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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古代腧穴图（古称“明堂图”）除了正、背、侧三人图外，还有将周身经穴按经脉分类的“十二人形
图”。
唐代王焘编修《明堂》时，即创作“十二人形明堂图”，将周身经穴归于十二经：元代滑伯仁发挥宋
代腧穴标准《铜人腧穴针灸图经》而作十四经穴图时。
加入部分经脉循行的文字，后又经明代高武等人的推演，掺入更多的经脉内容.遂使经穴图与经脉图杂
合为一。
此套图大行于世，流传极广，真正的经脉图则隐而不彰。
至清政府主编规范医学教本《医宗金鉴》时，慧眼独具，将久已混杂的经穴、经脉图重新分离。
重绘“经穴图”、“经脉图”并列对照，以示其异同。
关于经脉与经穴的历史演变。
在国家“九五”攀登项目的资助下，我们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其研究成果为国内外学术界所关注
，而用直观且富于创造性的图像反映最新的研究成果是一种很好的形式（其中对于汉墓出土的汉简帛
书《脉书》的研究成果.已于2003年复原完成两套六幅半人高经脉图，即《足臂十一脉》脉图、《阴阳
十一脉》脉图.并通过了专家鉴定。
但未公开出版）。
在多家出版单位的倡议下，遂决定于著辞作文之外重绘经穴、经脉图，并与重点研制中的标准腧穴挂
图形成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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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套挂图系两千多年来对经脉循行文字的第一次系统修订，澄清了传世经典中诸多以讹传讹的错误。
　　对长期困扰学术界的经脉图，经穴图关系的学术难题给出了全新的解决方案。
　　　全套挂图由经络攀登项目的研究者，经穴部位国家与国际标准的起草者直接设计与制作，最大
限度地保证了内容上的科学性与权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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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黄龙祥，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科学技术委员会委员、学位委员会委员；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
点学科“针灸学科”学术带头人、局级重点研究室“针灸理论与方法学”研究室主任；中国针灸学会
文献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世界针灸》杂志主编。
代表作品《中国针灸学术史大纲》、中国针灸四大通鉴、《中国针灸史图鉴》、《实验针灸表面解剖
学》等.曾荣获包括国家图书奖、中国图书奖、中华出版物（图书）贡献奖、“三个一百”科技原创图
书奖在内的几乎所有国家图书奖，以及中华中医药学会科技进步一等奖。
近年来致力于中医针灸的跨文化传播与跨学科理解，追求的目标：设计制作中医针灸走向世界的“名
片”。
本套挂图是作者在这片新领域的一次新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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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引言十四经脉循行十四经经穴名称与定位手太阴肺经穴第一手阳明大肠经穴第二足阳明胃经穴第三足
太阴脾经穴第四手少阴心经穴第五手太阳小肠经穴第六足太阳膀胱经穴第七足少阴肾经穴第八手厥阴
心包经穴第九手少阳三焦经穴第十足少阳胆经穴第十一足厥阴肝经穴第十二督脉穴第十三任脉穴第十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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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足部足少阴经穴连接次序1.然谷、太溪、大钟、照海、水泉、复溜、交信（日本东博铜人、明
成化史素铜人图、明弘治丘溶铜人图、《针灸甲乙经》、《外台秘要》、《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卷上
、《十四经发挥》、日本《骨度正误图说》等）。
2.然谷、太溪、大钟、水泉、照海、复溜、交信（明嘉靖铜人、韩国德寿宫钢人、明太医院铜人图、
明·赵文炳铜人图、《千金要方》、《千金翼方》、《钢人腧穴针灸图经》卷下、《针灸资生经》、
《经穴指掌图》、董德懋铜人图、南京1957年《针灸学》、程莘农《中国针灸学》）。
3.然谷、太溪、水泉、大钟、照海、复溜、交信（《铜人腧穴针灸图经·穴腧都数》）。
4.然谷、照海、水泉、大钟、太溪、交信、复溜（中国计量院人体经穴模型、朱琏《新针灸学》、中
国中医研究院1956年《针灸学》、《针灸学简编》、1966年英文版经穴图）。
5.然谷、照海、太溪、水泉、大钟、复溜、交信（《类经图翼》）。
6.然谷、太溪、照海、大钟、水泉、交信、复溜（元代《明堂图》）。
按照《针灸甲乙经》卷七至十二的腧穴条文排列次序，足部少阴经穴依次为：然谷、照海、水泉、大
钟、太溪。
由此看来，以上第4种中国计量院经穴模型的排穴法值得重视。
这一分歧的出现，主要是人们对于腧穴归经的误解所引起。
在唐以前，如唐代杨上善《黄帝内经明堂》、六朝《产经》十脉图以及魏晋《针灸甲乙经》等经典文
献中，奇经八脉穴均不归入十二经穴；又十五络穴原本也不属于经穴，其归入经穴完全可以采用分支
连接的形式处理。
如果去除照海、交信两个阴趼穴，络穴大钟用分支处理，那么然谷、水泉、太溪、复溜、筑宾⋯⋯将
连出一条非常流畅的经穴连线，就不会出现现在这种奇怪的绕圈和曲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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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新编重绘十四经脉经穴图》是由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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