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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为积极推进高职高专课程和教材改革，开发和编写反映新知识、新技术、新工艺、新方法，具有职业
教育特色的课程和教材，针对高职高专培养应用型人才的目标，结合教学实际，高等教育出版社组织
有关专家、教师及临床一线人员编写了此套高职高专中西医结合专业教学改革实验教材。
全书共分为三篇。
第一篇经络腧穴，包括经络腧穴总论和经络腧穴各论两章，总论介绍了经络的组成、作用、生理功能
、病理反应和临床应用，以及腧穴的分类、作用、特定穴和腧穴的定位，各论介绍了十四经常用腧穴
的定位、主治及操作等；第二篇针法灸法，包括毫针、灸法和其他疗法三章，叙述了毫针刺法、灸法
和其他针刺疗法的基本理论和操作技能；第三篇针灸治疗，包括治疗总论和治疗各论两章，总论阐述
了针灸的治疗作用、治疗原则、配穴处方及特定穴的应用，各论阐述了内、妇、儿、外、五官科常见
病症的辨证和针灸治疗，每个病症都有病案举例。
书后附有常用针灸歌赋，供教学参考和学生阅读背诵之用。
本教材针对针灸学理论抽象、难记的特点，面向专业，以够用、适度、实用为原则。
内容简明扼要、通俗易懂，形式生动新颖、图文并茂，力求保持中医针灸理论的科学性、系统性和完
整性，理论联系实际，注重教学质量。
为了方便教学，在每章节前列有学习目标、后列有小结及目标测试思考题，便于学习掌握。
通过本教材的学习，使学生能够掌握针灸学的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能够运用中医针灸理
论进行常见病的临床治疗。
在阅读本教材时，结合书中的图示和歌赋记忆效果将会更好。
针法灸法篇，要积极进行手法练习，方能掌握针灸技能，为针灸治疗奠定扎实的基础。
本教材有待于同仁在教学实践中不断总结，提出宝贵意见，以便今后进一步充实、完善。
本书的大纲、内容提要、前言、目录、绪论和第一篇的第一章 中第一节 由王悦新编写；第一篇的第
一章 中第二节 至第七节 和附篇由许兆亮编写；第一篇的第二章 中第一节 前9条经脉由王彩兰、王悦
新编写；第一篇的第二章 中后5条经脉和第二节 至第四节 由何征、王悦新编写；第二篇的第一章 由王
悦新、许兆亮编写；第二篇的第二、三章由王凯、王悦新编写；第三篇的第一章 和第二章 第一节 内
科病症的前14个病症由李珊、王悦新编写；第三篇的第二章 中第一节 内科病症后11个病症和第二节 
至第三节 由陈美仁、王悦新编写。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全体编委会成员在时间紧、任务重的情况下，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和高度负责的精
神，齐心协力，圆满地完成了编写任务，在此表示深深的谢意，同时感谢湖北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刘
世红老师给予的无私帮助，并对在编写此教材过程中在各方面给予大力支持的各界朋友表示诚挚的感
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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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针灸学（中西医结合专业用）》共分为三篇。
第一篇经络腧穴，包括经络腧穴总论和经络腧穴各论两章，总论介绍了经络的组成、作用、生理功能
、病理反应和临床应用，以及腧穴的分类、作用、特定穴和腧穴的定位，各论介绍了十四经常用腧穴
的定位、主治及操作等；第二篇针法灸法，包括毫针、灸法和其他疗法三章，叙述了毫针刺法、灸法
