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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髓”是《黄帝内经》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在书中出现了６４次，既单独出现，也以脑髓、骨髓、髓海、髓空、髓孔、髓液等合成
词汇出现。髓的生成、所在部位与脑、肾、精、骨、脊等人体的器官和组织密切相关。依据《黄帝内经》原文，结合现代解剖学知

识，对《黄帝内经》的髓概念进行解析，认为髓的基本内涵是骨内、骨与骨之间和出入骨孔的液性和柔性物质，包括现代概念的

骨髓，以及脑组织、脊髓和一些神经束等神经组织。髓与骨联用成“骨髓”时多代表前者，而与脑联用成“脑髓”时多代表后者，

两者均具备髓的基本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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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髓”是《黄帝内经》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分别在
《灵枢经》和《黄帝内经素问》中出现了４３次和２１
次，还与脑、骨、海等概念组成脑髓、骨髓、髓海等词

汇，并涉及肾、精、脊和督脉等概念，是一系列重要关

系的枢纽。有学者指出《黄帝内经》“把神经与骨髓

当成同一物质 ”其证有据，但同时认为“把脑与脊神

经都当成了骨髓，这是《黄帝内经》的重大错误”［１］。

那么，到底是《黄帝内经》错了，还是我们对《黄帝内

经》髓概念的理解有误？以下将依据《黄帝内经》原

文，结合现代解剖学知识，对《黄帝内经》的髓概念

进行解析。

１　髓为人体的重要结构

《黄帝内经》对髓的性质、生成、分类、分布以及

生理、病理、治疗都作了简明阐述［２］。《素问·五脏

别论》记载：“脑、髓、骨、脉、胆、女子胞，此六者地气

·６２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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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生也，皆藏于阴而象于地，故藏而不泻，名曰奇

