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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温木生主任中医师是重庆市中医及针灸界的后起之秀，现为重庆市针灸学会副会长、重庆市名中
医。
他自幼习医，不是科班出身，不是名医之徒，通过自学，却能跻身于名家之列，殊为不易。
这与他40年来刻苦钻研、勇于实践、精益求精、虚怀若谷是分不开的。
温木生自从1991年出版第一本专著以来，长期耕耘，现已主编和参编专著20部有余，总字数已达400多
万字，成为重庆市中医界著作最多的医师之一。
特别是从2001年开始，他每年出一本专著，而且每部专著内容越来越多，出版频率越来越高。
一书刚到我手里，《腹针疗法治百病》一书的书稿就已经送到案头要我作序了。
当然却之不恭，便欣然提笔。
我为重庆中医界有这样一位高产作家而骄傲，也为他的辛勤耕耘而自豪。
　　腹针疗法由薄智云教授所创立，是一种以脏腑、经络为基础，以中医理论为指导，以整体观念、
辨证施治为核心，通过在腹部进行针灸调节脏腑、经络以治疗全身疾病的一种新的针灸方法。
临床应用，效如桴鼓，尤其对慢性病、疑难病症更为适宜，并已被推广到美国、意大利、德国、荷兰
、希腊、新加坡、马来西亚、韩国等国家，获得国内外中西医专家和医疗同道的高度评价。
　　腹针疗法的成功，使之成为中国针灸学的一个独立的边缘学科。
显著的疗效，使其成为广大医师向往学习的针灸技能。
广大患者也翘首企盼通过腹针疗法得以痊愈。
薄教授的两本专著，奠定了腹针疗法的基础，但仍不能满足广大医生和患者的需求。
因此，急需更多介绍和阐述其临床使用及体会的专著出版。
温木生先生在认真学习腹针疗法基础上，结合自己的体会，写出了这本专著，恰逢其时，将为腹针疗
法的推广和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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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分为上、下两篇。
上篇为总论，介绍了腹针疗法的源流和发展、腹部解剖、治疗机制、腹针的特点、取穴方法、处方组
成、操作方法、提高疗效的因素、适应证与禁忌证、常用腹部治疗方法、针刺意外及处理、腹部常用
腧穴等；下篇为各论，主要介绍内科、外科、妇科、儿科、五官和皮肤科共151种疾病的病因病理、诊
断要点、操作方法、运用效果、处方荟萃和按语。
为方便临床实用，每病精选了行之有效的处方数首，供临床选用。
本书适于临床相关科室医师、中西医结合研究人员和基层医务工作者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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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温木生，重庆江津人，汉族，重庆市巴南区中医院主任医师，长期从事中医及针灸临床工作。
任重庆市巴南区中医学会秘书长、重庆市针灸学会常务理事、重庆市中医药学会理事、中华临床医学
会副理事长等国内外60余个学术职务。
在《中医杂志》、《中国针灸》及美国、英国、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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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腹部进行诊断，即腹诊法，在我国，也是古已有之，它是根据腹部与脏腑之间特殊的关系来进
行诊断的一种方法。
中医学认为，神阙系血脉之蒂，为精、神、气血往来之要，与冲任关系密切，并为人体上、下、左、
右交会之中心，乃生气所系，内通五脏而关系于肾。
故触脐上下任脉之硬坚，而知脾肾之虚；触脐周硬满压痛，知脾胃之不和；动气脐上知下焦虚寒，阳
气浮越；脐上筑动，知阴精亏损，虚阳浮越；脐上动气知下虚已极，摄纳无权；当脐动气知脾肾虚寒
，命门火衰；当脐筑筑跳动脉来滑数知肠热蕴结，阳明气逆；脐跳当脐或左旁，或上冲脘中，其势如
新张弓弦，按之弦劲博指，知木亏水旺，冲阳上冒。
动气在脐下，脐跳弦紧或弦细，腹部拘急，知寒邪内郁，寒伤冲脉。
从以上的论述，我们不难看出脏腑与神阙的相关性。
　　日本对腹诊术较为重视，从而形成了日本汉方医学特有的诊病主要手段之一。
天数道明甚至提出：“外感证从脉诊为主，内伤病以腹诊为主的主张”。
日本有关腹诊的著作颇丰，曲直濑道三在他著的《百腹图说》序文中有“腹者有生之本，百病根于此
”（1602年）。
后得古方家吉益东洞的极力强调，甚至小林沼司等还把腹部分为51个区域，按照程序在人体表面进行
针刺，观察其对腹部产生的种种影响，并证明腹部症状的缓解有助于调节整体的平衡和解除病证。
而这种相关性和联系性，也成为腹针疗法“神阙调控论”理论的基础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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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在介绍腹针疗法的相关理论和临床治疗时，还大量充实了其他在腹部穴位进行治疗的方法和
处方，在保持原有腹针疗法独立性的基础上，提出了广义腹针治疗的方法和概念。
这样，不但对狭义的腹针疗法进行了介绍和推广，而且扩大了读者的视野，可以在学习腹针疗法的同
时，得到更多的启迪和提高。
此外，本书较为全面地介绍了相关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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