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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针坛名师:于书庄》分五个章节对其生平和学术成就做了介绍：医家小传：介绍了他从事中医理论和
针灸临床教学研究六十余载的经历；医论医话：介绍了其对临床辨证、临证时应注意的内容，以及针
灸疗效影响因素的研究；腧穴研究：介绍了其在腧穴理论和实际应用的探讨，并介绍了14个有心得的
常用穴；针法探究：介绍了其对针刺方法和手法的独到见解，以及对针刺取效机理进行的研究；临证
治疗：介绍了其对一些临床常见病的治疗体会和心得，其中包括一些急症和疑难病的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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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于振中，1963年5月生于北京，针灸名家于书庄之子。
1991年毕业于北京中医学院（现北京中医药大学），为北京针灸学会针灸名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委员
会委员，现任北京同仁堂中医医院针灸推拿科主任。
从事针灸临床工作二十余年，治学思想与临证治疗深受于书庄教授的影响，临证必以“五明为先”，
治疗以“通”与“调”为主；善于使用根结穴配伍治疗疼痛性疾病，以十几个常用穴位进行不同的配
伍，在治疗杂病中取得了满意的疗效，充分体现了“针少而力专”的临证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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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医家小传 一、呕心沥血，春蚕到死 二、立志学医，拜师学艺 三、教书育人，桃李芬芳 四、探
求医理，志做明医 五、扬威海外，为国争光 六、注重科研，勇于探索 第二章医论医话 一、影响针灸
疗效的因素 （一）辨证与辨经 （二）选穴与取穴 （三）治疗方法的选用 （四）针刺手法的选用 二、
针灸治则研究 （一）针灸辨证以辨经为要 （二）针灸论治，法在通调 （三）针灸的标本缓急 三、临
证“五明”为先 （一）明确诊断——病属何病 （二）明确辨证——证属何因 （三）明确病经——证
属何经 （四）明确治在何经、取用何穴 （五）明确施用何术 四、脾胃学说在针灸临床的应用 （一）
气血亏虚，宜补脾胃 （二）扶正祛邪，宜助脾胃 （三）升清降浊，宜治脾胃 五、论十二经脉的共性
特点 （一）经脉循行的共性特点 （二）经络病候的共性特点 （三）治疗法则和治疗方法的共性特点 
六、经络诊察法的研究 （一）经络诊察的实践根据和理论根据 （二）经络诊察的方法和内容 （三）
经络诊察的三个关键 七、辨经须知 （一）诸经循行部位 （二）经络病候 八、经络与神经的区别和联
系 （一）传导路线与分布不同 （二）传导方向不同 （三）传导速度不同 （四）穴位治疗作用与神经
分布不同 （五）可阻滞性不同 （六）感传阻滞后针灸效应不同 （七）经络与神经有密切的联系 ⋯⋯ 
第三章腧穴研究 第四章针法探究 第五章临证治疗 附于书庄先生生平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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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1.针刺与艾灸并用 针刺法在针灸临床上的应用最为广泛，但针刺法的助阳温寒作用次于艾
灸法。
因此，治疗一些气虚、阳虚的轻症时，可以单独使用针刺热补法。
但在治疗较重症时，则应针刺与艾灸并用，以增强其助阳的作用。
如治疗寒证，寒湿证较轻者，可独用针刺热补法；对于沉寒痼冷、寒凝血瘀、痰饮内停之证，则应针
刺与艾灸并用，以增强温散寒邪、温化痰饮、温通经脉的作用。
至于火针与艾灸的选用，火针主要用于寒痹（经筋病）以及消散阴疽等，而艾灸既可用于经筋病，同
时还用于脏腑病的虚寒证。
 2.针刺与刺血并用 针刺法泄热降火、行血祛瘀的作用逊于刺血法。
因此，在临床上治疗热邪或经络瘀阻的轻者，可以独用针刺法；若火热、毒热以及经络瘀阻重者，则
应针刺与刺血并用，以增强泄热降火、行血祛瘀的作用。
 刺血法适用于实火证，虚火证只宜针刺，刺血是不相宜的。
 3.针刺、刺血、艾灸三法并用 针刺、刺血、艾灸三法并用，或交替使用，在临证时主要用于寒凝血瘀
证。
如慢性腰腿痛，若委中怒张，或出现血络则可刺络出血，以行血祛瘀；灸肾俞以温散寒邪；针刺环跳
、阳陵泉等穴以温通经脉。
如治疗漏肩风属于寒凝血瘀证，用火针点刺局部以痛为输；若感憋胀疼痛，可刺井穴出血以行血祛瘀
；根据病属何经选用条口透承山、飞扬、绝骨等穴针刺之。
 三、徐疾补泻手法所致凉热针感出现率的研究 针刺手法是针灸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直接关系到针
刺疗效，自古以来深受针灸界的重视。
根据《素问·针解》中“刺虚则实之者，针下热也，气实乃热也，满而泄之者，针下寒也，气虚乃寒
也”以及《金针赋》的“补者直须热至，泻者务待寒侵”，采用“徐疾补泻法”寻找凉热不同性质的
针感，用以治疗热证、虚证及寒证。
 （一）徐疾补泻法的具体操作 本法以《灵枢·小针解》的记载来操作。
“徐疾”的意义，一是指进针和出针的速度有快有慢；二是包括运用指力的轻重和持续时间的长短。
 具体操作如下： 1.“徐内”，要求针刺速度慢，但下按的指力要重，达到预期深度所需的时间也就必
然长（1～2分钟）；“疾出”，要求提针的速度快，但上提的力量要轻，由深部到退出皮肤所需要的
时间必然也短。
这种操作是求针下出现热感的有效方法，故日补法。
在治疗各种疾病中，针刺热补法、针刺热手法，皆指此法而言。
 2.“疾内”，要求针刺速度快，下按的指力要轻，达到预期深度所需要的时间要短；“徐出”，要求
提针的速度慢，上提的指力要重，由深部到退出皮肤所需要的时间要长（1～2分钟）。
这样操作是求针下出现凉感的有效方法，故日泻法。
在治疗各种疾病中，针刺凉泻法、针刺凉手法，皆指此法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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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针坛名师:于书庄》对临床针灸工作者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于书庄教授是理论、教学、临床与科研
均有建树的针灸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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