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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针刀治疗肘部疾病，以其疗效好、费用低，深受患者和医生的欢迎。
过去的针刀著作介绍肘部针刀治疗的篇幅非常有限，同时，面对肘部复杂的病种，针刀医生们深感临
床思路匮乏，针刀操作茫然。
临床上至今还没有一本这方面的治疗专著。
为了适应针刀医学的发展，特别是为了针刀临床医生治疗肘部疾病的临床和教学需要，我们编写了这
本书。
我和原北京针刀总医院业务院长、朱汉章教授的亲传弟子张天民副主任医师精诚合作，将我30多年的
针灸思路和他近20年的西医骨科开放性手术经验共同应用于针刀临床治疗，取得了显著的疗效，应用
针刀闭合性手术治愈了肘部疑难病症。
在针刀治疗过程中，充分体现了中医整体调控与西医局部解剖相结合的针刀定位思路，并逐渐形成了
一套新的针刀整体诊疗思路。
张天民同志将这些点点滴滴的思考与针刀临床治疗实践相结合，提出了慢性软组织损伤的病理构架理
论——网眼理论以及网眼理论的物质基础——人体弓弦力学系统。
　　本书分上、下两篇，上篇总论介绍了肘部骨与软组织的发育、应用解剖、生物力学基础、疾病的
诊断、针刀治疗疾病的原理、目的和治疗原则、针刀适应症和禁忌症、针刀闭合性手术操作以及针刀
术后整体康复的内容。
阐述了针刀治疗慢性软组织损伤及骨质增生性疾病的病理构架理论——网眼理论以及网眼理论的解剖
形态学基础——人体弓弦力学系统。
从软组织起止点及其行经路线的力学结构解释慢性软组织损伤和骨质增生的病理过程，使针刀对疾病
的治疗从"以痛为输"病变点治疗提升到对疾病的病理构架的整体治疗高度上来。
下篇各论详细介绍了20余种肘部疾病的概述、病因病理、临床表现、针刀治疗以及术后康复等内容。
并强调了针刀术后整体康复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制定了康复的具体措施和方法。
重点介绍了根据网眼理论设计的针刀整体松解术治疗肘关节强直、类风湿关节炎的新术式、针刀定位
、麻醉方法，并按照解剖学层次描述每一支针刀的操作过程。
　　本书针刀治疗方面的材料均来源于第一手临床资料和笔者针刀手术的亲身体会，可以使读者直接
受益。
但由于时间仓促，成书于教学和临床之余，不足和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恳请各位读者提出宝贵意见，
以利再版时修正。
　　吴绪平　　2008年3月18日于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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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分上、下两篇，上篇总论介绍了肘部骨与软组织的发育、应用解剖、生物力学基础、疾病的诊断
、针刀治疗疾病的原理、目的和治疗原则、针刀适应症和禁忌症、针刀闭合性手术操作以及针刀术后
整体康复的内容。
下篇各论详细介绍了20余种肘部疾病的概述、病因病理、临床表现、针刀治疗以及术后康复等内容。
并强调了针刀术后整体康复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制定了康复的具体措施和方法。
重点介绍了根据网眼理论设计的针刀整体松解术治疗肘关节强直、类风湿关节炎的新术式、针刀定位
、麻醉方法，并按照解剖学层次描述每一支针刀的操作过程。
    全书内容丰富，资料翔实，图文并茂，言简意赅，实用性强。
适用于广大针刀临床医师，全国高等医药院校针灸骨伤、针刀及中医专业大学生、研究生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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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吴绪平，男，生于1953年12月，教授、主任医师，研究生导师。
现任世界中医药联合会针刀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华中医药学会针刀医学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国针
灸学会腧穴分会理事、湖北省针灸学会常务理事、湖北省针灸学会针刀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湖北中
医学院针刀医学教研室主任。
1977年毕业于湖北中医学院，留校从事针灸教学、临床及科研工作。
先后指导海内外硕士研究生34名，协助指导博士研究生12名，2002年12月赴韩国讲学，2003年3月赴中
国香港讲学。

    30年来，一直在湖北中医学院从事针灸与针刀教学、临床及科研工作。
主讲《经络腧穴学》及《针刀医学》：研究方向：①针刀治疗脊柱相关疾病的临床与实验研究；2针
