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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健康状态辨识是实施健康管理的基础和关键环节。以通络养生八字经理论为指导，提出络、精、形、
神健康状态辨识———辨络: 痰瘀阻络、脉络绌急、寒凝络痹、络虚不荣; 辨精: 肾精亏虚、精亏骨疏、精亏脑衰、精亏血

少; 辨形: 络息外形、络伤内形; 辨神: 神伤抑郁、神躁焦虑、神疲健忘、神衰失眠。采用中医诊断方法和现代诊断技术

在络、精、形、神 4 个方面对亚健康和慢病人群的身心健康状况进行全面分析评估，为应用通络养生八字经理论指导健

康管理的实施提供前提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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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ealth status identification is the basis and key link of implementing health management． Guided by the
eight-character meridian theory of dredging collaterals and preserving health，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identification of the
healthy state of collaterals，essence，shape and spirit; Differentiation of essence: deficiency of kidney essence，deficiency of
essence and bone，deficiency of essence and brain failure，deficiency of essence and lack of blood; Differentiation of shape:

shape of collaterals and internal shape of collaterals; Differentiation of mind: mental injury and depression，mental anxiety，

mental fatigue and forgetfulness，mental decline and insomnia． The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status of sub-healthy and chro-
nic disease people was comprehensively analyzed and evaluated in four aspects of collaterals，essence，shape and spirit by u-
sing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diagnostic methods and modern diagnostic techniques，providing the premise and basis for
the application of the“Eight-character theory of Tongluo Ｒegimen”to guide the implementation of health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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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状态是人体在一定时间内形态结构、生理功

能、心理状态、适应外界环境的能力，是一个连续、动

态、稳定的生命状态，是机体在自然和社会环境下内在

平衡及内外协调统一的反映［1］。健康状态辨识是对

机体健康状态的判断，是健康状况评估的核心，也是实

施健康管理的基础和关键环节。基于中医原创思维的

状态辨识是中医健康管理的核心［2］。通络养生八字

经理论是基于现代社会健康需求，传承融汇中华传统

养生流派( 医家、道家、佛家、儒家) 的养生精髓( 医以

宝命、道以养生、佛以养心、儒以修身) 而提出的指导

中医康养服务和健康产品研发的养生理论，其主要内

容为“通络、养精、动形、静神”，倡导天人合一、形与神

俱、身心兼养，对于打造综合性健康产业模式具有重要

意义［3-4］。本文所探讨的络、精、形、神健康状态辨识，

是基于通络养生八字经理论的主要内容，根据健康管

理的现实需求，在传统“望、闻、问、切”四诊方法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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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上，充分考虑中医证候的基本特征，结合现代科学技

