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刺激和调节作用 

 

药物和其它治疗手段(如刺入、点按、烟熏等)

作用于鼻腔而产生的刺激和调节作用可通过

以下途径实现： 

 

1。经络的传导和调整作用 

 

经络系统内属于脏腑，外络于肢节，在人的

生理、病理和防治疾病方面有非常重要的作

用，如《灵枢-经脉》曰：“经脉者，所以决

死生，处百病，调虚实，不可不通。” 后世

医家也有“不明脏腑经络，开口动手便错”

的告诫。概括地说，经络具有运行气血、传

导感应、调整虚实、协调阴阳的作用。在第

三章里我们已经知道，鼻通五脏六腑和十二

经脉，全身的经脉都直接或间接地到达鼻部，

此即《灵枢-邪气脏腑病形篇》所言：“十二

经脉，三百六十五络，其血气皆上于面而走

空窍，……其宗气上出于鼻而为嗅。”因此，



作用于鼻部物各种刺激，就可以通过经络系

统而起到畅通经络气血、传入刺激感应、调

整脏腑虚实、平衡阴阳失调的作用，从而从

根本上对各种疾病起到治疗和预防效果。鼻

疗通过经络的传导调整而起效应，这一点早

已被古代的医家所认识，如吴师机《理瀹驳

文》就有“纳鼻而通十二经”之论。” 

 

2。神经的刺激和调节作用 

 

鼻的解剖和生理特点决定了鼻腔粘膜对于外

界的各种刺激都异常敏感。脑神经中的嗅神

经、三叉神经、面神经都支配或分布于鼻腔，

所以当药物和其它的刺激作用于鼻腔时，支

配和分布于鼻腔内的神经会迅速而敏感的对

其作出反应，并将这些刺激传统大脑，再通

过大脑对全身各部起到调节作用。如取嚏法

即是人为的刺激鼻内神经，引起神经反射打

喷嚏进而起到治疗作用。从临床上鼻疗可广



泛用于各种急症和脑部疾患，并且取效非常

迅捷这一事实看，也支持这是对神经的刺激

而起到的调节和治疗作用。 

 

3。药物气味的刺激作用 

 

主司嗅觉是鼻的主要功能之一，这是因为鼻

腔内有嗅神经的缘故。各种气味通过鼻的嗅

觉而被感知以后，不管是对人的各种生理病

理活动，还是对人的心理状态，都有着显著

而奇异的影响。 

 

中医学认为，因为鼻与心肺两脏的关系最为

密切，故气味入鼻后首先作用于心肺宗气，

通过心肺的功能和宗气“贯心脉而行呼吸”

的作用进而对整体产生影响。如《素问-六节

脏象论》曰：“天食人以五气；五气入鼻，

藏于心肺，上使五色修明，音声能彰。”此

外，中医学还认识到，不同的气味会对不同

的脏腑产生不同的影响和作用。如气味“臊”



属木而入肝，“焦”属火而入心，“香”属

土而入脾，“腥”属金而入肺，“腐”属水

而入肾。中医的五嗅分入五脏之说，很有进

一步深入研究的必要。 

 

现代研究已证明，气味对人体的影响是巨大

的。中医“闻香防病”和“闻香治病”的理

论，也得到了现代实验研究的证明。 

 

4。全息对应和泛控作用 

 

鼻部是一个发育程度较高的全息胚，故在鼻

腔内给予的各个刺激将会作用于相当于整体

水平上的多个部位，所以这种刺激就会对所

对应的整体水平上多个脏腑器官组织起到广

泛性的调控作用。需要指出的是，这种由于

全息对应而产生的泛控作用，很可能既有经

络系统的参与，也有神经系统的参与。 

 



总之，从系统论的角度看，这种刺激和调整

作用的本质是触发动机体进行整体性的自我

调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