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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的规格 三、毫针的保养与检修 第二节针刺练习 一、指力练习 二、手法练习 三、自身试针 第三节刺
法 一、进针方法 二、针刺的角度、方向、深度 三、行针手法 四、得气、候气、催气和守气 五、针刺
补泻 六、留针与出针 第四节针刺异常情况处理及注意事项 一、针刺异常情况的处理及预防 二、针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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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及主治 五、耳穴的临床应用 六、注意事项 ⋯⋯ 下篇针灸应用 附篇参考资料 主要参考书目 腧穴索
引 病证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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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二）腧穴病理反应的研究 腧穴的病理反应是指脏腑器官发生病变时，通过经络
在体表相应腧穴上有所反应。
早在《灵枢·九针十二原》就记载：“五脏有疾，当取之十二原⋯⋯明知其原，睹其应，而知五脏之
害矣。
”研究结果有：①脏腑器官发生病变时，穴位会出现感觉或形态的变化。
如十二指肠溃疡病患者，中脘、右梁门和右胃仓旁开2寸处均有明显压痛。
胃病患者（包括溃疡病、胃下垂、慢性胃炎、胃癌等）观察了胃俞、中脘、足三里、阳陵泉、脾俞、
上脘、阴陵泉和地机8个穴位，并比较各穴与胃病的关系及其反应的特点。
结果发现，足三里、胃俞的阳性例数最多，阳陵泉、中脘次之，其余4个穴位更少。
从反应盼情况看，足三里、阳陵泉以出现条索状反应物为主，胃俞、脾俞以出现松弛、凹陷或酸感为
主，但发生胃癌时，胃俞出现节状蜃应物，中脘出现结节和压痛。
②脏腑器官发生病变时，穴位生物物理特陛会发生变化。
如前述穴位之生物物理特性，当疾病产生时，穴位之电阻特性亦随之改变。
 这些病理反应，提示在疾病诊断上的可行性与价值。
故人们在研究经穴与脏腑相关的同时，对腧穴的临床诊断也进行了研究。
 （三）腧穴功能特异性的研究 根据长期的医疗实践，古代医家认为，穴位功能的特异性是指穴位与
非穴位、穴位与穴位之间在功能作用上所存在的差异。
这种特异性是与其所在经脉循行分布及与其所属络和联系的脏腑相关的。
20世纪50年代开始，我国学者在这方面作了大量的临床与实验研究，证实腧穴功能具有特异性，但这
种特异性是相对的。
如对子宫收缩无力的产妇进行观察，以子宫收缩描绘器记录子宫收缩波的高度、宽度和波间距。
结果表明，针刺可增强子宫的收缩力，其中脾经三阴交的作用较胆经悬钟和胃经足三里更显著。
再如，对妇女月经周期变化的观察中，发现排卵期三阴交等穴位的皮肤电阻骤然增高，但旁开的对照
点则无明显变化。
 关于腧穴现代研究的更多知识请见本教材附篇第五节针灸学现代研究进展。
 第二节腧穴的发展、分类与命名 一、腧穴的发展 腧穴是我国人民在长期医疗实践过程中，陆续发现
并逐步积累起来的。
它的发展经历了由少到多不断完善的漫长过程。
最初，人们以病痛之处作为“砭灸处”，即“以痛为输”，是既无定位，又无定名，是对腧穴认识的
最初阶段。
随着对体表施术部位及其治疗作用的长期临床观察，才陆续给腧穴定位、定名，逐步形成了有固定名
称、明确部位和主治作用的腧穴理论，这是腧穴发展的第二阶段。
随着大量反复的实践和对腧穴主治作用认识的更加深人，历代医家不断整理总结，以经脉为主线对腧
穴进行系统归类，形成了有定位、定名、归经的阶段。
在《内经》中就记载有腧穴有名有位、有位无名、以痛为输等形式。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医学科学工作者对腧穴进行了大量的临床和实验研究，取得了不少成绩。
199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颁布了《经穴部位》标准及其副本《经穴部位文献考与解剖》。
2006年又重新修订颁布了国家标准《腧穴名称与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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