和其他针刺疗法的基本理论和操作技能；第三篇针灸治疗，包括治疗总论和治疗各论两章，总论阐述
了针灸的治疗作用、治疗原则、配穴处方及特定穴的应用，各论阐述了内、妇、儿、外、五官科常见
病症的辨证和针灸治疗，每个病症都有病案举例。
书后附有常用针灸歌赋，供教学参考和学生阅读背诵之用。
本教材针对针灸学理论抽象、难记的特点，面向专业，以够用、适度、实用为原则。
内容简明扼要、通俗易懂，形式生动新颖、图文并茂，力求保持中医针灸理论的科学性、系统性和完
整性，理论联系实际，注重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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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第一篇经络腧穴第一章 经络腧穴总论第一节 经络的组成与作用一、十二经脉二、奇经八脉三、
十五络脉四、十二经别五、十二经筋六、十二皮部第二节 经络的生理功能和病理反应一、经络的生理
功能二、经络的病理反应第三节 经络的临床应用一、诊断方面二、治疗方面第四节 腧穴的分类一、
十四经穴二、奇穴三、阿是穴第五节 腧穴的作用一、近治作用二、远治作用三、特殊作用第六节 特
定穴一、五输穴二、原穴与络穴三、俞穴和募穴四、八脉交会穴五、八会穴六、郄穴七、下合穴八、
交会穴第七节 腧穴的定位一、体表标志定位法二、“骨度”分寸定位法三、指寸定位法四、简便取穴
法思考题第二章 经络腧穴各论第一节 十二经脉一、手太阴肺经二、手阳明大肠经三、足阳明胃经四
、足太阴脾经五、手少阴心经六、手太阳小肠经七、足太阳膀胱经八、足少阴肾经九、手厥阴心包经
十、手少阳三焦经十一、足少阳胆经十二、足厥阴肝经第二节 奇经八脉一、任脉二、督脉三、冲脉、
带脉四、阴阳维脉、阴阳跷脉第三节 十五络脉一、手太阴络——列缺二、手少阴络——通里三、手厥
阴络——内关四、手阳明络——偏历五、手太阳络——支正六、手少阳络——外关七、足太阳络——
飞扬八、足少阳络——光明九、足阳明络——丰隆十、足太阴络——公孙十一、足少阴络——大钟十
二、足厥阴络——蠡沟十三、任脉之络——鸠尾十四、督脉之络——长强十五、脾之大络——大包第
四节 奇穴一、头颈部二、躯干部三、四肢部思考题第二篇针法灸法第一章 毫针第一节 毫针的构造、
规格和保藏一、毫针的构造二、毫针的规格三、保藏第二节 针刺练习第三节 针刺前的准备一、选择
针具二、选择体位三、消毒第四节 毫针刺法二、进针法二、针刺的角度和深度三、行针与得气四、针
刺补泻五、留针与出针第五节 针刺异常情况的处理及预防一、晕针二、滞针三、弯针四、断针五、血
肿第六节 针刺的注意事项附创伤性气胸思考题第二章 灸法第一节 常用灸法一、艾灸二、其他灸法第
二节 灸法的作用一、温通经络、散寒除湿二、回阳固脱、升阳举陷三、行气活血、消瘀散结四、预防
疾病、强身健体第三节 灸法的注意事项一、施灸的顺序二、灸法的补泻方法三、施灸的禁忌四、灸后
处理附拔罐法思考题第三章 其他疗法第一节 三棱针一、针具二、操作方法三、适应范围四、注意事
项第二节 皮肤针一、针具二、操作方法三、适应范围四、注意事项第三节 皮内针一、针具二、操作
方法三、适应范围四、注意事项第四节 火针一、针具二、操作方法三、适应范围四、注意事项第五节
电针一、应用器材二、操作方法三、适应范围四、注意事项第六节 穴位注射一、针具和药物二、操作
方法三、适应范围四、注意事项第七节 耳针一、耳郭表面解剖二、耳郭与经络脏腑三、耳穴的分布四
、常用耳穴定位和主治五、耳针的应用第八节 头针一、刺激区的部位及主治二、操作方法三、适应范
围四、注意事项思考题第三篇针灸治疗第一章 治疗总论第一节 针灸的治疗作用一、调和阴阳二、扶
正祛邪三、疏通经络第二节 针灸的治疗原则一、补虚与泻实二、清热与温寒三、治标与治本四、同病
