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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国中医药行业高等教育“十二五”规划教材·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规划教材（第9版）：针
灸学》绪论概述了针灸学的概念、范畴和主要内容，阐述了针灸学的发展简史、对外传播和国际交流
，归纳了针灸学的学科特点和学习方法；上篇为针灸基础理论，主要论述了经络腧穴的基本理论和知
识，重点介绍了经络的概念、循行路线及规律和腧穴的归经、定位、主治和操作等；中篇为针灸技术
，主要论述了针灸技术的作用，重点介绍了以毫针、艾灸为主体的各种针灸技术的基本知识和操作要
求等；下篇为针灸治疗，主要论述了针灸治疗原则、作用和治病特点、针灸诊治规律、针灸处方等，
具体阐述了特定穴的应用，重点介绍了各科常见病的针灸治疗；附篇选录了古代针灸歌赋，解释了古
代体表部位名称，介绍了子午流注针法、灵龟八法等，供学习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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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 7.独阴 ⋯⋯ 中篇针灸技术 下篇针灸治疗 附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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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2.偏历——手阳明络脉 手阳明大肠经的别行络脉，名日偏历，在腕关节后3寸偏历
穴处分出，走向手太阴肺经；其支脉向上沿着臂膊，经肩髑穴上行至下颌角处，遍布于齿中；其支脉
进入耳中，合于该部所聚的主脉。
它的病变，实证为龋齿、耳聋，虚证为齿冷、经气闭阻不通畅，可取它的络穴偏历治疗。
 3.丰隆——足阳明络脉 足阳明胃经的别行络脉，名日丰隆，在距离外踝上8寸处分出，走向足太阴脾
经；其支脉沿着胫骨外缘上行联络头项部，与各经的经气相会合，再向下联络于咽喉部。
它的病变，气逆则发生喉痹、突然失音，实证为狂癫之疾，虚证为足缓不收、胫部肌肉萎缩，可取它
的络穴丰隆治疗。
 4.公孙——足太阴络脉 足太阴脾经的别行络脉，名日公孙，在足大趾本节后1寸处分出，走向足阳明
胃经；其支脉进入腹腔，联络于肠胃。
它的病变，气上逆则发生霍乱，实证为腹内绞痛，虚证为鼓胀之疾，可取它的络穴公孙治疗。
 5.通里——手少阴络脉 手少阴心经的别行络脉，名日通里，在腕关节后1寸处分出上行，沿着手少阴
本经入于心中，再向上联系舌根部，会属于目系。
它的病变，实证为胸中支满阻隔，虚证为不能言语，可取它的络穴通里治疗。
穴在腕关节后1寸，别行于手太阳小肠经。
 6.支正——手太阳络脉 手太阳小肠经的别行络脉，名日支正，在腕关节后5寸处，向内侧注入手少阴
心经；其支脉上行经肘部，上络于肩髑穴部。
它的病变，实证为关节弛缓、肘部痿废不用，虚证为皮肤赘生小疣，可取它的络穴支正治疗。
 7.飞扬——足太阳络脉 足太阳膀胱经的别行络脉，名日飞扬，在外踝上7寸处分出，走向足少阴肾经
。
它的病变，实证为鼻塞流涕、头背部疼痛，虚证为鼻流清涕、鼻衄，可取它的络穴飞扬治疗。
 8.大钟——足少阴络脉 足少阴肾经的别行络脉，名日大钟，在内踝后绕行足跟部，走向足太阳膀胱经
。
其支脉与足少阴本经并行向上而至于心包下，再向外下贯穿腰脊。
它的病变，气上逆则发生心胸烦闷，实证为二便不通，虚证为腰痛，可取它的络穴大钟治疗。
 9.内关——手厥阴络脉 手厥阴心包经的别行络脉，名日内关，在腕关节后2寸处发出于两筋之间，走
向手少阳三焦经。
它沿着手厥阴本经向上联系于心包，散络于心系。
心系的病变，实证为心痛，虚证为心中烦乱，可取它的络穴内关治疗。
 10.外关——手少阳络脉 手少阳三焦经的别行络脉，名日外关，在腕关节后2寸处分出，绕行于肩髆的
外侧，上行进入胸中，会合于心包。
它的病变，实证为肘部拘挛，虚证为肘部弛缓不收，可取它的络穴外关治疗。
 11.光明——足少阳络脉 足少阳胆经的别行络脉，名日光明，在外踝上5寸处分出，走向足厥阴肝经，
向下联络于足背部。
它的病变，实证为足胫部厥冷，虚证为足软无力不能行走、坐而不能起立，可取它的络穴光明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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