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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经络腧穴学是针灸学的核心内容，是针灸推拿学专业的核心基础课，涵盖了经络学和腧穴学两个分支
学科。

刘清国等编著的《经络腧穴学》采用“知识树”型模块化设计，力图体现概念的准确性和简洁性，强
调知识的联系性和内在逻辑关系。
全书共分七章，将原属于《经络学》和《腧穴学》的内容合二为一，系统编排，分为上、中、下三篇
。
内容包括经络腧穴总论、经络腧穴各论、经络腧穴现代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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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言
上篇 经络腧穴总论
中篇 经络腧穴各论
下篇 经络腧穴现代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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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三、经络与神经系统的关系 （一）与周围神经相关说 许多学者观察到全身大多数
穴位或其附近均有神经干或较大的神经分支，显微镜下也显示出穴位处从表皮至肌肉各层组织中具有
丰富的神经末梢、神经丛和神经束。
有研究统计，在十二经脉和任脉的324个穴位中，其穴位下或针体附近有神经支配者有323穴，包括各
种神经组织如神经丛、神经末梢、小神经分支、各种感受器等。
同时，古典的经络循行分布与周围神经的分布基本一致，针感的反射传导与周围神经分布及其感觉区
基本趋于一致。
如手太阴肺经行于上肢内侧前线上，实际上是沿肌皮神经、前臂外侧皮神经的走向分布的。
手厥阴心包经行于上肢内侧正中线上，实际上是沿正中神经分布的。
而胸腹部的任脉、肾经、胃经腧穴分布点及循行路线，恰好与肋间神经及两侧胸神经皮支的分布相重
叠。
以上事实证明，经络与周围神经的关系密切。
因此，认为针刺作用原理是神经反射活动的表现形式，周围神经就是经络在外周的物质基础。
针刺穴位或刺中神经干或刺到皮肤感受器、肌肉及血管感受器，就是神经反射的感受部分，由此产生
的冲动经躯体和自主神经传人中枢，引起躯体内脏反射活动，从而表现为经络的治疗作用。
但是，这一学说未能满意地解释循经感传的循行路线和传导速度与神经的差异，也难对其他经络现象
的循经特性做出解释，至于对穴位特异性和其他许多经络理论就更加解释不清了。
 （二）与神经节段相关说 在躯干部，虽然经络主要呈纵行分布，而神经呈横向分布，但如果进一步
分析经络所属腧穴的作用，则可看出，经络在纵行联系之中还包含有横向的前后关系。
躯干部腧穴，特别是背俞、腹募、任脉穴与其所主治的内脏在神经所属节段上有相当的一致性。
如肺俞、中府都受第1～5胸神经节段的神经支配，而分管肺脏的神经也出入于该节段；膻中属第4胸神
经，主治呼吸系统（第2颈神经至第4胸神经）疾患；中脘属第8胸神经，主治消化系统（第8、第9胸神
经）疾患；关元属第12胸神经，主治泌尿系统（第10～12胸神经）疾患。
通过对十四经穴的综合对比，发现各经穴的主治症候绝大部分与节段反射联系相一致。
但本说不能合理地解释经脉循行路线和循经感传及其他经络现象的跨神经节段分布的事实。
此外，耳针、头针、面针等方法的治疗作用，更是难以用神经节段支配理论进行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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