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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中医百日通丛书中的一册，丛书销量36万册。
本书课程是根据自学的特点安排的。
分为针灸学概论、经络、腧穴、刺灸法和病症治疗五大部分，每一部分中有若干单元，如病症治疗中
主要包括内科病症治疗、外科病症治疗、妇科病症治疗、儿科病症治疗、五官科病症治疗、皮肤科病
症和针灸保健等七个单元，而每一单元又分若干节。
本书的读者对象主要为：掌握相当科学文化知识的针灸爱好者；具有初步针灸知识和临床经验的针灸
师；有一定医学造诣的中医和西医师。
　　　　《一百天学针灸》是一本中医普及性读物，既综合了古今医学家的经验成就，又反映了现代
针灸学术的动态和水平。
本书所提供的167个腧穴是临床上使用频率最高的，所介绍的各种刺灸法均为海内外公认的成熟方法；
所载100种针灸有效病证，经实践反复证明是确实有效的。
本书釆用了最通俗的语言和最简洁的方式向广大中医爱好者介绍针灸知识和掌握针灸治病的经验和诀
窍。
由于针灸学是一门直观性和实践性都很强的临床医学，所以我们在书中配以必要的插图和详尽的操作
说明，供读者在实践中参考。
　　为了贯彻这套丛书的统一性，本书釆用每天学习一小时，每周学习六天，共十四周学完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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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不断发展的今天　　近代，针灸主要在民间流传。
一批有胆识的针灸工作者，为保存和发展针灸学术，通过成立针灸学社，编印针灸书刊，开展函授教
育等取得一定成效。
其中以承淡安贡献最为突出。
在继承传统针灸的理论与经验的同时，一些医家还开始了用近代科学知识和技术提高针灸疗效的尝试
。
如刘钟衡撰《中西汇参铜人图说》（1899年），在针灸史上开创了汇通中西的先例。
唐世丞等于1934年发表《电针学之研究》，为我国应用电针疗法的开端。
　　新中国成立以后，针灸医学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
首先是针灸研究和教育机构遍布全国。
1951年由卫生部直属的针灸疗法实验所成立，该所到1955年成为中医研究院针灸研究所。
到1992年，全国已有8个针灸经络研究所。
全国30所高等中医药院校，有28所开设了针灸系，并于1986年成立了北京针灸学院（后改名为北京针
灸骨伤学院）。
不少西医院校和研究机构也把针灸列入教学课程和科研项目。
　　在针灸临床上，所有的中医院和多数综合性医院都设有针灸科，并出现了针灸专科医院。
　　在继承发掘古代针灸学术的基础上，应用现代科学的知识和方法，是我国现代针灸研究的主要特
点。
20世纪50年代前期，以整理针灸学基础知识，观察针灸适应证为主；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较为广泛
地对一种病一种病进行临床总结，推广针刺麻醉的临床应用，并开展实验研究；70年代至80年代初，
从外科手术学、麻醉学、神经生理学、心理学等多学科进行针刺镇痛机理的研究，并且以研究循经感
传为契机，从不同角度研究经络现象及实质，以及腧穴与针感、腧穴与脏腑相关等问题；从90年代
至21世纪初，针灸医学适应人类疾病谱变化的需求，不断拓展临床领域，正在从较为单一的以治疗疾
病为主转向预防、治疗、康复和保健为一体的现代临床医学。
　　针灸学术很早就在国际上传播，早在公元6世纪，针灸已从我国传到朝鲜和日本，并于16世纪向欧
洲传播。
现代，随着我国针灸学术对国际影响的扩大，其传播速度不断加快。
20世纪50年代，曾帮助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一些医师学习针灸。
自1975年起又与世界卫生组织合作，在北京、上海、南京举办国际针灸班，为许多国家培训了大量针
灸人材。
进入21世纪后，世界上已经有140多个国家有了掌握针灸疗法的医务人员，不少国家还开展了针灸教学
和科学研究，并取得成效。
　　【复习题】　　1.历代有哪些重要的针灸著作？
　　2.明代针灸学有哪几方面成就？
　　二、经络学说千古之谜　　经络学说是针灸学的主要组成部分，是针灸医学基础理论的核心，也
是古代医家的一个重要发现。
经络，是经脉和络脉的总称，“经”，原来的意思指纵丝（直线）；“络”指的是网；脉，则指血管
。
经络就是人体中运行气血的大小通路，大的主干称经脉，小的分支称络脉。
经络学说就是从经络的角度阐述人体各部分之间联系及其互相影响的一门学问。
有关经络的记载最早可见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帛书《经脉》篇。
二千多年来经络学说一直指导着针灸临床实践，现代，它已成为研究的一个热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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