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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由国家组织编写并审定的高等中医院校教材从初版迄今已历二十余年。
其间曾进行了几次修改再版，对系统整理中医药理论、稳定教学秩序和提高中医教学质量起到了很好
的作用。
但随着中医药学的不断发展，原有教材已不能满足并适应当前教学、临床、科研工作的需要。
为了提高教材质量，促进高等中医药教育事业的发展，卫生部于一九八二年十月在南京召开了全国高
等中医院校中医药教材编审会议。
首次成立了全国高等中医药教材编审委员会，组成32门学科教材编审小组。
根据新修订的中医、中药、针灸各专业的教学计划修订了各科教学大纲。
各学科编审小组根据新的教学大纲要求，认真地进行了新教材的编写。
在各门教材的编写过程中，贯彻了一九八二年四月卫生部在衡阳召开的“全国中医医院和高等中医教
育工作会议”的精神，汲取了前几版教材的长处，综合了各地中医院校教学人员的意见；力求使这套
新教材保持中医理论的科学性、系统性和完整性；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正确处理继承和发扬的
关系；在教材内容的深、广度方面，都从本课程的性质、任务出发，注意符合教学的实际需要和具有
与本门学科发展相适应的科学水平；对本学科的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进行了较全面的阐述
；同时又尽量减少了各学科间教材内容不必要的重复和某些脱节。
通过全体编写人员的努力和全国中医院校的支持，新教材已陆续编写完毕。
本套教材计有医古文、中国医学史、中医基础理论、中医诊断学、中药学、方剂学、内经讲义、伤寒
论讲义、金匮要略讲义、温病学、中医各家学说、中医内科学、中医外科学、中医儿科学、中医妇科
学、中医眼科学、中医耳鼻喉科学、中医伤科学、针灸学、经络学、腧穴学、刺灸学、针灸治疗学、
针灸医籍选、各家针灸学说、推拿学、药用植物学、中药鉴定学、中药炮制学、中药药剂学、中药化
学、中药药理学等三十二门。
其中除少数教材是初次编写者外，多数是’在原教材，特别是在二版教材的基础上充实、修改而编写
成的。
所以这套新教材也包含着前几版教材编写者的劳动成果在内。
教材是培养社会主义专门人才和传授知识的重要工具，教材质量的高低直接影响到人才的培养。
要提高教材的质量，必须不断地予以锤炼和修改。
本套教材不可避免地还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因而殷切地希望各地中医药教学人员和广大读者在使用
中进行检验并提出宝贵意见，为进一步修订作准备，使之成为科学性更强、教学效果更好的高等中医
药教学用书。
以期更好地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四化建设和中医事业发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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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各家针灸学说的学术渊源和理论基础，《内经》的针灸学成就及其对各家针灸学说的影响，《难
经》的针灸学成就及其对各家针灸学说的影响，《甲乙经》的针灸学成就及其对各家针灸学说的影响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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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1．3《甲乙经》的针灸学成就及其对各家针灸学说的影响晋代皇甫谧（公元215．282年）所撰
《针灸甲乙经》，根据《灵枢》、《素问》、《明堂孔穴针灸治要》三书，参考《难经》有关文献，
使“事类相从，删其浮辞，除其重复，论其精要”写成。
它是我国现存最早而较全面的系统性针灸专著。
《甲乙经》对十四经腧穴作了全面系统的归纳整理，把349个穴位的别名、部位、取法、何经所会、何
经脉气所发、禁刺、禁灸以及误刺误灸所带来的不良后果、针人深度、留针时间、艾灸壮数等，都作
了具体的载述。
虽然其穴位排列顺序是按头、背、面、耳、颈、肩、胸、腹、手三阴三阳经、足三阴三阳经，由肢末
至头面躯干依次向上向中，与后世按十四经循行分布之排列顺序不同，但毕竟结束了经穴分离的局面
，使经脉和腧穴理论初步地结合起来了。
穴位的别名，晋以前文献记载很少，《甲乙经》载有70多个，个别穴位甚至有3～4个名称，如攒竹、
石门、承扶等。
别名的出现，一方面意味着腧穴理论的发展，另一方面，对理解穴位的位置与作用也提供了方便。
例如承山又名鱼腹，少海又名曲节，攒竹又名夜光，地机又名脾舍等，都十分形象而生动地概括了穴
位的位置和作用特点。
不少穴位，《内经》仅有其名，未载取法和部位，而《甲乙经》作了补充，如取风府，“疾言，其肉
立起；言休，其肉立下”；取率谷，“嚼而取之”；取下关，“合口有孔，张口即闭”；取瘼脉，“
耳后鸡足青络脉”是穴；取昆仑，按之有“细脉动应手”等。
有的根据患者的口腔动作取穴，有的根据体表静脉分布取穴，有的根据触到的脉搏取穴，对提高定穴
的准确率有一定意义。
交会穴，首先见于《甲乙经》的有80多个，后世增减极少。
这些会穴，大多分布于头面躯干部，头部及腹部又居其半，四肢部仅有三阴交、居髎、臂臑等几个。
交会的经脉，一般为2～3条，多的有4条，如中极、关元为足三阴与任脉之会。
交会穴理论不仅为后世考定经穴提供了依据，而且对扩大穴位的主治范围也有较大指导意义，如大椎
为三阳经督脉之会，不但能治督脉经“脊强反折”等病变，且能治疗所有三阳经病变。
还有所谓“脉气所发”穴，首见于《素问?气府论》，如称督脉气所发有28穴等，似指所有穴位而言。
但在《甲乙经》督脉气所发穴中无大椎、陶道、长强等；在349个穴位中，仅有100多个脉气所发穴，
与《内经》所述不尽相同，特别是有的穴位根本与所属经脉无关，如兑端为手阳明脉气所发，大迎为
足太阳脉气所发，与《内经》把脉气所发作为腧穴所属经脉的代名词，概念显然有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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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各家针灸学说》：高等医药院校试用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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