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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由全国各中医院校长期从事针灸教学的专家、教授
共同编写完成。
　　本教材系统介绍针灸学的基础理论、方法技术和临床应用知识，分绪论、上篇、中篇、下篇、附
篇5部分。
绪论介绍针灸学的概念、历史沿革、发展状况、对外传播和国际交流等基本内容，阐述针灸学的创立
和学科特点，归纳了针灸学的学习方法；上篇介绍针灸基础理论，主要论述经络学说和腧穴理论；中
篇介绍针灸方法和技术，主要论述各种刺灸法的基本知识和操作技能，还介绍了头针、耳针；下篇介
绍针灸治疗，论述针灸治疗的原则、作用、处方，介绍特定穴的运用，归纳针灸临床诊治特点，重点
介绍各科常见病的针灸治疗；附篇选辑古代著名针灸歌赋，介绍子午流注针法和灵龟八法，附有古代
人体部位名称解释，并介绍了针灸现代研究的进展。
本书采用全彩印刷，图文并茂，应用了大量珍贵的真人实体彩图是本教材的一大亮点，力求达到真实
、生动、形象、直观的教学效果；书中所设医案举隅等栏目更是有别于其他同类教材。
　　本书供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中医学专业学生使用，还可供针灸推拿学专业等中医学类其他专业学
生使用，也是国家执业中医师资格考试的重要参考书。
并可供从事针灸教学、临床、科研人员以及针灸爱好者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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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　一、针灸学的基本概念和学科地位　二、针灸学的历史沿革和发展现状　　（一）针灸的起源
　　（二）针灸学的创立　　（三）历代医家对针灸学的贡献　三、针灸学的对外传播和国际交流　
四、针灸学的学科特点和学习方法　　（一）针灸学的学科特点　　（二）针灸学的学习方法上篇 针
灸基础理论　第一章 经络总论　　第一节 经络系统的组成　　　一、十二经脉　　　　（一）十二
经脉的名称　　　　（二）十二经脉的分布规律　　　　（三）十二经脉属络表里关系　　　　（四
）十二经脉与脏腑器官的联络　　　　（五）十二经脉的循行走向与交接规律　　　　（六）十二经
脉的气血循环流注　　　二、奇经八脉　　　三、十二经脉的附属部分　　　　（一）十二经别　　
　　（二）十二经筋　　　　（三）十二皮部　　　四、十五络脉　　第二节 经络的标本、根结、气
街、四海　　　一、标本、根结　　　二、气街、四海　　第三节 经络的作用和经络学说的临床运用
　　　一、经络的作用　　　　（一）联系脏腑，沟通内外　　　　（二）运行气血，营养全身　　
　　（三）抗御病邪，保卫机体　　　二、经络学说的，临床运用　　　　（一）说明病理变化　　
　　（二）指导辨证归经　　　　（三）指导针灸治疗　第二章 腧穴总论　第三章 经络腧穴各论中
篇 针灸方法和技术　第四章 毫针刺法　第五章 灸法　第六章 拔罐法　第七章 其他针法　第八章 头针
与耳针下篇 针灸治疗　第九章 治疗各论　第十章 治疗各论附篇 参考资料　第十一章 古代针灸歌赋辑
要　第十二章 子午流注针法　第十三章 灵龟八法　第十四章 古代体表部位名词解释　第十五章 针灸
学现代研究进展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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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2.针灸学术繁荣发展时期魏晋至明末，针灸名家辈出，学术高峰迭起，在针灸发展史
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魏晋时代，著名针灸学家皇甫谧将《素问》、《灵枢》、《明堂孔穴针灸治要》（后佚）三部著作的
针灸内容汇而为一，编撰成《针灸甲乙经》。
现存最早的针灸专著除《灵枢》外首推《针灸甲乙经》。
该书全面论述了脏腑经络学说，记述载录349个腧穴的名称、定位、归经、主治和刺灸操作要求，介绍
了针灸方法宜忌和常见病的针灸治疗，是继《内经》后对针灸学术的又一次大的总结，在针灸发展史
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两晋和南北朝时期，出现了不少论述针灸的著作，如晋代以炼丹闻名的葛洪在其《肘后备急方》中，
收录针灸医方109条，其中99条为灸方，广泛应用于内、外、妇、儿、五官科30多种病证，尤以急症用
灸见长，有力地促进了灸法的发展。
其妻鲍姑，亦擅长灸法，是我国历史上不可多得的女灸疗家。
这一时期还有名医秦承祖、陶弘景等，都对针法、灸法有所研究。
隋、唐时期，随着经济文化的繁荣，针灸学也有了很大发展。
唐初时针灸已成为专门的学科，设有“针师”、“灸师”等专业称号。
针灸教育也占有重要地位。
唐太医署负责掌管医药教育，内设有针灸医学专业，其中有“针博士一人，针助教一人，针师十人，
针工二十人，针生二十人。
针博士掌教针生以经脉孔穴，使识浮、沉、滑、涩，又以九针为补泻之法”（《旧唐书》）。
唐代对针灸医学的重视和教学上的严格要求，促进了针灸学发展。
隋至唐初的甄权著有《针方》、《针经钞》和《明堂人形图》，虽均佚失，其针灸学术思想在当时颇
有影响。
唐代著名医家孙思邈在其著作《备急千金要方》中绘制了五色“明堂三人图”，把人体正面、侧面及
背面的十二经脉用五种颜色标出，奇经八脉用绿色标明，成为历史上最早的彩色经络腧穴图（已佚）
；创以阿是法发现并取用阿是穴，还创用指寸法取穴定位；其《灸例》篇较详细地记述了灸法的具体
应用，灸治思想对后世影响较大。
这一时期灸法盛行，尤以王焘著《外台秘要》、崔知悌著《骨蒸病灸方》最享盛名，大量的灸治经验
得以总结，并流传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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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针灸学(中医药类专业用)》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规划教
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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