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注心肌，减少梗死面积等发挥作用；在治疗心绞痛、心

肌梗死、脑梗塞等方面有确切疗效（!）。本研究揭示葛

根素能增加大鼠心、脑、肝、肾组织"#含量，且在心、

脑组织测得"#$活性也较对照组明显增加，说明葛根

素通过调节"#$活性使"#增高可能是其发挥药理

作用的机制之一。两组大鼠肝、肾组织"#$活性均未

测出，其原因可能为该组织"#$活性太低，以至于超

出本研究检测方法的最低检测限。而葛根素组大鼠

肝、肾组织中"#含量明显增加，可能与肝、肾组织血

液循环丰富，将其他部位（如血管内皮细胞）产生的

"#带到该处，使其含量增高有关。

众所周知，"#在机体的作用犹如一把“双刃剑”，

一般由%"#$产生的生理剂量的"#具有生理性调节

功能；而由&"#$产生的大剂量的"#则有细胞毒性

作用。如在心肌炎和内毒素休克，&"#$被诱导而产生

过多的"#，抑制心脏功能。有文献报道（’）败血症时

肾小球滤过功能下降是由于&"#$所致的"#增加，

使局部肾小球血管内皮性"#$抑制所致。脑缺血时

由神经性"#$和&"#$产生的过量的"#具有神经

毒性作用。本研究中应用大剂量长疗程葛根素的大

鼠，虽然心、脑、肝、肾组织"#含量明显增高，但电镜

观察脑、肝组织超微结构均未发现明显异常。提示葛

根素的应用，并未出现"#过度生成所致的细胞损伤，

说明在促进组织"#含量增加这一角度，葛根素是安

全的。葛根素使组织"#$活性增加，是否通过%"#$

活性增加来实现的，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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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英译·

谈经络学说术语的英译
袁洪仁

江苏省海门卫校（江苏++,(//）

经络学说是中医学的重要理论，是古人在长期的医疗实践

中，从针灸、推拿、气功等各个方面积累的经验，结合当时的解

剖学知识，按阴阳五行、天人合一模式而提出的机体功能调节

理论。经络学说术语的英译必须忠实于这个事实。

( 经络的英译 文献中将“经络”译作“%7:AA456:AE%95-
5:@4?:56”或“G4?&E&:A”，这种意译令人费解。根据《内经》对经络

的论述及现代经络研究的结果，表明经络结构包括血管网络

（血行脉中）、神经网络（气行脉外）和感传网络（经气游行），故

“经络”应译作“"4H?9J:69X&EH%@”，意为“神经血管性气导管”。

既表达了经络原有神经血管解剖学基础之事实，又表达了经络

“内属于脏腑，外络于肢节”之类神经血管必然的网络形态。加

上后缀“-X&EH%@”又区别于解剖学上的神经血管，表达了中医经

络“行 气 血”的 功 能 特 征。可 将“"4H?9J:69-X&EH%@”缩 写 为

“"YX”。相应地，“经络学说”译作“"YX959IK”。

+ 经脉和络脉的英译 “经脉”是经络系统中直行的干

线，故 译 为“$@4G9F"YX”，意 为“ 经 络 之 干 ”，可 缩 写 为

“$"YX”。经脉有正经与奇经之分，前者与脏腑络属，后者与脏

腑无络属关系，别道奇行。故“正经”译作“Y&6%4?:5-$"YX”，意

为“脏腑之经脉”〔袁洪仁)谈藏象与脏腑术语的英译)中国中西

医结合杂志+///；+/（2）0(,3〕。“奇经”译作“<D@?:-9?E&A:?K
$"YX”，意为“异常经脉”、“奇异经脉”。

“络脉”是经脉的分支，故译作“*?:A%79F"YX”，意为“经

络之支”，与“经络之干”（经脉）相对，可缩写为“*"YX”。相应

地，“别络”、“孙络”、“浮络”分别译为“*&II4?*"YX”（较大的络

脉）、“Z&A&46@*"YX”（最细小的络脉）、“<D@4?A:5*"YX”（表浅

的络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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