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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针灸和推拿是中医治疗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书面向广大农村医生和基层医生，系统介绍针灸与推拿基本知识，包括阴阳、五行、脏腑、中医诊
法、经络和腧穴、刺灸法、常见病针灸治疗、推拿疗法等。
重点介绍针灸与推拿实用技术、操作要领和注意事项。
图文并茂，通俗易懂，可操作性强。
适于广大基层中医、推拿、针灸医生学习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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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五脏的主要生理功能与系统连属　　（一）心　　心位于胸中，有心包维护于外，其经脉下
络于小肠，与小肠相表里。
古代把心比作“君主之官”认为心为脏腑中最重要的器官，它可以统领全身脏腑的功能活动，是人体
生命活动的中心。
心的主要生理功能：。
　　1．心主血脉 心有推动血液在脉管中运行以营养全身的功能，是人体血液运行的力和主导器官；
脉管是血液运行的通路，心脉直接相连，互相沟通，血液在心和脉中不停地流动，周而复始，循环往
复。
心、脉、血三者共同组成全身循环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心起主导作用。
　　2．心主神明（或称心藏神） 神明即神志，是指人的精神、意识、思维活动。
中医认为神志活动与心的功能密切相关，主管神志是心的主要生理功能。
　　3．心开窍于舌 心与舌有经络相通，心的气血上通于舌，放心与舌的关系密切。
若心的功能正常，则舌体柔软红润，活动自如，并可辨知五味。
　　4．心在体合脉，其华在面 脉是指血脉。
心合脉，是指全身的血脉都属于心。
华，是光彩之意。
其华在面，是指心的生理功能是否正常，可以从面部的色泽变化显露出来。
　　5．心在志为喜 心的生理功能与情志的“喜”有关。
喜，是人对外界信息引起的良性反映，喜有益于心主血脉等生理功能。
　　6．心在液为汗 汗为津液所化生，血与津液同出一源，《伤寒论》中有“汗血同源”之说，而血
又为心所主，故有“汗为心之液”之称。
　　根据以上理论可以发现：中医心的生理功能，与现代医学的循环系统、中枢神经系统的大脑皮质
功能以及舌的功能有密切的关系。
　　附：心包　　心包又称心包络，是心脏外面的包膜，为心脏的外围组织，有保护心脏的作用。
从解剖学角度而言，与现代医学的心包一致。
由于心包具有保护心脏的作用，故当邪气侵犯到心时，则心包当先受病。
　　（二）肺　　肺位于胸中，上连气管、咽喉、开窍于鼻，其经脉下络予大肠，与大肠相表里。
肺是主持周身之气的器官，古人有肺为“相腑之官”之称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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