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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教材是培养人才和传授知识的重要工具。
为适应《实验针炙学》教育教学的改革，依据教育部《关于普通高等教育教材建设与改革的意见》的
精神，本教材在以往教材基础上，力求做到继承传统，突出创新。
使学生在有限的课时内牢固掌握本门学科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同时，着力培养并提高学生的创新能
力和实践能力，以适应当今时代发展对中医药人才的需求。
　　本次《实验针灸学》教材编写集最新针灸实验研究和现代医学研究的进展、成果和教学实践为基
础，充分吸收现有国内外各版教材新优之处，结合我校近二十五年在实验针灸学教学科研中的规律和
经验。
全体编写人员在编写过程中始终遵循求真务实原则，对每个章节逐字逐句推敲，层层把关，步步强化
，努力做到教材内容的准确无误、系统完整和基础与应用相结合，切实维护教材的科学性、权威性、
实用性和可读性。
　　由于本教材规划时强调并突出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培养，故在内容组成上除绪论外，正文设有
针灸作用基础研究、针灸作用及其影响因素、针刺镇痛和针刺麻醉、针灸免疫调节作用、针灸对各系
统功能调节作用和实验针灸学现代研究方法共六章，正文后附有常用实验动物针灸穴位和专业词汇缩
略语表，以便读者参考查阅。
本教材可供高等中医药院校针灸推拿学专业五年制、七年制和研究生教学使用，也可供从事中医和中
西医结合专业的教学、科研和临床医务工作者使用或参考。
　　教材的一纲多本、形式各样是高校教材改革中“百花齐放”的重要表现，我们诚恳希望广大同仁
和读者在使用过程中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以便日后进一步修订完善，使之更加符合当今中医药院校
教材改革的需要，成为名符其实的北京市高等教育精品教材立项教材。
　　本教材的出版得到化学工业出版社的鼎力支持，在教材策划、主编遴选、编写审定等过程中得到
了专家指导委员会多位专家教授的精心指导，教材有关章节的编写还得到北京大学医学部龙振洲教授
和北京三博脑科医院王保国教授的指导，魏惠芳、孙洁等协助主编做了大量具体工作，在此一并表示
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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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在内容组成上除绪论外，正文设有针灸作用基础研究、针灸作用及其影响因素、针刺镇痛和针刺
麻醉、针灸免疫调节作用、针灸对各系统功能调节作用和实验针灸学现代研究方法共六章，正文后附
有常用实验动物针灸穴位和专业词汇缩略语表，以便读者参考查阅。
本教材可供高等中医药院校针灸推拿学专业五年制、七年制和研究生教学使用，也可供从事中医和中
西医结合专业的教学、科研和临床医务工作者使用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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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针刺镇痛的中枢机制　　三、针刺镇痛的神经化学机制第四章　针灸的免疫调节作用　第一节
　针灸对机体免疫功能的调节作用　　一、针灸对固有免疫的调节作用　　二、针灸对适应性免疫的
调节作用　　三、针灸对炎症免疫的调节作用　第二节　针灸免疫调节作用机制　　一、针灸免疫调
节作用的理论基础——整体观　　二、针灸与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调控　第三节　针灸的退热作用
　　一、不同针刺介入时机的退热效应　　二、针刺退热的作用途径第五章　针灸对各系统功能的调
节作用　第一节　针灸对神经系统功能的调节作用　　一、针灸治疗脑血管病的作用及机制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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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用及机制　　二、针灸治疗更年期综合征的作用及机制　第三节　针灸对循环系统功能的调节作
用　　一、针灸治疗冠心病的作用及机制　　二、针灸治疗心律失常的作用及机制　第四节　针灸对
消化系统功能的调节作用　　一、针灸治疗消化性溃疡的作用及机制　　二、针灸治疗肠易激综合征
的作用及机制　第五节　针灸对呼吸系统功能的调节作用　　一、针灸治疗支气管哮喘的作用及机制
　　二、针灸治疗过敏性鼻炎的作用及机制　第六节　针灸对泌尿、生殖系统功能的调节作用　　一
、针灸治疗痛经的作用及机制　　二、针灸治疗尿潴留的作用及机制第六章　实验针灸学现代研究方
法　第一节　概述　　一、医学科学研究概述　　二、医学科学研究的目的、意义、任务及特征　　
三、医学科学对方法学的要求　　四、医学科学研究的范畴　　五、医学科学研究的基本程序　第二
节　医学科研选题　　一、选题　　二、文献综述　　三、实验针灸学研究设计方法　　四、现代医
学研究方法在针灸研究中的应用附录1　常用实验动物针灸穴位附录2　专业词汇缩略语表主要参考文
献主要参考期刊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实验针灸学>>

章节摘录

　　一、实验针灸学的研究内容随着生命科学发展及生物医学模式的转变，中医理论体系的整体观念
和辨证论治原则越来越受到广泛的重视。
从学科体系角度出发，凡涉及传统针灸学范畴的内容，都可作为实验针灸学研究的对象。
为了反映本学科和其他学科的交融与联系，根据当前针灸研究的新进展和半个世纪以来科学研究所取
得的新成果、新技术和新发现可总结为以下主要方面。
　　1.针灸对机体的作用　　半个世纪以来，临床观察和实验针灸学研究的经验概括起来主要有三方
面：针灸的镇痛作用、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的调控作用和对失调的脏腑器官功能的调整作用。
研究证明，针灸对机体能发挥多系统、多层次、多水平、多靶点和多途径的调衡作用，从而可分别获
得诸如止痉、镇痛、抗休克、抗感染等不同的效果。
因此针灸具有镇痛、免疫防卫和调整作用，而针灸作用的核心突出体现在“调节”二字，即使失衡的
机体恢复稳态。
　　同时，针灸对机体的各种作用一般都具有整体性、双向性和良性调节的特点。
其作用特点主要受机体功能状态、刺激质量和穴位组选三大因素的影响。
　　2.针灸效应的机制针灸效应可通过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途径实现，针灸具有激发机体自我调整
能力，调动机体固有的生理功能，促使病理状态向生理状态转化的作用，以达现激发经气、疏通经络
、调节气血、扶正祛邪、阴平阳秘的作用。
目前，针灸效应机制的研究（如针刺镇痛作用原理研究）已深入到细胞、分子、基因水平；但对经络
学说所描述的经络传导径路的研究则基本上还是处于大体观察水平，经络实质是机体尚未被发现的未
知结构，还是机体已知结构中的未知功能仍是实验针灸学研究亟待解决的课题。
针灸的各种生理效应和治疗作用，不论是通过经络途径实现，还是通过神经通路实现，其本质都是以
激活机体固有的自我调整功能或自我康复功能即自稳机制为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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