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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有关针灸基础与临床研究的专著，内容分上、下两篇。
上篇为经穴的传统理论部分，重点介绍了经络现象、经络理论及国内外对针灸经络的研究进展，编者
结合多年临床经验就传统针刺手法、技术的内涵与实用价值做了详细评述。
下篇为研究专论，全面阐述了各种针灸技术，包括针法、灸法、耳穴、穴位注射等疗法在临床常见病
中的运用；介绍了针灸科研中常用的技术、方法、免疫学和电生理技术的基本方法和应用；针灸实验
动物模型部分重点介绍了常用动物模型的造模机制、方法、应用与评价；阐述了针灸临床研究基本设
计方法以及循证医学在针灸临床科研中的应用；重点介绍了临床常用的16种特种针法的原理、方法及
其适应证和禁忌证。
　　本书在突出实用性与科学性的同时，注重基础理论和临床运用的结合，可供针灸学专业博士、硕
士研究生以及临床、基础科研人员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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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上篇　基础理论　　第一章　经络学说　　第一节　经络现象　　经络现象，通常是指沿经络路
线出现的各种感觉传导，以及沿经络路线出现可见的形态上的特殊变化。
经络现象的表现是多种多样的，主要是指循经感传（progated sensation a—lone channels，PSC），即以
毫针或其他方法刺激穴位时，受试者主观上所感受到的一种酸、胀、麻等特殊感觉，沿着古典经脉的
路线循行游走的现象。
这种现象在历代医籍中早有记载。
早在两千多年前成书的《黄帝内经》中就已有“中气穴，则针游于巷”、“呼吸定息，脉行六寸”以
及“见其乌乌，见其稷稷，从见其飞，不知其谁”的描述。
循经感传现象是阐明经络实质与经络现象本质时所必须深入研究的惟一对象，也是使有关研究取得成
功的向导，因而也特别受到人们的重视。
　　循经感传等经络现象的存在是经络学说形成的基础，且循经感传的研究正式拉开了经络现代研究
的帷幕，同时也使经络的客观存在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基本肯定。
　　20世纪70年代，我国二十几个省、市、自治区的有关单位，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零九医院等单
位联合调查的基础上，按照中央卫生部制定的统一方法和标准，对循经感传现象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
工作。
调查对象为不同地区、民族、性别、年龄、职业、健康状况（从正常人到截瘫患者，从飞行员到有重
要脏器疾患者）的人群约20万人。
主要采用低频脉冲电刺激法（也有少数地区采用其他方法，例如安徽医学院采用针刺法、山西稷山县
医院采用头针或火柴杆压迫法），测定穴位以井穴为主，也可以刺激原穴或耳穴。
刺激电极可采用直径约5mm左右的铜棒（外裹粘湿棉垫纱布），无关电极用薄铜板。
刺激频率一般为5～15次／秒，刺激强度一般以被测者有明显的电刺激感为度。
如果在刺激井穴以后，有两条经以上的感传能超过肘、膝关节或一条经以上的感传能超过肩、髋关节
者，即可称为循经感传阳性。
按循经感传的程度，一般分为四型：①敏感型：六条经脉以上全经路感传者；②较敏感型：两条以上
全经路感传者或三条以上能超越肩、髋关节者；③稍敏感型：一条以上均能超过肩、髋关节或两条以
上刺激井穴感传超过腕、踝关节，刺激原穴感传超过肘、膝关节者；④不敏感型：全部无感传或仅一
条经有局部感传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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