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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教材为适应我国高等医药院校实验针灸学教育教学发展需要，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培养高素质创新
人才而编写。
    本教材内容深入浅出，新颖实用，富有时代感，注重科学素质和创新能力、实践能力的培养，同时
力求反映最新的科研成果和学术发展的主要成就，在内容选取和编排上都力求有所创新，从而为学生
知识、能力、素质协调发展创造条件。
　　本教材适用性强，既可作为高等中医药院校针灸推拿学专业本科生、研究生教材，又可供各类从
事针灸推拿、中医、中西医结合医学专业的教师、研究人员和医务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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灸作用的基本特点    一、双向调节    二、整体调节    三、品质调节    四、自限调节  第二节 针灸作用的
时效特点    一、潜伏期    二、上升期    三、高峰期    四、下降期  第三节 影响针灸作用的因素    一、机
能状态    二、腧穴功能相对特异性    三、针灸参数（量效关系）    四、时间因素    五、施术工具  第四
节 针灸作用特点研究展望第五章  针灸作用效应及机理  第一节 针灸的优势病种  第二节 针刺镇痛与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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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灸对各系统的作用及机理    一、针灸对神经系统的作用及机理    二、针灸对内分泌系统的作用及机
理    三、针灸对呼吸系统的作用及机理    四、针灸对心血管系统的作用及机理    五、针灸对消化系统
的作用及机理    六、针灸对泌尿生殖系统的作用及机理    七、针灸对免疫系统的作用及机理    八、针
灸对血细胞及造血系统的作用及机理  第四节 针灸作用效应及机理研究展望    一、针灸疗效评价体系
的建立与完善    二、针灸治疗规律的归纳总结    三、针灸技术在临床应用中的扩展延伸    四、针灸临
床研究中亟待解决的几个问题第六章  实验针灸学实验指导  第一节 文献检索及科研设计    实验一  文献
检索实习    实验二  自行实验设计（一）    实验三  自行实验设计（二）  第二节 针灸作用理论的实验    
实验一  循经感传的测定    实验二  穴位阻抗的测定    实验三  实验性胃溃疡家兔耳郭皮肤电阻变化的观
察    实验四  针刺对家兔实验性心律失常影响的穴位效应特异性的实验观察  第三节 针灸作用技术的实
验    实验一  不同灸法的温度曲线特点    实验二  电针参数测定  第四节 针灸作用特点的实验    实验一  针
刺合谷穴对健康人体痛阈影响的时间一效应曲线观察    实验二  针刺“足三里”穴对家兔末梢血白细胞
数影响的时间一效应曲线观察    实验三  体质因素对针灸效应的影响——电针对小鼠镇痛作用的个体差
异观察    实验四  电针对家兔小肠运动双向调整作用的实验观察    实验五  不同时辰电针对家兔小肠蠕
动影响的实验观察  第五节 针灸作用效应与机理的实验    一、针刺镇痛与针麻效应的实验　    实验一  
电针家兔“足三里”穴对其痛阈影响的实验观察  　  实验二  纳洛酮对针刺小鼠镇痛作用影响的实验观
察   　 实验三  针麻下家兔阑尾切除术实验    　实验四  电针对小鼠吗啡戒断后心理依赖行为学的影响    
二、针灸对神经系统作用的实验    　实验一  针刺抗小鼠惊厥作用的实验观察    　实验二  针刺内关穴
对人体感诱发电位抑制作用的实验观察    　实验三  针刺对实验性癫痫大鼠大脑皮层感觉运动区痫样放
电的影响   　 实验四  电针对焦虑模型小鼠行为学的影响    三、针灸对呼吸系统作用的实验    　实验一  
针刺对小鼠耐缺氧能力影响的实验观察    　实验二  针刺对实验性肺水肿大鼠呼吸状态的影响    　实验
三  针刺对家兔急性过敏性支气管痉挛的影响    四、针灸对心血管系统作用的实验    　实验一  针刺“
内关”穴对家兔实验性心律失常的效应观察    　实验二  针刺对家兔急性实验性高血压影响的实验观察
   　实验三  针刺“素谬”穴对家兔失血性休克影响的实验观察    　实验四  针刺“足三里”穴对家兔血
管运动功能的影响    五、针灸对消化系统作用的实验    　实验一  电针“足三里”穴对大鼠胃运动影响
的实验观察    　实验二  针灸对小鼠胃肠蠕动调整作用的观察    　实验三  针刺对正常家兔小肠蠕动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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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的实验观察    六、针刺对泌尿生殖系统作用的实验    　实验一  电针家兔“肾俞”穴对肾脏泌尿功能
影响的实验观察    　实验二  针刺不同穴位对家兔膀胱内压的影响——穴位特异性和电针与手法运针针
效的差异　    实验三  艾灸“至阴”穴对家兔子宫运动的影响  　  实验四  电针促进早孕大鼠宫缩的实
验观察    七、针灸对免疫系统作用的实验    　实验一  电针抗炎作用的实验观察    　实验二  电针“大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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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四  常用实验动物针灸穴位主要参考书目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实验针灸学>>

章节摘录

　　第一章　实验针灸学研究的程序、方法与技术：　　第一节　实验针灸学研究的基本程序及针灸
创新能力培养：　　实验针灸学的研究和其他实验医学科学研究一样，具有一定的步骤和方法。
在针灸临床实践或科研实践中形成的某种想法和问题，要想通过实验加以证实或求得答案，必须查阅
有关文献，弄明白别人在这方面做了哪些工作，了解当前的进展，丰富自己的想象，寻找解决问题的
实验手段。
在此基础上提出假说，确定研究课题，进行实验设计和开展实验研究。
在研究过程中，要按一定的方法收集、整理资料。
实验结束后，要对资料进行统计分析。
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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