恒之府。”明确指出髓为６个奇恒之府之一，是与骨
和脑并列的独立结构。从人体结构的浅深位置上

看，髓是位于最深部的组织，如《素问·刺要论》描

述了疾病由浅到深发展的过程，“病有在毫毛腠理

者，有在皮肤者，有在肌肉者，有在脉者，有在筋者，

有在骨者，有在髓者。”从中可知，髓为比五体中最

深的骨还要深的组织。《说文解字》释髓为“骨中脂

也”，既明确了髓在骨内，也描述了髓是如膏脂状的

柔软物质。除与骨外，髓与人体的其他结构，如骨

空、脑、肾、督脉等都有密切联系，探讨髓与这些结构

的关系有助于揭示《黄帝内经》髓的科学内涵。

２　髓与骨

《黄帝内经》中髓与骨的关系最为密切，两者常

联用为“骨髓”。现代医学中的骨髓指骨内的造血

组织，柔软似果酱，有红骨髓和黄骨髓，位于骨髓腔

以及松质骨内。骨髓腔是长骨骨干中间部位由硬质

骨围成的一个较大空腔，松质骨是质地稀松、内有网

眼的骨质，位于长骨两端，以及短骨、扁骨和不规则

骨的内部（图１）。

图１　骨髓的结构

骨髓与骨密质、骨松质这两种骨质的性状和颜

色明显不同，古人很容易将其区分为不同的组织，明

确其位置关系。《素问·脉要精微论》曰：“骨者髓

之府。”就是对髓位于骨中进行的精确定位。另一

处说明髓与骨关系的地方是《素问·解精微论》，其

中有“髓者，骨之充也。”说明髓充填在骨中，充养于

骨，与“骨者髓之府”的含义十分接近，也说明了骨

与髓的紧密关系。

骨与髓有多处合用的地方，构成“骨髓”一词，

在《灵枢经》中出现了４次，《黄帝内经素问》出现频
次则高达１９次，但均很分散，前者分散在４篇中，后
者分散在１７篇中。

《灵枢经》首次出现骨髓的地方在《灵枢·根

结》中：“形气不足，病气不足，此阴阳气俱不足也，

不可刺之，刺之则重不足，重不足则阴阳俱竭，血气

皆尽，五脏空虚，筋骨髓枯，老者绝灭，壮者不复

矣。”这里虽然骨和髓连在一起，但前面还有筋，筋

和骨是两个概念，故骨与髓也可能是两个并列的概

念。类似的情况还出现在《灵枢·经脉》中：“足少

阴气绝，则骨枯，少阴者冬脉也，伏行而濡骨髓者也，

故骨不濡则肉不能着骨也。”这里先讲少阴之气可

以濡养骨髓，后面却只讲骨如果不被濡养，则肉不能

附着在骨上，并没有提到髓，显然因为髓在骨内，与

肉没有直接的联系，故不予提及。《灵枢·寒热》

载：“络脉治皮肤，分腠治肌肉，气口治筋脉，经输治

骨髓、五脏。”骨、髓、五脏都是身体深层的组织，断

句为后人所加。《灵枢经》最后一处“骨髓”在《灵

枢·痈疽》云：“大热不止，热胜则肉腐，肉腐则为

脓，然不能陷于骨髓，骨髓不为遶枯，五脏不为伤，故

命曰痈。”这里同样可以将骨和髓视为两种深层组

织，与五脏并列。此段话的后面是“何谓疽？岐伯

曰：热气淳盛，下陷肌肤，筋髓枯，内连五脏，血气竭，

当其痈下，筋骨良肉皆无余，故命曰疽。”“枯”字在

《针灸甲乙经》《千金翼方》《外台秘要》中为“骨

肉”［３］，如此本句变成“筋髓骨肉”，则明显是４个概
念。《黄帝内经太素》中的“枯”为“骨枯”［３］，整句

变为“筋髓骨枯”，与《灵枢·根结》中的“筋骨髓

枯”几乎一样，提示骨与髓为两个概念。

《黄帝内经素问》中骨髓一词，主要与肾功能系

统相关，如“寒气藏于骨髓之中”（《素问·疟论》）。

“冬气在骨髓中……冬者盖藏，血气在中，内着骨

髓，通于五脏”（《素问·四时刺逆从论》）。《素

问·痿论》总结五脏所主曰：“肺主身之皮毛，心主

身之血脉，肝主身之筋膜，脾主身之肌肉，肾主身之

骨髓。”对比《素问·宣明五气》的五脏所主：“心主

脉，肺主皮，肝主筋，脾主肉，肾主骨。”可以发现，其

中的皮与毛，血与脉，筋与膜，肌与肉都是各自不同

的组织，而又在部位上邻近，并在功能上紧密联系，

髓与骨的关系也是一样，二者是两个不同组织，但髓

在骨中，言骨往往也包括髓。

３　髓与脑

《说文解字》解释脑（
!

）“
!

，头髓也。”说明脑

是位于头部的髓。“脑”作为奇恒之府，《黄帝内经》

记载了４４次，见于２７篇。
脑组织呈膏脂状，位于颅骨之中，符合“骨者髓

·７２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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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府”之“髓”的解剖学定位。在脑和脊髓内存在着

