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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新世纪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规划教材”是全国唯一的行业规划教材。
由“政府指导，学会主办，院校联办，出版社协办”。
即：教育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宏观指导；全国中医药高等教育学会及全国高等中医药教材建设研究
会主办，具体制定编写原则、编写要求、主编遴选和组织编写等工作；全国26所高等中医药院校学科
专家联合编写；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协助编写管理工作和出版。
目前新世纪第一版中医学、针灸推拿学和中药学三个专业54门教材，已相继出版3—4年，并在全国各
高等中医药院校广泛使用，得到广大师生的好评。
其中34门教材遴选为教育部“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41门教材遴选为教育部“普
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有32门教材连续遴选为“十五”、“十一五”国家级规划
教材）。
2004年本套教材还被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师资格认证中心指定为执业中医师、执业中医助理医师和
中医药行业专业技术资格考试的指导用书；2006年国家中医、中西医结合执业医师、执业助理医师资
格考试和中医药行业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大纲，均依据“新世纪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规划教材”予以修
改。
新世纪规划教材第一版出版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高度重视，先后两次组织国内有关专家对本套教材
进行了全面、认真的评议。
专家们的总体评价是：“本次规划教材，体现了继承与发扬、传统与现代、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学科
定位准确，理论阐述系统，概念表述规范。
结构设计合理，印刷装帧格调健康，风格鲜明，教材的科学性、继承性、先进性、启发性及教学适应
性较之以往教材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
”同时也指出了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全国中医药高等教育学会、全国高等中医药教材建设研究会也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深入教学第
一线，分别召开以学校为单位的座谈会17次，以学科为单位的研讨会15次，并采用函评等形式，广泛
征求、收集全国各高等中医药院校有关领导、专家，尤其是一线任课教师的意见和建议，为本套教材
的进一步修订提高做了大量工作，这在中医药教育和教材建设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这些工作为本套教材的修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005年10月，新世纪规划教材第二版的修订工作全面启动。
修订原则是：①有错必纠。
凡第一版中遗留的错误，包括错别字、使用不当的标点符号、不规范的计量单位和不规范的名词术语
、未被公认的学术观点等，要求必须纠正。
②精益求精。
凡表述欠准确的观点、表达欠畅的文字和与本科教育培养目的不相适应的内容，予以修改、精练、删
除。
③精编瘦身。
针对课时有限，教材却越编越厚的反应，要求精简内容、精练文字、缩编瘦身。
尤其是超课时较多的教材必须“忍痛割爱”。
④根据学科发展需要，增加相应内容。
⑤吸收更多院校的学科专家参加修订，使新二版教材更具代表性，学术覆盖面更广，能够全面反应全
国高等中医药教学的水平。
总之，希冀通过修订，使教材语言更加精炼、规范，内容准确，结构合理，教学适应性更强，成为本
学科的精品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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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设4篇13章。
第一章到第三章是概论，介绍推拿学发展源流、推拿学的特点、推拿的作用原理和治疗方法。
第四章到第八章是基础篇，除了扼要地介绍经络和腧穴、解剖和生理之外，介绍了推拿功法和手法，
还增添了生物力学及其推拿手法应用的章节。
第九章到第十一章是治疗篇，在叙述骨伤科、内、妇、五官科及儿科病症时，着重介绍了推拿的治疗
方法，并在每一科病症前，补充了总论，以便学生在学习各个病症的推拿具体的治疗方法之前，熟悉
推拿治疗各科病症的理论依据和指导原则。
第十二章和第十三章是附篇，讲述推拿的介质、热敷以及保健。
本教村是“新世纪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规划教材”的系列教材之一，供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中医类专
业本科的推拿学课程教学之用，同时也是国家中医执业医师资格考试、国家中医药专业技术人员职称
资格考试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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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章概论第一章推拿学发展源流推拿是中医临床学科中的一门外治法，是中医学伟大宝库的
重要组成部分。
推拿的防治手段主要是手法治疗和功法训练。
手法治疗是指操作者用手或肢体的其他部位，或借助一定的器具，在受治者的体表作规范性的动作，
以防病治病为目的的一种治疗方法；推拿功法训练是根据推拿临床医疗的需要，由推拿医务人员指导
患者进行功法训练，以巩固、延伸临床的治疗效果。
推拿，古称“按摩”、“按跷”、“乔摩”、“挢引”、“案扤”等，如《素问·血气形志篇》记载
：“形数惊恐，经络不通，病生于不仁，治之以按摩醪药”。
《素问·异法方宜论篇》记载：“中央者，其地平以湿，天地所以生万物也众，其民杂食而不劳，故
其病多痿厥寒热，其治宜导引按跷。
”《灵枢·病传》记载：“黄帝日：余受九针于夫子，而私览于诸方，或有导引行气、乔摩、灸、熨
、刺、螨、饮药之一者，可独守耶，将尽行之乎?岐伯日：诸方者，众人之方也，非一人之所尽行也。
”“推拿”一词，始见于明代万全的小儿推拿著作《幼科发挥》，明代钱汝明在《秘传推拿妙诀·序
》中指出：“推拿一道，古日按摩，上世治婴赤，以指代针之法也”。
 推拿，是人类最古老的一门医术。
推拿起源，可能萌于人类本能的自我防护。
原始社会，人类在繁重而艰苦的劳动生产过程中，经常发生损伤和病痛，会不自觉地用手抚摸、拍打
伤痛局部及其周围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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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推拿学(供针灸推拿学专业用)》为新世纪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规划教材，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
家级规划教材(第一版)，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第二版)，全国临床中医学、  中西
医结合医学、中医护理学，专业技术资格考试指定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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