术和方法，在络、精、形、神 4 个方面进行健康状态辨

识，对亚健康及慢病人群的身心健康状况进行全面的

分析评估和综合判定。
1 辨络

络脉是从经脉支横别出、逐层细分、网状分布、遍
布全身的网络系统，运行经气的络脉为经络之络( 气

络) ，发挥着温煦充养、防御卫护、络属调节、升降气

机、统摄生化、免疫监视等功能; 运行血液的络脉为脉

络之络( 血络) ，发挥着渗灌气血、濡养代谢、津血互换

等生理功能［5］。络脉是维持人体内环境稳定的重要

网络结构，络脉通畅无滞，气血流行正常是络脉系统维

持人体正常生命活动的基础，即络通气血流通，健康长

寿无病［6］。通络是医家在养生方面的主要思想，正如

《素问·至真要大论》所言:“谨守病机……疏其气血，

令其条达，而致和平。”
络脉分布的广泛性和功能的重要性决定了络病致

病范围的广泛性和严重性，络病涵盖了心脑血管病、神
经—内分泌—免疫系统疾病等多种内伤疾病和外感病

症［7］。络病辨证，即辨络是在认识中医学脏腑经络生

理功能和病理变化的基础上，分析、判断络病所在部

位、病因、病机、症状、体征、病变趋势等要素，主要包括

辨发病因素、辨病程久暂、辨阴阳表里、辨寒热虚实、辨
气病血病、辨络形络色、辨脏腑病机、辨理化检查，其中

脏腑病机主要包括痰瘀阻络、络脉绌急、寒凝络痹、络
虚不荣等 4 个方面［8］。外感六淫、内伤七情、疫疠之

邪、饮食劳倦、痰湿瘀血等病理产物阻滞络脉均可导致

络脉损伤。痰瘀阻络常见于高脂血症、动脉粥样硬化、
缺血性心脑血管病等痰瘀互现，阻滞络脉之病证，出现

疼痛、瘀斑瘀点、水肿、青筋显露等症状，根据所阻络脉

的位置和器官不同，其症状表现亦有区别; 络脉绌急常

见于气络之络( 气络) 和脉络之络( 血络) 的痉挛性疾

病，如冠心病心绞痛、短暂性脑缺血病、雷诺综合征、哮
喘等，可见抽搐、拘急、猝然疼痛、一过性肢端颜色变化

等症状，常因气候变化、情绪刺激等引起; 寒凝络痹常

见于风湿、类风湿关节病等寒凝阻络之痹症，多有关节

疼痛僵硬、屈伸不利、畏寒喜暖等症状; 络虚不荣乃气

血津液生化乏源或亏耗过甚，失于温煦濡养所致，有气

虚、血虚、阴虚、阳虚之不同，可有少气懒言、神疲乏力、
面色无华、唇甲色淡、五心烦热、咽干盗汗、面色 白、
畏寒肢冷等不同表现，严重者可见多种虚性症状。除

通过望闻问切的方法进行辨络之外，还可以借助甲襞

微循环检测、眼底微循环、超声、全身血管检测系统、脉
搏波传导、血常规及血液流变学检查等现代检测技术

对络脉的结构功能进行直观可量化的评估。根据辨络

的结果对健康状态进行评估，为确定适宜的健康管理

方案提供科学的参考依据。
2 辨精

道家提出，人有三宝———精、气、神。医家认为，精

为身之本，为生命起源，精化气，气化神，“善养生者，

必保其精，精盈则气盛，气盛则神全，神全则身健，身健

则病少，神气坚强，老而益坚，皆本乎精也”( 《类经》) 。
精包括藏于肾的先天之精和脾胃运化的后天之精，贯

穿于人体生长壮老已的全过程。所以保精、惜精亦是

各家提倡的养生之道，比如佛家的禅定蓄精，医家的节

欲惜精等［9］。
精是构成人体和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基本物质，

肾藏精，主骨，生髓，主智，化血。肾精盛衰与骨骼发

育、智力发育及血液系统功能密切相关。辨精可从肾

精亏虚、精亏骨疏、精亏脑衰、精亏血少等方面进行。
肾精亏虚可见腰膝酸软、脱发早白、早衰行迟、头晕健

忘、耳聋耳鸣、夜尿频多、不孕等多种表现。《医经精

义》指出:“肾藏精，精生髓，髓生骨，故骨者肾之所合

也; 髓者，肾精所生，精足则髓足，髓在骨内，髓足则骨

强。”若肾精不足，精亏骨疏，会出现腰脊疼痛、胫软膝

酸、步履艰难，甚则齿摇发脱等症状。肾精充足，则髓

海得养，脑的功能健全而思维敏捷，精神充沛，思维、认
知和统御五脏六腑等功能才能正常发挥。正如古人所

言，“事物之所以不忘，赖此记性，记在何处，则在肾

精，益肾生精，化为髓，而藏之于脑中”( 《内经精义》) 。
若“肾精不足则志气衰，不能上通于心，故迷惑善忘

也”( 《医方集解》) 。精亏气衰脑髓空虚，脑之气络失

荣、脑神失用则脑神颓废出现智力下降、记忆力减退等

表现，甚至痴呆、脑萎缩等疾病的发生。“肾主藏精而

化血”( 《难经正义》) ，“精足则血足”( 《类经》) 。若

肾精不足，气血生化乏源，则精亏血少，出现面白无华、
脱发早白、经少或爪甲色淡等症状。辨精也可以结合

超声骨密度、激素水平、认知功能评分、血液学检查等

现代技术方法，根据望闻问切的结果和现代检查结果

对健康状况进行评估，作为制定健康管理方案的依据。
3 辨形

“形者，生之具也”( 《史记》) 。形体是生命的宅

宇，包括皮肉筋骨、脏腑血脉等一切有形的存在。健康

的形体是精神充沛、思维敏捷的前提保障。正如《老

子·西升经》所言:“神生形，形生神，形不得神不能自

生，神不得形不能自成，形神合同，更相生相成。”“形”
不仅是各种组织器官所构成的肉体，更是人体功能正

常发挥的基础和保障，形的状态也能反映出相应的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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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器官功能是否正常。所以，辨形亦是评估健康状况