约１３０ｍＬ无色透明的脑脊液。当颅骨破裂时，部分
脑组织和脑脊液可以外流，称为脑浆，与髓在骨中的

情况十分相似，但因其颜色发白，与红骨髓和黄骨髓

的颜色均不相同，加之其重要作用，因此被单独命

名。

《灵枢·海论》有“脑为髓之海”的论述。脑和

椎管里的脊髓相连，为中枢神经系统，遍布周身的周

围神经纤维或直接连接到脑，或通过脊髓连接到脑。

古人很可能通过“其死可解剖而视之”（《灵枢·经

水》）的方式观察到周围神经从头面、躯干、四肢末

端由细到粗与脑和髓相接续，最后都汇聚到脑的中

枢神经组织中，就像地球上的水最终都汇集到大海

中一样。因此，如果用“脑为髓之海”的关系式反

推，这里的髓指的就是神经。

“脑髓”一词在《黄帝内经》中出现１１次，足证
其密切关系。《灵枢·经脉》一开始，就阐述了人体

发生的次序：“黄帝曰：人始生，先成精，精成而脑髓

生，骨为干，脉为营，筋为刚，肉为墙，皮肤坚而毛发

长，谷入于胃，脉道以通，血气乃行。”这里的精可以

理解为生命的基础精微物质，由这些物质化生了骨、

脉、筋、肉、皮、毛，作为人体广泛存在的基本组织，这

其中应该还有神经，人类胚胎发育的第３周即出现
了神经管，是人体的重要成分。古人并未忽视神经

的存在，用“脑髓”一词准确地描述了连接在脑组织

上的神经系统。

《素问·奇病论》曰：“髓者以脑为主。”可理解

为人体髓系统中居于首要位置的是脑，或可理解为

脑主髓，脑统帅人体之髓，其关系完全符合现代医学

中脑在神经系统中的地位。

４　髓与骨空

髓在骨中的空间于《黄帝内经》一些篇章称为

骨空，该词在《灵枢经》和《黄帝内经素问》中分别出

现３次和１２次，《黄帝内经素问》甚至用骨空作为
篇名，对其进行了专篇论述。先看一下《灵枢经》的

３处骨空论述。第１处在《灵枢·五癃津液别》，对
髓、液和骨空的关系进行了阐述：“五谷之津液，和

合而为膏者，内渗入于骨空，补益脑髓，而下流于阴

股。阴阳不和，则使液溢而下流于阴，髓液皆减而

下，下过度则虚，虚故腰背痛而胫盩。”饮食化生的

精微津液和合而成的膏可渗入骨空中。膏指消散、

融化状态的油脂。《说文解字》云：“膏者，脂也。凝

者曰脂，释者曰膏。”在阴阳不和，气失统摄的情况

下，液溢而下流于阴窍，髓和液皆减少。“皆”字的

使用说明髓和液是两个概念，两者下泄过度则使阴

精亏虚，所以会出现腰背痛和胫骨盩的病证。液进

入骨空后，与髓合成为有一定流动性的髓液，说明此

处的骨空是一种可容纳液态物质的空腔，应指骨髓

腔。

第２处骨空在《灵枢·卫气失常》中：“骨之属
者，骨空之所以受液而益脑髓者也。”这是对骨之属

的定义语式。“骨之属”简称骨属，对应现代医学的

骨关节，其中的骨空代表关节处的骨间隙，可接受液

的渗入，形成关节液，对关节的活动有重要作用。上

述观点在《灵枢·决气》中讲得更清楚：“谷入气满，

淖泽注于骨，骨属屈伸，泄泽，补益脑髓，皮肤润泽，

是谓液。”根据“骨属屈伸”的描述来看，“骨属”指关

节结构。由谷气化生的组织液（气／液），在含量丰
富的情况下（淖泽），可进入骨关节，对关节的屈伸

起到润滑作用，“泄泽”是将丰富的（泽）组织液引泄

到关节的缝隙（骨空）中的意思，这种液还可以补益

脑髓和润泽皮肤。显然“液”与髓的概念有区别，髓

特指充填于骨空中的物质，而液不仅可以注入骨空，

还可以补益脑髓和润泽皮肤。

第３处骨空出现在《灵枢·痈疽》，也阐述了骨
空与髓的关系：“寒气化为热，热胜则腐肉，肉腐则

为脓，脓不泻则烂筋，筋烂则伤骨，骨伤则髓消，不当

骨空，不得泄泻，血枯空虚，则筋骨肌肉不相荣，经脉

败漏，熏于五脏，脏伤故死矣。”这里讲到骨受损伤

后，髓就消解了。“不当骨空”的意思是髓不能充填

骨的空隙，“不得泄泻”应该是讲髓不能正常地疏

泄，“得”做“得当”解，因此有“血枯空虚”，这里的

“空”即指前面的骨空，骨空因为缺乏髓的充填变得

空虚了，故此处的骨空应指骨髓腔。

上面两处论及骨空时，还描述了液补益脑髓的

功能，是《灵枢·口问》中液的功能“液者，所以灌精

濡空窍者也”的具体体现。脑髓所在的颅腔与骨髓

腔和关节腔一样都属于骨空和空窍，液充足时灌注

补益这些空窍，当液脱不足时，则出现《灵枢·决

气》所言：“液脱者，骨属屈伸不利，色夭，脑髓消，胫

盩耳数鸣。”

有学者发现神经周围存在着组织液通道［４］，该

通道及其中的组织液可对神经的活动产生影响，包

括向神经细胞提供营养，为神经的静息电位与动作

电位提供所需的离子等，那些较大的、可见的神经，

经简单解剖追踪即可发现其与脊髓相连接，并最终

到脑。因此液补益脑髓的作用，可理解为神经得到

·８２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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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由水谷化生的组织液的滋养，组织液对神经的营

