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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中医的确博大精
深，而且中医自称有自己的
理论体系，但是，检验一切
科学的标准应当是实践。

人体是否存在经络系
统，需要实验科学来证明。
迄今，中国医学科学院的研
究人员只是证明，人体的一
些穴位可能是沿着人的神
经系统分布的，因此，针刺
这些穴位可以产生生物电
流，使人感到酸胀等。但这
只是初步的证明，要真正证
明人体是否存在经络系统
还需要大量的研究要做。
同样，对于经络中的主脉
——任督二脉也需要实验
来证明，否则就可能沦为武
侠小说中的描绘，打通任督

二脉会有超强的武功，可战
胜任何人的超人。

而且，尽管有 41 名学员
自称打通了任督二脉，但这
只是个人的体验，能否真的
证明存在任督二脉，缺少客
观和可重复验证的标准。而
个人的体验最多只是一种感
觉，并不能成为科学的证
据。真气在任督二脉中运行
的标志、作用是什么，它到
底是气，还是生物电流，抑
或是化学离子？

气功作为修身养性的一
种方法当然有存在的价值，
但是，如果要拿它来证明中
医的神奇并加以推广，值得
慎重考虑。

□阚天（学者）

■ 议事堂

医务人员9天打通“任督二脉”？

倘若“打通任督二脉”
真的如甘肃省卫生厅刘维
忠厅长所言，是“博大精深
的中医神奇”，以常理来推
断，就应该是需要长期钻研
磨练，并有相当淘汰率的学
习过程，怎能“9 天全部掌
握”？且47人中41人成功，
成才率高达 87.24%的“学
问”，真的“博大精深”？

不管是“中医粉”还是
“中医黑”，都承认一个事
实，即中医的培训周期是
最长的，中医学院的本科
专业，差不多是中国耗时
最长的本科专业。然则这
样一个常识在“真气运行
学”面前被打个粉碎。即
便最夸张 的 武 侠 小 说 也

会告诉读者，能速成的准
是邪派功夫，名门正派、
博大精深的功夫，是很费
时间和精力的。9 天即可

“速成”的培训班，也太神
奇了些。

作为专业医务工作者
的上级主管单位，对这种明
显违反医学——或干脆说
违反科学规律和基本常识
的“人间奇迹”听之任之，
信之赞之，且大有要发扬光
大的气魄，就不免更令人费
解了。倘若再看这培训班
的举办地——武山矿泉疗
养院。听这名字，也让人怀
疑，医务工作者们到底是去

“培训”还是“疗养”？
□陈在田（学者）

对于甘肃“真气运行学
骨干培训班”，作为一名学
习过中医的医生，笔者持赞
成的态度。

气功的核心内容，就是
通过意念的引导，让“气”沿
着经脉运行起来，从而保证
人体内“气血”运行通畅，进
而提高健康水平。患者通
过气功练习，一些疾病症状
得以减轻甚至痊愈的事例
并非个例。所谓“事实胜于
雄辩”，仅仅因为目前的科
学水平不能证明，就怀疑气
功的有效性，显然不能算作

“科学”的态度。
对于气功一类的养生方

法，我们有理由珍惜并大力
推广，既利于患病者康复，也

利于未病者“预防疾病”。让
医务人员参加“真气运行”一
类的气功学习，有利无害。

但需注意的是，由于气
功等经过武侠小说的演绎，
已然披上了一些神秘的色
彩。宣传推广要去神秘化。
用“打通任督二脉”一类的说
法，会引起人们的误解。因
为是否打通经脉，完全是一
种个人感觉，不具有客观
性。但练习者感到精力充
沛，一些疾病的症状明显减
轻或痊愈，还是有可能的。

从网上对于此事的质
疑声中，也体现出近些年，
中医知识的普及工作，留下
了很多空白。

□郑山海（医生）

气功养生，需去除神秘色彩

甘肃卫生厅网站发布一些消息称，甘肃近期举办一期医务人员真气运行学骨干培训班。经过9天培训，学
员们感受了真气在任督二脉运行的经过，证明了经络学的存在。更有41名学员打通了任督二脉，学员们普遍感
受是通督后很兴奋，既往疾患明显减轻或痊愈。甘肃卫生厅厅长刘维忠要求各医院积极组织培训，熟练掌握真
气运行学的方法技术，应用到临床实践之中。 相关报道见A11版

怎么证明打通了任督二脉 9天通“二脉”的培训太神奇

从中医上来讲，打通任督二脉只是让气血更加通畅，身体更健康而已，并
不是什么武功绝学。如果您认为，打通任督二脉就可以飞檐走壁，开碑碎石，
天下无敌，恐怕要让您失望了。小说和常识的差别就好比，在小说的《三国演
义》中，诸葛亮三气周瑜，周瑜被活活气死，在历史典籍《三国志》中，周瑜是病
死的，诸葛亮是冤枉的。 ——刘维忠（甘肃卫生厅厅长）

甘肃卫生厅网站作为省级卫生部门的官方网站，发布消息的权威性不言
而喻。上面的任何言论，都可能对普通群众产生极大的引导作用。所以，卫生
厅网站上的每一条新闻都应该力求严谨、每一个词语都要认真推敲。

——刘昌海（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