异治与异病同治五、局部与整体第三节 针灸配穴处方一、配穴原则附针灸处方的常用符号二、特定穴
的应用思考题第二章 治疗各论第一节 内科病症一、中风二、感冒三、咳嗽四、哮喘五、呕吐六、呃
逆七、泄泻八、便秘九、脱肛十、癃闭十一、淋证十二、遗精十三、阳痿十四、不寐十五、癫狂十六
、痫证十七、眩晕十八、头痛十九、胃痛二十、腰痛二十一、痹证二十二、痿证二十三、面瘫二十四
、坐骨神经痛二十五、三叉神经痛第二节 妇科、儿科病症一、月经不调二、痛经三、滞产四、乳少五
、胎位不正六、遗尿第三节 外科、五官科病症一、瘾疹二、肠痈三、痔疮四、扭伤五、耳鸣、耳聋六
、咽喉肿痛思考题附篇[常用针灸歌赋]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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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二）整体治疗针灸治病，除了在局部施治外，还应针对全身性病症或病因施以整体性治疗，
以保证治疗的彻底性。
四肢肘膝关节以下的腧穴和俞募穴等，除了能治疗局部和邻近病变外，还能治疗头面、躯干、脏腑等
全身的病变。
部分腧穴如合谷、太冲、足三里、三阴交、大椎、百会、气海、关元等，还可防治全身性疾病。
例如风寒外束的感冒，出现恶寒、头痛等症状，取合谷、外关，发汗解表，表邪解则恶寒、头痛的症
状自然消除；肝阳上亢引起的头痛、眩晕，取太溪、太冲透涌泉以滋水涵木、育阴潜阳。
（三）局部与整体同治在多数情况下，需要局部与整体同时调治。
这种将局部与整体有机地结合起来，既着眼于症状治疗，又注重病因病机治疗，能够明显提高治疗效
果，也是针灸临床广泛采用的方法。
例如风火牙痛，局部取颊车、下关以疏通经络之气，远端取合谷、内庭以清降胃肠之火；脾虚泄泻，
局部取大横、天枢理肠止泄，整体取脾俞、足三里以健运脾胃。
第三节 针灸配穴处方针灸配穴处方是在分析病因病机，明确辨证立法的基础上，选择适当的腧穴和刺
灸、补泻方法组合而成的，是针灸治病的关键步骤。
临床时，针灸配穴处方应根据中医基础理论，结合针灸学科的特点和疾病的具体情况进行严密组合，
做到有法有方，配穴要主次分明，灵活多变，并采取正确的刺灸方法。
一、配穴原则配穴原则是指选取腧穴的基本法则，它是配穴的基础、前提和先决条件，是在经络学说
的指导下，根据腧穴的分布和主治作用来选取穴位的。
一般分为近部取穴、远部取穴和对证取穴三种。
（一）近部取穴近部取穴又称局部取穴，是指在疾病的局部和邻近部位选取腧穴。
它是根据所有的腧穴都能治疗该穴所在部位及邻近脏腑、组织、器官、经络的病症这一普遍规律提出
来的取穴方法，体现了“腧穴所在，主治所在”的规律。
该法具有祛除局部邪气，疏通患部经脉，消瘀止痛的作用。
多用于治疗病变部位比较明显和比较局限的病症，急慢性病均可采用。
例如头痛取百会、头维；牙痛取下关、颊车；鼻疾取迎香、上星。
此外，压痛点取穴法也属于近部取穴的范围。
其中，非穴位压痛点即“阿是穴”，该取穴法多用于跌仆、扭伤、痛证等。
总之，近部取穴法在临床运用较广，取穴时可用一条经的腧穴，也可用多条经的腧穴，还可以适当选
用经外奇穴和阿是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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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针灸学(中西医结合专业用)》是全国卫生院校高职高专教学改革实验教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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