灸治疗心、脑血管疾病的临床与实验研究。
先后公开发表学术论文80余篇，主编中医针灸专著28部。
获省级以上科研成果奖6项。
参加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电针对家免缺血心肌细胞动作电位的影响及其机理探讨”，通过专家鉴
定，其成果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于1998年荣获湖北省人民政府颁发科学技术进步三等奖。
主持的湖北省教育厅课题“电针对急性脑梗塞家兔血脑屏障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
2004年7月由湖北省教育厅组织的成果鉴定，达到国内领先水平；参加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电针
对家兔缺血心肌细胞动作电位影响的中枢通路研究”，于2005年10月由湖北省科技厅组织的成果鉴定
，达到国际先进水平2006年12月获中国针灸学会科学技术进步三等奖、2007年获湖北省科学技术进步
三等奖。
担任新世纪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针刀医学》系列规划教材的副总主编，并为《针刀治疗学》和《针
刀医学护理学》的主编，该套系列教材已于2007年8月由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
2005年10月荣获湖北中医学院“教书育人，十佳教师”的光荣称号。
与张天民副主任医师共同主编《针刀临床治疗学》，主编的新世纪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创新教材《针
刀医学》于2008年3月由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

    主要临床专长：针刀治疗各种类型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症、椎管狭窄症、类风湿关节炎
、强直性脊柱炎、无菌性股骨头坏死、膝关节骨性关节炎、关节强直、各种骨折损伤后遗症、慢性支
气管炎、慢性胃炎、消化性溃疡、糖尿病、尿失禁、慢性盆腔炎、痛经等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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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肘部的胚胎发育　　第一节　肘部肌肉与骨骼的发生　　一、肘部肌肉的发生　　人体
胎盘于受孕9天后开始形成，从第13天起，内、中、外3个胚层开始逐渐形成。
　　胚胎发育的第3周是胚胎发育期内较快的一个发育期，通常当胚胎发育至第15天时，由于外胚层细
胞的增生，于胚胎上胚层处形成一长的厚带样结构，称为原条。
该结构可以用来判定胚体的中轴、头端、尾端、腹侧、背侧及左、右侧等结构的形态。
原条的头端逐渐演化形成头突，并不断向一端延长，逐渐形成脊索管，随后相继形成神经、肠管及脊
索。
至胚胎发育后期，头端发育为口咽膜，尾端则发育为排泄腔及生殖腔。
由于外胚层细胞覆盖于胚体表面，故外胚层又被称为表皮外胚层，该结构为日后形成皮肤、爪甲、毛
发、皮脂腺、汗腺以及乳腺等结构的基础结构。
　　当胚胎发育至第16天时，另一被称为胚内中胚层的胚层结构亦开始出现。
当原条处的细胞开始分裂而形成胚胎中胚层时，上胚层亦因结构的改变而改称为胚胎外胚层。
胚胎中胚层的发育过程为：上胚层细胞向中间原条的方向移动并进入原沟中；之后，这些细胞会离开
原沟，而向胚胎的外胚层与内胚层之间的区域移动，并最终形成胚胎中胚层。
　　当胚胎发育至第26天时，可有3对鳃弓相继出现，胚胎的嘴侧神经孔在此时已闭合；前脑的发育使
头部的隆起非常显著，而头褶及尾褶的进一步发育，也使整个胚胎呈现“C”形弯曲；左、右两侧褶
的形成使得胚胎与卵黄囊之间的连接变得较为狭窄。
于此期内，胚胎的腹外侧表面所出现的隆起，被称为上肢芽。
　　当胚胎发育至第28天时，胚胎出现第4对鳃弓及下肢芽。
　　当胚胎发育至第5周时，头颈部相继形成，而躯干部亦随之呈现分界的状态，随后腹部的肝、肠
及胸部的心、肺等脏器也依次形成雏形而表现出其特有的形态。
与第4周相比，这一时期内胚胎的形态，要显得相对较小些，但此时头部的生长速度却较其他各部稍
快些，从而使胚胎的头部显著增大，这主要是由于脑的发育速度要较其他部位相对快一些的缘故。
在胚胎发育的第5周末，四肢的肢芽会由胚胎的前侧上、下两部分萌发出来，而该部在一开始会呈现
桨形样突起。
在这一时期，随着手板的发育成形，上肢开始呈现区段性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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