的重要内容［10］。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指出“论理人形，列别脏

腑”。以人的形体作为研究主体时，“形”应分为外在

的形体———外形，内在脏腑组织———内形。在辨形过

程中，应注意辨外形和辨内形相结合。平素过度安逸

或饮食过于肥甘就会造成代谢紊乱，形体肥胖; 若饮食

偏食或少食，就会造成营养不良，身体消瘦，体质上便

有寒热温凉之偏颇; 再者，长期坐卧或运动姿势不当，

会引起骨骼关节变形，亦可出现形态异常，严重者可引

起相关脏腑组织功能异常。通过辨皮肤、毛发、骨骼和

四肢关节可以推断内在脏腑气血津液的盛衰及整体的

健康状况。辨外形的同时，亦需结合内镜、超声、CT、
钼靶、MＲ、人体成分分析仪、病理分析等诊察技术以辨

内形，内形异常可有增生、结节、溃疡、萎缩、硬化、肿瘤

等不同病变。对外形和内形健康状态的评估亦是健康

状态辨识的重要内容，基于通络养生八字经理论提出

的辨形，丰富了健康状态辨识中对器官结构的现代

认识。
4 辨神

神是生命活动的主宰，主导人体精神、意识、思维、
情感活动和脏腑生理功能。按功能不同，神可以分为

元神、识神，元神在脑，主宰生物节律和内脏功能运动，

是先天生命活动固有的内在机制及规律，不以人的意

志为转移; 识神在心，感知并应答外界刺激，包括后天

的精神、意 识、思 维、情 志、记 忆 等，受 人 的 意 识 的

调控［11］。
古 人 云: “神 太 用 则 劳”( 《素 问 病 机 气 宜 保 命

集》) ，“忧思劳神”( 《黄帝内经太素》) ，“随神往来者

谓之魂”( 《灵枢·本神》) ，“神不足则悲，魂伤则狂妄

不精，志伤则善忘其前言”( 《类经》) 。现代社会工作

压力、生活压力及学习压力的提高使得怒、喜、忧、思、
悲、恐、惊之情志刺激失常，七情过用导致元神失养、识
神过用，神衰志伤。神伤抑郁多表现为情绪低落、言语

减少、忧郁寡言、表情淡漠、悲观失望、沉默不语，心绪

不宁、倦怠思卧、善太息等症状。“若七情所伤，则心

不得静，而神躁不宁也”( 《医宗金鉴》) ，“神躁则心

荡”( 《寿世传真》) 。神躁焦虑多表现为焦虑易怒，因

紧张造成头痛或者肌肉痛，以及善思多虑、头晕健忘、
失眠多梦等症状。各种原因导致的神耗严重，精亏脑

减，则为神疲健忘证，主要表现为善思多虑、神疲乏力、
记忆力下降、智能减退，甚则精神萎靡、注意力难以集

中、思维反应迟钝等症状。张介宾《景岳全书·杂证

谟》云:“盖寐本乎阴，神其主也。神安则寐，神不安则

不寐”。神衰失眠可出现神疲乏力、失眠多梦，甚则彻

夜难眠，精神萎靡、心悸不安等主要临床表现。辨神还

可以借助抑郁评分量表、焦虑评分量表、精神压力分

析、睡眠监测等现代技术方法对精神心理的健康状况

进行评估。
综上，络、精、形、神健康状态辨识主要包括 4 个方

面，即辨络、辨精、辨形、辨神，辨络主要包括痰瘀阻络、
络脉绌急、寒凝络痹、络虚不荣; 辨精主要包括肾精亏

虚、精亏骨疏、精亏脑衰、精亏血少; 辨形主要辨外形与

内形; 辨神主要包括神伤抑郁、神躁焦虑、神疲健忘、神
衰失眠。络、精、形、神健康状态辨识是通络养生八字

经理论的重要内容，络、精、形、神既各有侧重，又有内

在联系，“精盈则气盛，气盛则神全，神全则身健”( 《类

经·摄生类》) ，精为身之本，形恃神以立，神须形以

存，而络的结构功能正常是维持人体正常生命活动的

基础。在健康管理过程中，应用络、精、形、神健康状态

辨识对亚健康、慢性病人群的身心健康状态进行全面

的辨证分型、分析评估和综合判定，依托健康管理中

心、三甲医院、远程会诊医联体机制和数字化管理系

统，建立“检辨结合”的健康体检方式，制定亚健康与

慢性病健康管理方案，防未病治已病。综合应用通络

疗法、养生药膳、动形训练、静神调养等康养技术和养

生药膳、保健产品等对健康、亚健康、慢病人群身心状

态进行分层次、分阶段的健康管理，形成自我管理与专

家管理相结合、“体检、预防、治疗、管理”相结合的数

字化健康管理体系，为亚健康及慢病患者提供可借鉴

推广应用的健康管理模式。这是八字经理论在健康医

学领域的实践应用，亦是以八字经理论为指导实施健

康管理的前提和核心，为健康服务产业的开展提供了

依据，体现了中医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的思想，对于亚

健康和慢性疾病人群未病先防、既病防变、瘥后防复

“治未病”思想的践行以及弘扬发展传统养生理念具

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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