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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根据国家教委《全国普通高等教育“八五”期间教材建设规划纲要》“要集中力量抓好本科主要专业
主干课程教材建设”的精神.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统一组织编审出版了普通高等教育中医药类规划教材。
本套教材包括中医学、中药学专业的主要课程和针灸、中医骨伤科学专业主要专业课程教材，计有《
医古文》、《中医基础理论》、《中医诊断学》、《中药学》、《方剂学》、《中医内科学》、《中
医外科学》、《中医妇科学》、《中医儿科学》、《中医急诊学》、《内经选读》、《伤寒论选读》
、《金匮要略选读》、《温病学》、《正常人体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生物化学》
、《诊断学基础》、《內科学》、《针灸学》、《经络学》、《腧穴学》、《刺法灸法学》、《针灸
治疗学》、《中医骨伤科学基础》、《中医骨伤学》、《中医骨病学》、《中医筋伤学》、《中医学
基础》、《药用植物学》、《中药化学》、《中药药理学》、《中药鉴定学》、《中药炮制学》、《
中药药剂学》、《中药制剂分析》、《中药制药工程原理与设备》等三十八门课程教材及其相关实践
教学环节教材。
为了提高教材质量、深化教学领域改革，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于一九九二年四月在杭州召开了全国中医
药本科教材建设工作会议。
研究部署了本套教材的建设工作，会后下发了《普通高等教育中医药类规划教材编写基本原则》、《
普通高等教育中医药类规划教材组织管理办法》、《普通高等教育中医药类规划教材主编单位招标办
法》等文件。
通过招标，确定并聘任了各门教材主编。
一九九二年十一月在北京召开的普通高等教育中医药类规划教材建设工作会议上，成立了普通高等教
育中医药类规划教材编审委员会，讨论研究了本套教材的改革思路，并组成了各门教材编写委员会，
确定了审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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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根据国家教委《全国普通高等教育“八五”期间教材建设规划纲要》“要集中力量抓好本科主要
专业主干课程教材建设”的精神，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统一组织编审出版了普通高等教育中医药类规划
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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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经络学概论第一节 基本概念的产生一、血气、脉、经络等名词的出现二、对气血运行的认识
第二节 理论系统的形成及其主要内容一、经络系统的形成过程二、经络系统的主要内容第三节 经络
系统分布概况一、十二经脉的分布概况和相互关系二、奇经八脉、十二经别和十五络脉三、十二经筋
和皮部第四节 经络的作用及其临床运用一、经络的作用二、经络的临床运用第五节 经络的历史发展
和有关著述一、先秦及汉代二、魏、晋及隋、唐三、宋、元、明、清第二章 手足太阴与阳明第一节 
手太阴一、手太阴肺经二、手太阴络脉三、手太阴经别四、手太阴经筋第二节 手阳明一、手阳明大肠
经二、手阳明络脉三、手阳明经别四、手阳明经筋第三节 足阳明一、足阳明胃经二、足阳明络脉三、
足阳明经别四、足阳明经筋第四节 足太阴一、足太阴脾经二、足太阴络脉三、足太阴经别四、足太阴
经筋第三章 手足少阴与太阳第一节 手少阴一、手少阴心经二、手少阴络脉三、手少阴经别四、手少
阴经筋第二节 手太阳一、手太阳小肠经二、手太阳络脉三、手太阳经别四、手太阳经筋第三节 足太
阳一、足太阳膀胱经二、足太阳络脉三、足太阳经别四、足太阳经筋第四节 足少阴一、足少阴肾经二
、足少阴络脉三、足少阴经别四、足少阴经筋第四章 手足厥阴与少阳第一节 手厥阴一、手厥阴心包
经二、手厥阴络脉三、手厥阴经别四、手厥阴经筋第二节 手少阳一、手少阳三焦经二、手少阳络脉三
、手少阳经别四、手少阳经筋第三节 足少阳一、足少阳胆经二、足少阳络脉三、足少阳经别四、足少
阳经筋第四节 足厥阴一、足厥阴肝经二、足厥阴络脉三、足厥阴经别四、足厥阴经筋第五章 奇经八
脉第一节 督脉与任脉一、督脉及其络脉二、任脉及其络脉第二节 冲脉与带脉一、冲脉二、带脉第三
节 阳矫与阴一、阳矫咏二、阴矫脉第四节 阳维与阴维一、阳维阴维的循行分布二、阳维阴维的病侯
第五节 奇经八脉的综合作用一、统领作用二、联络作用三、调节作用第六章 经络的分部关系和临床
应用第一节 根结，标本的上下关系一、根结与根、溜、注、入二、标本第二节 气街、四海的内外关
系一、气街二、四海第三节 关、闽．枢与六经皮部一、关、闽、枢二、六经皮部第四节 头身各部经
络分布第七章 经络的现代研究第一节 经络现象的观察一、循经感传二、其他经络现象第二节 经络检
测及其与脏腑相关的研究一、经络检测法二、经脉－脏腑相关的研究第三节 关于经络的见解和假说一
、对经络实质的几种观点二、关于经络实质的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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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经络学说来源于医疗实践，其形成和发展是与我国独特的医疗保健方法如针灸、按摩，气功等
的应用分不开的.其基本概念的产生，在《内经》之外还可追溯到一些非医学著作，可见其渊源有自，
现即从“血气”等词以探究其由来。
二、血气、脉、经络等名词的出现经络主运行血气，关于‘血气’一词，在春秋战国时期不少著作中
都有提到；记载孔子宫论的《论语.季氏》篇，讲到人的一生分三个阶段.少年时是‘血气未定’，壮
午时是‘血气方刚’，老年时是“血气既衰”，说明那时已把‘血气’变化看成是生命的主要特征。
在《管子·水地》篇还说。
‘水者地之血气，如筋脉之通流者也’，这里既提至到“气”又提到“筋脉”，并认为‘筋脉’是通
流‘血气’的。
还把地面上的水流比方作人体内的‘血气’，地上的水应当流通，人体内的“血气”也需要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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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经络学》：普通高等教育中医药类规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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