时，光子中医学也用中医的思想理论体系指

导现代科学特别是生命科学的研究，力求真正促成

中西医学的结合、东西方文化的互补和融合。

光子中医学是一门光子学与中医学的交叉学

科，包罗万象。 以前已经从低强度激光在生物组织

中的传输(2)、低强度激光的阴阳 (3，4) 、 中 医血疗(6)和色

光疗法(6)等方面介绍了光子中医学的研究和可能应

用问。 本文重点研究激光针灸的作用机理，以抛砖引

玉，促进中医现代化。

2 低强度激光的经络效应

低强度激光可以调节疾病相关穴位细胞的功

能，相应的细胞信息可以通过循经感传(8)达到病变

部位，从而启动治疗作用。 本节利用时间平行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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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低强度激光的细胞效应与相应的疗效联系起来。

刘承宜等发展了世界是过程集合体的观点，引

人过程时间表征生理过程，通过对比中医阴阳和生

理时间，提出中医阴阳的过程时间模型(Process

speci:fic Time Model of Yin 缸ld Yang: YPTM)l9, 10) : 

对于两个相关的过程，将过程时间大者称之为阳，过

程时间小者称之为阴。根据 YPYM 和时间平行原理(9)

可得阴阳平行原理 :两对存在弱搞合的过程，存在如

下诱导关系 : 阴诱导阴，阳诱导阳。

低强度暖色激光对细胞阴阳的调节规律[3，4， 11)为

第一剂量段(Dose 1)(100-3 J/m:号:诱导穴位细

胞阴

第二剂量段(Dose 2) (103-<; J/m号:诱导穴位细

胞阳

第三剂量段(Dose 3)(105-<; J/m2):诱导穴位细

胞阴

第四剂量段(Dose 4)(106
-

7 J/m号:诱导穴位细

胞阳

激光光针的光斑一般为 2-3mm。可以根据输

出功率(mW)与每次照射时间(min)来计算激光的剂

量。 穴位细胞的阴阳通过经络与人体的阴阳发生稠

合。 根据阴阳平行原理和低强度暖色激光对细胞阴

阳的上述调节规律可以得到暖色激光光针对人体阴

阳的调节规律

第一剂量段(Dose 1) (100-3 J/m句 : 诱导人体阴

(副交感神经)

第二剂量段(Dose 2)(103-<; J/m句:诱导人体阳

(交感神经)

第三剂量段(Dose 3) (105-6 J/m句:诱导人体阴

(副交感神经)

第四剂量段(Dose 4)(106
-
7 J/m号:诱导人体阳

(交感神经)

由于人体的部分阴阳可以归结为植物神经的功能

(高亮等 1997) ，上面的括号中给出了对应的植物神

经系统。

3 激光针灸

激光针灸于 20 世纪 70 年代诞生于我国[8， 12) 。 激

光针灸与普通针灸一样可以产生循经感传(8) 而且

做到无菌无痛操作，因此，很快流传到欧亚大陆。 人

们用双盲对照的方法对激光针灸的疗效开展了系统

的研究，发现这种疗法对小孩夜间遗尿(13)和小孩镇

11[3:(14)等疾病有显著疗效。 但是激光器和激光应用仪

器走向市场还是 20 世纪 80 年代的事情。 我国八五

计划以后，由于 He-Ne 激光针灸仪疗效不很显著，

销售逐步有所减少。 其根本原因在于激光针灸的作

用机制不清楚，不能做到辨证施泊。 本节根据上节

提出的模型来讨论激光针灸临床基础研究的结果，

一方面可以验证理论模型也为临床应用提供理论

参考。

郑瞻培(151研究了用 6 mW(经石英导光纤维后

实际功率为 3，8 mW)的 He-Ne 激光照射患者耳穴，

每日两次，每次 15 min( _105 J/m2, Dose2) ，发现可

以抑制抗精神病药物引起的唾液腺分泌增多效应。

交感神经兴奋可以抑制唾液腺分泌增多效应[1电 lη 。

因此，暖色激光起到了补阳的作用(经络效应

Dose2)。

暖光激光针灸临床应用[81大都用 Dose 3 补阴，

输出功率(mW)与每次照射时间(min)的之积在 100

以内 。 例如，高血压的中医证型有阴虚阳亢等型，采

用输出功率为 3-5mW 的 He-Ne 激光治疗，相应穴

位每次照射 5 min[8J 。

当然，暖光激光针灸临床应用 (8)也有用 Dose 4 

补阳的，输出功率(mW)与每次照射时间(min)之积

在 100 以上。 例如，突眼性甲状腺机能亢进症的中

医证型有阳虚火旺等型 采用输出功率为 25mW

的 He-Ne 激光治疗，主穴双侧扶突穴每次照射

5-7 min，功率密度 800-1200 mWlcm2 [81 。

根据上节提出的模型，更低剂量的眼光激光针

灸也可以产生疗效。 当然，这有待临床研究的验证。

4 展望

21 世纪的中医学既受到挑战，又面对难得的机

遇。 中医学应与多学科的新科技相结合，从而为中

医理论体系注入新的生命力 。 在新的形势下，我们

将从拥有光子学技术和仪器设备将造就新世纪繁荣

的中医学这方面尽一份努力 。 从学科发展的角度来

看，至今全国从事激光医学、激光针灸、激光生命科

学、生物光子学的同行已经相当多 。 所以光子中医

学将随着中西医学和光子学 、生命科学等近代有关

学科发展而迅速成长，并在强有力的光子学设备的

支持下形成先进的医学学科。 它将是具有坚实物理

学基础支持的现代中医药学发展的方向，成为中医

药学深入和发展的带头学科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做

出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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