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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郑老在60余年的针灸教学、临床和科研实践中，对针灸理论追本溯源，推陈出新，在继承的基础上不
断发扬光大。
他以祖国医学八纲辨证、八法治病的理论原则为指导，结合自己数十年的临床医疗经验，创立了针灸
的汗、吐、下、和、温、清、消、补的“针刺治病八法”，此实为针灸医学的新举措。
他擅长应用传统针法治疗急症、重症、难症，并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具有特殊治疗作用的针刺方法，如
穿胛热、温通法、过眼热、关闭法等，对传统针法进行了独创性的发展。
同时，他还在传统针法的基础上，对烧山火、透天凉等针法去繁就简，把握精髓，使之在临床上更为
实用有效。
他所创的热补法、凉泻法等针刺手法，在临床操作上简便易学、易行易效。
郑老在针灸学方面，特别是在针刺手法上造诣颇深，成为全国针灸学领域的带头人之一，被人们誉为
“西北针王”。
本书收录了郑老的针灸临证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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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郑魁山教授，1918年12月4日生于河北省安国县的针灸世家。
20岁时学成行医于安国、保定等地。
1943年赴北平行医，1947年考取中医师，独立开业。
1951年从国家卫生部中医进修学校毕业后，与同道栾志仁等针灸界同仁创办北京广安门联合诊所，任
针灸顾问。
1951年至1 953年协助北京中医学会创办北京中医学会针灸研究班和针灸门诊部。
1955年至1969年在卫生部中医研究院针灸研究所任主治医师兼第三研究室负责人。
1982年2月，调任甘肃中医学院针灸教研室主任，从事教学、科研和医疗工作。
1985年被选为中国针灸学会理事、甘肃省针灸学会指导委员会主任。
 郑老在60余年的针灸教学、临床和科研实践中，对针灸理论追本溯源，推陈出新，在继承的基础上发
扬光大。
在“针灸学”学科，特别是针刺手法上造诣颇深，成为全国针灸学领域的带头人之一，被人们誉为西
北针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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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部分　医论医话　一、针灸答疑　　针灸入门　　　第1问　怎样才能练好中医针灸的基本功？
 　　　第2问　为何取穴需要正确的体位姿势？
 　　　第3问　为何持针需要拇食二指捏持？
 　　　第4问　为何针刺前需用左手揣穴？
 　　　第5问　迎随补泻法的操作规律是什么？
 　　　第6问　捻转补泻法的操作关键是什么？
 　　　第7问　呼吸补泻法的操作关键是什么？
 　　　第8问　何谓泻南补北法？
 　　　第9问　如何运用接气通经法？
 　　　第10问　针同一穴位如何使感传部位不同？
 　　　第11问　何谓“如以手探汤”和“如人不欲行”？
 　　　第12问　灸法是否不如针法重要？
 　　　第13问　针灸如何与按摩相结合？
 　　　第14问　点穴如何与气功相结合？
 　　临床实践　　　第1问　治病为什么要分标本？
 　　　第2问　治病为何要从阴引阳、从阳引阴？
 　　　第3问　哪些情况会影响针刺疗效？
 　　　第4问　针后见效的几种预兆？
 　　　第5问　针刺后遗感有哪些作用？
 　　　第6问　留针时要注意哪些方面？
 　　　第7问　如何解决患者出现的抗针性？
 　　　第8问　穴位埋线有何特点？
 　　　第9问　巨刺和缪刺对哪些病证有特效？
 　　　第10问　疼痛证如何辨证施治？
 　　　第11问　针灸如何诊治儿科病证？
 　　　第12问　针灸如何诊治眼科病证？
 　　　第13问　哪些是治疗眼病的经验用穴？
 　　　第14问　为何气功点穴治疗近视、弱视有特效？
 　　　第15问　目眩头痛如何辨证治疗？
 　　　第16问　心悸的发作时间不同应如何诊治？
 　　　第17问　不同表现的神志病应如何治疗？
 　　　第18问　子午流注与灵龟八法对哪些病有特效？
 　二、手法操作　　练针法　　　1.  关节练习法　　　2.  左右手练习法　　揣穴（定穴）法　　　1. 
指切法　　　2.  按压法  ⋯⋯第二部分　临证治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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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部分 医论医话　　一、针灸答疑　　第3问 为何持针需要拇食二指捏持？
　　拇食二指捏持针柄，持针牢固，进针时针体不弯，而且捻、转、提、插时针体能保持垂直不会偏
斜。
如果拇食中三指持针，拇指需放在食中二指之问，用力时，由于食中二指间有缝隙，且针柄较软，就
会捏弯，不但进针时患者有刺痛感，而且体表穴位虽正，针体、针尖到了体内却可能偏离穴位，刺到
别处去了。
此时如果继续提插，则容易因针体不直而将穴内肌肉捣烂或刺破血管，发生穴内肿胀或瘀血；如果继
续捻转，则容易因针体偏斜而捻转费力，而且还会发生肌肉缠针或剧痛。
针尖偏离了穴位，不但疗效不理想，而且患者也会感到被针处不舒适。
　　第4问 为何针刺前需用左手揣穴？
　　揣穴，即将左手拇指或食指放在穴位处，向前后、左右推拉、揉按、揣摸，以体会针穴处肌肉厚
薄，孔隙大小，周围有否肌腱、血管，从而将被针穴位处的情况了解清楚，并把妨碍进针磊肌腱、血
管等拨开，再确定进针的方向和深浅，做到有的放矢。
例如针合谷，针刺前医生须将左手拇指或食指放在两歧骨间的合谷穴处，向前后、左右推拉揉按，将
妨碍进针的肌腱、血管椎开，揣到患者感到最酸胀的位置，便是正穴，再用1寸毫针向最酸胀的点刺
入3～5分即可。
又如针手三里，针刺前须让患者屈肘拱手，手虎131向上，医生将左手拇指或食指放在手三里穴处、桡
骨外缘，将桡骨和肌肉拨开，揣到患者感到最酸胀的位置，便是正穴，再用1.5寸毫针向桡骨外缘的正
穴刺人5～8分即可。
如，用关闭法针内关，要针感传导到胸部，则针刺前须让患者仰掌握拳，医生左手拇指放在内关穴处
，将两筋分开，揣到患者感到最酸胀的正穴，再用1寸毫针向正穴刺入3～5分，右手持针的针尖和左手
拇指同时向上用力推努，针感就能传到胸部。
如果只根据穴位的体表位置进针，不揣清穴位内部的指感所在，针尖刺不到正穴上，或刺过了最酸胀
的点，针感就不会循经传导。
所以，若要刺中正穴点，使针感循经传导，针刺前就必须将穴位揣准，在正穴点上行针，使气至病所
，这是治疗经络脏腑病取得疗效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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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针灸世家，西北针王，60余年的针灸教学、临床和科研实中，创立了汗、吐、下、和、温、清、
消、补的“针灸治疗八法”首次公开郑氏几家传针灸手法、秘方、配穴一理、一验、一法、一方、一
穴、一术，真知灼见，尺幅之间；难得佳作，传世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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