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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金肖青、陈峰等编著的《针灸临床处方学精义》是针灸处方学专著。
全书根据中医脏腑经络相关理论和辨证论治体系，系统阐述针灸处方传统基础理论、选穴配穴方法、
针灸治病的基本原则和常用治法、常用腧穴的主治和刺灸方法等，详细介绍了作者首创的“主、客、
辅、应、俞、募、奇”七字诀处方方法，以及70余种常见病证的辨证取穴处方和“皮、脉、肉、筋、
骨”五体刺法。
全书共十章，理、法、方、穴、术循序论述，条理清晰，在传承古典经络脏腑学说基础上，创新针灸
处方理论，深入浅出，易学易用。

《针灸临床处方学精义》可供中医针灸推拿专业临床、科研工作者参考应用，也可作为中医高等院校
师生在教学中参考。
对于针灸爱好者也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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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厥心痛，腹胀胸满，心尤痛甚，胃心痛也，取之大都、太白。
”　　“厥心痛，色苍苍如死状，终日不得太息，肝心痛也，取之行间、太冲。
”　　取本经经脉上的两个腧穴组成处方，二穴以何者为主、何者为辅，以上所引是应用五输穴为主
配穴，治疗上应根据五输穴的腧穴补泻原则。
如胃心病，取表里经脾经大都为补是主穴，商丘穴为辅；肝心病，取本经穴行间为主，太冲穴为辅；
针刺方法也当相应而施。
　　从以上所述可知早在《黄帝内经》时期已经将脏腑，经脉一腧穴三者内外相应、形成一体，为针
灸处方最基本的理论和处方组穴的依据。
所以《灵枢·经脉》中说：“经脉者，所以能决生死，处百病，调虚实，不可不通”，“凡刺之理，
经脉为始，营其所行，制其度量”。
《灵枢·本输》更特别指出：“凡刺之道，必通十二经络之所终始，络脉之所别处，五输之所留，六
腑之所与合，四时之所出人，五脏之所溜处。
”针灸辨证施治既要明辨脏腑经脉之病，也必须熟悉腧穴主治功能。
从“经脉所过，主治所在”来辨证取穴、辨病取穴、辨经取穴，组穴成方。
　　二、标本根结上下联手足同名一脉牵　　《黄帝内经》中把分布在四肢远端部位的一些穴位称为
“本”穴和“根”穴，分布在头面躯干部位的一些穴位称为“标”穴和“结”穴，而有其特定的联系
。
如腋下胁痛其病位在标部，取本部外关穴即是因其有特定的上下联系。
这一种上下联系，《灵枢·终始》称“从腰以上者，手太阴阳明皆主之；从腰以下者，足太阴阳明皆
主之。
”同时也特别注重同时取用手足同名经腧穴来获取更佳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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