养，特别是脑脊液供应脑细胞营养，都是在发挥“补

益脑髓”的作用。

５　《素问·骨空论》中的骨空、髓空和髓孔

《素问·骨空论》可视为骨空和髓关系的专篇，

其中骨空概念８个，□骨□空（也是骨空的意思）４
个，髓概念４个，另外还有“髓空”和“髓孔”两个相
关概念。上述词汇全部聚积在“水俞五十七穴者”

一段：“水俞五十七穴者，尻上五行，行五，伏菟上两

行，行五，左右各一行，行五，踝上各一行，行六穴。

髓空在脑后三分，在颅际锐骨之下，一在基下，一

在项后中复骨下，一在脊骨上空在风府上。脊骨下

空，在尻骨下空。数髓空在面侠鼻，或骨空在口下当

两肩。两?骨空，在?中之阳。臂骨空在臂阳，去踝

四寸两骨空之间。股骨上空在股阳，出上膝四寸。

骨空在辅骨之上端。股际骨空在毛中动下。尻骨

空在髀骨之后，相去四寸。扁骨有渗理凑，无髓孔，

易髓无空。”

上述“骨空”“□骨□空”，“髓空”紧接在“水俞
五十七者”之后，均为空隙结构，是“神气游行出入”

的腧穴所在，但所用的词有骨空和髓空的不同。其

中髓空具体指哪些空隙结构，以及是哪些穴位所在，

后世有不同的解析，如“髓空在脑后三分，在颅际锐

骨之下”。有学者认为是在总述脑后的髓空有 ３
个，都分布在颅骨边缘锐骨的下面［５］，也有学者解

释为是指具体的穴位，但是哪个穴位则又有不同的

见解：有的认为是风府穴［６］；有的认为是哑门穴［７］。

“基下”一般认为是指下颌骨正中骨缝，上龈缝中

为龈交穴；“项后中复骨下”是指项后正中的凹陷，

相当于哑门穴［６］；“脊骨上空，在风府上”，有认为是

指脊柱的上孔，即枕骨大孔，是风府穴所在［７］，也有

认为是指脑户穴［５］。“数髓空在面挟鼻”，指的是面

颅骨上鼻孔两旁的孔隙，包括眶上孔（裂）、眶下孔

等，为颅神经出入之处，也是攒竹、四白等穴所在。

对上述髓空具体所指的空隙或穴位虽认识不同，但

有共同之处，即这些髓空都与头颅骨或面颅骨相关

的孔隙有关，有神经通于脑。

“脊骨下空，在尻骨下空”，这里“脊骨下空”指

的是脊柱最下端的孔，即骶尾骨处的骶骨裂孔，是督

脉腰俞穴所在，浅层有第五骶神经的后支，深层有尾

丛，布有骶中动、静脉分支，也是进行骶管麻醉，阻滞

脊神经的穿刺部位。“两?肩空，在?中之阳”。此

句中“两?”为两肩胛骨，这里“肩空”指的是肩胛骨

外侧，肩峰前下方的肩
"

穴，在肩峰与肱骨之间的凹

陷中。“臂骨空，在臂阳去踝四寸两骨空之间”，前

臂的两骨是指尺骨和桡骨，阳侧两骨空之间去踝４
寸，当为手臂背侧，腕关节上４寸，位于尺骨和桡骨
之间空隙处的三焦经的三阳络穴。“股骨上空，在

股阳出上膝四寸”股骨上的骨空多认为是指股骨上

的滋养孔，是血管神经进出骨的部位，至于“上膝四

寸”的穴位，有中渎穴［７］或伏兔和阴市穴之间的部

位的不同认识［５］。

由此可见，《素问·骨空论》中腧穴所在的骨空

包括骨与骨之间的空间，如尺骨和桡骨之间、肩胛骨

肩峰与肱骨之间、枕骨与第一颈椎之间，或者是骨上

的空间结构，如骶管裂孔、眶下孔、滋养孔等。

在《素问·水热穴论》中也有一处髓空：“云门、

"

