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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针灸学是祖国医学的重要学科之一，自岐黄以来，她一直为保障人民健康，治疗各种疾病起着积
极的作用。
在21世纪的新时代，中国的针灸学势必有新的发展。
　　针刺的疗效取决于明确的诊断、正确的取穴以及得当的操作手法。
作为针灸理论重要组成部分，针刺手法是实现针刺效应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也是影响针刺疗效的关
键因素。
历代医家都非常重视针刺的手法，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创新，从而形成了多种多样的针刺手法。
针刺手法的主要技术核心为针刺手法操作的量化、规范化、标准化，进而在此基础上明确针刺手法的
补泻效应。
针刺补泻手法是针刺疗法的主要内容之一，它与临床辨证、配方取穴构成临床取效的三个关键环节。
针刺治疗就是根据疾病的虚实，运用不同的针刺补泻手法，通过补虚泻实，从而达到治疗目的。
针刺手法是产生补泻作用，促使机体内在因素转化的主要手段。
在临床上为了使针刺产生补泻作用，古代针灸医家在长期的医疗实践过程中，创造和总结出了不少的
针刺补泻手法。
针刺手法量学是关系到针剌疗效的关键环节，也是历代医家尚未统一的大问题。
我们在针刺中风病的量化手法研究基础上，总结了9种疾病的针刺量学规律，并通过严谨的实验研究
，率先提出针刺作用力方向、大小、施术时间及两次针刺问隔时间作为针刺手法量学的四大要素，首
次确立了针刺手法量学的概念和内涵，使传统的针刺手法向规范化、量化发展。
　　本书系统地讲解了历代医家对针刺手法的论述和应用，详细地分析了其特色和不足，并结合现代
科学方法，赋予了针刺补泻新的内涵；并着重介绍了作者在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有些内容是首次公
布，具有较大的临床指导意义。
本书采集了大量的针刺手法操作的图片，具有较高的实用价值，非常适合临床医生、医学专业学生以
及相关领域工作人员学习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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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针灸学是祖国医学的重要学科之一，自岐黄以来她一直为保障人民健康，治疗各种疾病起着积极
的作用。
针刺的疗效取决于明确的诊断、正确的取穴以及得当的操作手法。
作为针灸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针刺手法是实现针刺效应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也是影响针刺疗效的
关键因素。
历代医家都非常重视针刺的手法，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创新，从而形成了多种多样的针刺手法。
　　《石学敏针刺手法》系统讲解了历代医家对针刺手法的论述和应用，详细地分析了其特色和不足
，并结合现代科学方法，赋予了针刺补泻新的内涵；并着重介绍了作者在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具有
较大的临床指导意义。
《石学敏针刺手法》采集了大量的针刺手法操作的图片，具有较高的使用价值，非常适合临床医生、
医学专业学生以及相关领域工作人员学习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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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针刺疗法是祖国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根据疾病的虚实，运用不同的针刺补泻手法，通过补
虚泻实，从而达到治疗目的。
针刺补泻手法是针刺疗法的主要内容之一，它与临床辨证、配方取穴构成临床取效的三个关键环节。
针刺手法是产生补泻作用、从而促使机体内在因素转化的主要手段。
在临床上为了使针刺产生补泻作用，古代针灸医家在长期的医疗实践过程中，创造和总结出了不少的
针刺补泻手法。
　　针刺手法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针刺手法是指针刺操作全过程中的施术方法，包括进针前的
准备、治神、揣穴、循切以及进针后的操作和出针等各种手法；狭义的针刺手法是指毫针从进针后到
出针前的一系列操作方法。
一、针刺手法的起源与形成针刺手法是伴随着针刺术产生的，据考证，针刺起源于砭石，在原始社会
出现了石针、骨针，奴隶社会出现了青铜针，封建社会出现了金针、银针。
可以想象，不同的针具，操作方法也一定不同。
1973年湖南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中，有一篇“脉法”的文字，其中有关用砭石刺破痈肿放血排
脓的记载，名之日“启脉”，是迄今发现最早的关于刺法的记载。
可以说“启脉”是原始针刺手法的雏形。
而真正意义上的针刺手法，是伴随着技术的进步、针具的改良，到了《内经》时代才逐渐成熟的。
　　《灵枢》和《素问》都各列有专题讨论针刺手法，从针刺工具，针刺前的准备及进针、留针、出
针，到针刺方向、针刺深浅与补泻、禁忌等，“巨细备至”，成为后世各家刺法的宗祖，标志着针刺
手法的形成。
　　《灵枢·官针》是讨论针刺法的专篇，共载有九刺、十二刺、五刺等26种刺法，其中的许多刺法
至今仍在沿用。
《灵枢·九针十二原》提出“右主推之，左持而御之”的双手配合进针法。
《素问·针解》、《素问·刺要论》、《灵枢·刺节真邪》、《灵枢·小针解》等进一步论述了针刺
中的“治神”、“守神”、“调气”、“行气”及进针方向、针刺深浅、留针、出针等基本方法与原
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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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针刺手法量学是关系到针刺疗效的关键环节，也是历代医家尚未统一的大问题。
我们在针刺中风病的量化手法研究基础上，总结了9种疾病的针刺量学规律，并通过严谨的实验研究
，率先提出针刺作用力方向、大小、施术时间及两次针刺间隔时间作为针刺手法量学的四大要素，首
次确立了针刺手法量学的概念和内涵，使传统的针刺手法向规范化、量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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