骨、委中、髓空，此八者，以泻四肢之热也。”《黄帝

内经太素·气穴注》云：“髓空在腰，一名腰俞。”腰

俞穴在《素问·骨空论》中脊骨下空中，内通于椎管

内的脊髓。上述髓空都是神经出入颅骨和脊柱上孔

隙的部位，证明此处的髓指较大的神经束。

“扁骨有渗理凑，无髓孔，易髓无空”，张景岳认

为“扁骨者，对圆骨而言”即这里的扁骨是指形状扁

平的骨，如胸骨、肋骨等，现代医学也将其分类为扁

骨。《黄帝内经》中无圆骨一词，现代医学中的圆

骨，也叫种子骨、籽骨，是指圆形的骨，如髌骨。张景

岳描述圆骨的特点为“凡圆骨内皆有髓，有髓则有

髓孔”，从骨内有髓和容纳髓的空间来看，这里的圆

骨应该是指现代医学的长骨，即主要位于四肢部的

纵轴较长的骨头，如上肢的肱骨、尺骨、桡骨、掌骨、

指骨，下肢的股骨、胫骨、腓骨、跖骨、趾骨等。长骨

有骨髓腔，腔内有骨髓，呈长圆柱形，相比于扁平的

骨头，古人将其命名为圆骨倒也恰当。“扁骨有渗

理凑，无髓孔”可以理解为古人已观察到扁骨与圆

骨不同，扁骨内无骨髓腔，那么“髓孔”一词指的应

该就是骨髓腔。扁骨内有海绵状的松质骨，“理凑”

是指松质骨内的间隙，“渗理凑”则是指松质骨的间

隙内有渗入的髓液。“易髓无空”意指扁骨用松质

骨的间隙代替长骨中的骨髓腔。

６　髓与精、肾

《灵枢·经脉》在记述人体发生的顺序时写道

“精成而脑髓生”，明确指出髓由精而产生。人体的

精指具有促进机体生长、发育及繁衍作用的精微物

质，包括先天之精和后天之精。先天之精禀受于父

母的生殖之精，“常先身生”（《灵枢·决气》）。后

·９２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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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之精是脾胃运化产生的水谷精微在供脏腑的代谢

和化生所需之外的有余部分。髓的产生有赖于先天

和后天之精。即髓由精所化，先天之精是其产生的

主要物质基础，又有赖于后天之精的不断充养［８］。

髓与精都与肾有密切关系。肾与髓的关系是通

过“肾主骨”，而“骨者髓之府”“髓者骨之充也”而

产生的，《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更是明确指出 “肾

生骨髓”。精与肾的关系体现在“肾藏精”（《灵

枢·本神》），“肾者，主蛰封藏之本，精之处也”

（《素问·六节藏象论》），即先天之精和后天之精都

藏于肾中。肾通过“藏精”“主骨”与髓产生关系。

肾在疾病状态下，会影响到髓及其功能，如“肾不生

则髓不能满”（《素问·解精微论》），“足少阴气绝，

则骨枯，少阴者，冬脉也。伏行而濡骨髓者也”（《灵

枢·经脉》）。《灵枢·本神》有“恐惧而不解则伤

精，精伤则骨盩痿厥，精时自下”“肾在志为恐”的描

述，恐惧日久伤肾，肾失封藏，精伤不生髓，骨失髓养

则出现骨盩，而治疗骨盩则要从补肾治疗，即《灵

枢·癫狂》所言：“骨盩体重，懈惰不能动，补足少

阴。”

７　髓与脊、督脉

髓位于骨空之中，人体中最长的一组骨骼就是

脊骨。《素问·骨空论》记载：“脊骨上空在风府上，

脊骨下空，在尻骨下空……风府在上椎。”从对脊骨

的描述来看，脊骨指的正是上起颈椎，下至骶尾骨的

脊柱。脊椎骨的椎孔共同串成椎管，这个椎管空间

是最典型的骨空，其中含有人体最大的神经束———

脊髓。

《黄帝内经》并无“脊髓”一词，但已认识到脊髓

的存在，如《素问·刺禁论》中提到“刺脊间中髓，为

伛。”用针刺入脊骨之间的空隙能刺到，而且导致弯

腰、驼背的髓只能是脊髓，而不是骨髓。脊髓是现代

词汇，代表脊椎骨中包裹的中枢神经的低级部位，位

于椎管内，与现代解剖学的骨髓位于骨内的空间不

同，但这两类空间在《黄帝内经》中均被称为骨空，

导致后人对“髓”概念判断的混乱，而脊髓一词的使

用反映了髓的神经内涵。

从经脉循行分布看，与脊骨关系最密切的经脉

是督脉。督脉的循行记载于《素问·骨空论》，督脉

循行于人体背部时与足少阴肾经和足太阳膀胱经同

行，即与肾经“贯脊属肾”和膀胱经“侠脊抵腰中，入

循膂络肾”的路线并行［９］。“贯脊”说明督脉循行贯

串脊柱之中。笔者在彩裙鱼体内发现了沿脊髓分布

的纵行间质通道［１０］。孟竟璧等［１１］则用同位素显示

了督脉样分布的脊髓中央导水管，证明督脉不仅与

脑有关，与整个脊髓也有密切的关系。

督脉在头面部与足太阳经并行“上额交巅上，

入络脑”，《难经·二十八难》记载督脉“起于下极之

输，并于脊里，上至风府，入属于脑”，更明确地描述

了督脉循行于脊柱中，然后向上至风府，进入脑内属

于脑，将位于脑和脊髓的中枢神经连接在一起。

“督”字有控制、管理的含义，与中枢神经的功能非

常相似。

督脉的循行路线中不仅有“属肾”“络脑”，还有

“贯心”的描述，中医理论认为“脑为元神之府”

（《本草纲目》）、“心藏神”，心、脑主宰人体的精神

心理活动、调控人体的行为，这也正是督脉循行联系

的中枢神经系统的主要功能。督脉为阳脉之海，体

现了神经传出传入会聚于脊髓和脑的结构特点，是

与神经系统关系最为密切的经脉。

总之，《黄帝内经》中髓的基本内涵是骨内、骨

与骨之间和出入骨孔的液性和柔性物质，包括现代

医学的骨髓，以及脑组织、脊髓及神经束等神经组

织。“髓”字的构造完美地展示了这一含义。髓左

边的“骨”偏旁代表髓在骨中，与骨关系密切。右上

边的“左”字据《现代汉语词典》同“佐”，有辅佐的

意思，另外还有“部分或完全不同”的意思，即髓是

辅佐骨又与骨不同的组织。右下面的“辶”《说文解

字》为“乍行乍止也”。人体的骨髓液由流动的“液”

进入骨髓腔和松质骨间隙与髓质混合后不再流动，

但用针管可以抽出，符合“乍行乍止”的特征，故

“辶”代表液性的骨髓。右下边的“月”代表柔性的

神经组织。

髓在与骨联用成“骨髓”时多代表现代医学的

骨髓，而与脑联用成“脑髓”时多代表脑、脊髓和大

神经束。可将骨髓和脑髓视为髓的两个子概念，二

者同时具备上位概念髓为骨内（间）液性和柔性物

质的内涵，故并不存在将现代医学的神经与骨髓混

为一谈［１］的情况。

髓概念的这一特征与《灵枢·决气》中“黄帝

曰：余闻人有精、气、津、液、血、脉，余意以为一气耳，

今乃辨为六名”的用法完全一致。精、气、津、液、

血、脉有各自对应的具体内涵，但又都具有气的内

涵，即“一气耳”，这个气是广义的气，代表“六名之

气”的共性特征，与六名之气中的“气”有所区别，后

者可视为狭义的气。

由于髓的双义性，使用“髓空”时，代表神经穿

·０３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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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颅骨和脊柱骨的空隙部位，“髓孔”则代表骨髓

腔，其中含有骨髓，相关《黄帝内经》概念对应的现

代医学含义见表１。以上分析表明，《黄帝内经》的
概念是严谨的，不同的子概念均有对应的科学内涵，

而位于顶层的类概念则反映了相关子概念的共同特

征，需要在学习《黄帝内经》时认真地把握。

本文对“髓”的解析弥补了《黄帝内经》解剖学

与现代解剖学对应关系中涉及神经的一大空缺，为

临床治疗神经系统疾病提供了理论支撑。

表１　《黄帝内经》髓及相关概念的现代医学翻译对照表

《黄帝内经》概念 髓 骨髓 髓（之）海 脑髓

现代概念 骨中的液性和柔性物质
硬质骨 ＋松质骨 ＋髓质
（红、黄骨髓）

神经高度集中的脑组织
颅骨内的脑组织及相连接

的大神经束

《黄帝内经》概念 骨空 髓空 髓孔 渗理凑 骨（之）属

现代概念
骨与骨之间形成的空

隙、及骨髓腔

有神经束通过的位于

头颅和脊椎的骨间隙
有骨髓存在的骨髓腔

松质骨中的微小间隙

和其中的红骨髓
骨关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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