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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由国家组织编写并审定的高等中医院校教材从初版迄今已历二十余年。
其间曾进行了几次修改再版，对系统整理中医药理论、稳定教学秩序和提高中医教学质量起到了很好
的作用。
但随着中医药学的不断发展，原有教材已不能满足并适应当前教学、临床、科研工作的需要。
　　为了提高教材质量，促进高等中医药教育事业的发展，卫生部于一九八二年十月在南京召开了全
国高等中医院校中医药教材编审会议。
首次成立了全国高等中医药教材编审委员会，组成32门学科教材编审小组。
根据新修订的中医、中药、针灸各专业的教学计划修订了各科教学大纲。
各学科编审小组根据新的教学大纲要求，认真地进行了新教材的编写。
在各门教材的编写过程中，贯彻了一九八二年四月卫生部在衡阳召开的“全国中医医院和高等中医教
育工作会议”的精神，汲取了前几版教材的长处，综合了各地中医院校教学人员的意见；力求使这套
新教材保持中医理论的科学性、系统性和完整性；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正确处理继承和发扬的
关系；在教材内容的深、广度方面，都从本课程的性质、任务出发，注意符合教学的实际需要和具有
与本门学科发展相适应的科学水平；对本学科的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进行了较全面的阐述
；同时又尽量减少了各学科间教材内容不必要的重复和某些脱节。
通过全体编写人员的努力和全国中医院校的支持，新教材已陆续编写完毕。
　　本套教材计有医古文、中国医学史、中医基础理论、中医诊断学、中药学、方剂学、内经讲义、
伤寒论讲义、金匮要略讲义、温病学、中医各家学说、中医内科学、中医外科学、中医儿科学、中医
妇科学、中医眼科学、中医耳鼻喉科学、中医伤科学、针灸学、经络学、腧穴学、刺灸学、针灸治疗
学、针灸医籍选、各家针灸学说、推拿学、药用植物学、中药鉴定学、中药炮制学、中药药剂学、中
药化学、中药药理学等三十二门。
其中除少数教材是初次编写者外，多数是在原教材，特别是在二版教材的基础上充实、修改而编写成
的。
所以这套新教材也包含着前几版教材编写者的劳动成果在内。
　　教材是培养社会主义专门人才和传授知识的重要工具，教材质量的高低直接影响到人才的培养。
要提高教材的质量，必须不断地予以锤炼和修改。
本套教材不可避免地还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因而殷切地希望各地中医药教学人员和广大读者在使用
中进行检验并提出宝贵意见，为进一步修订作准备，使之成为科学性更强、教学效果更好的高等中医
药教学用书，以期更好地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四化建设和中医事业发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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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高等医药院校试用教材：腧穴学》是在卫生部的直接关怀和统一领导下，由北京、天津、南京
、成都、安徽五个中医学院的有关教师集体讨论编集而成，是我国第一次为中医学院的针灸系（或专
业）所统一编写的针灸教材之一。
全书共分三章。
第一章为概论，主要说明腧穴学的起源与发展，腧穴与脏腑经络的关系，腧穴的分类、命名、定位方
法，特定穴、腧穴的作用，腧穴的主治规律。
第二章为腧穴学各论，分别叙述了十四经361个腧穴和67个经外奇穴的位置、取法、局部解剖、主治、
配伍举例、刺灸方法和文献选摘。
第三章为附篇，主要收集了针灸常用歌赋15首，腧穴的近代研究情况，以及古代体表名称位置的解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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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故明代张介宾之《图翼》说：“同身寸者，谓同于人身之尺寸也。
人之长短肥瘦各自不同，而穴之横直尺寸亦不能一。
如今以中指同身寸法一概混用，则人瘦而指长，人肥而指短，岂不谬误？
故必因其形而取之，方得其当”。
可见不能离开骨度分寸而只用指寸。
骨度分寸与指寸在临床应用中应该互相结合。
　　1·5·4 简便取穴法　　简便取穴法是临床上常用的一种简便易行的取穴方法。
如列缺，以病人左右两手之虎口交叉，一手食指压在另一手腕后高骨的正中上方，当食指尖处有一小
凹陷就是本穴。
又如劳宫，半握拳，以中指的指尖切压在掌心的第一横纹上，就是本穴。
又如风市，患者两手臂自然下垂，于股外侧中指尖到达之处就是本穴。
此外如垂肩屈肘取章门，两耳角直上连线中点取百会等等。
这些取穴方法都是在长期临床实践中总结出来的。
　　1·6 特定穴　　特定穴是指十四经中具有特殊治疗作用，并有特定称号的腧穴。
包括在四肢肘、膝以下的五腧穴、原穴、络穴、郄穴、八脉交会穴、下合穴；在胸腹、背腰部的背俞
穴、募穴；在四肢躯干部的八会穴以及全身经脉的交会穴。
　　1·6·1 五腧穴　　十二经在肘膝关节以下各有五个重要经穴，分别名为井、荥、输、经、合，
合称“五腧”。
有关记载首见于《灵枢·九针十二原》：“以上下所出为井、所溜为荥、所注为腧、所行为经、所入
为合”。
但并未指出具体穴名和部位。
《灵枢·本输》则详细地阐明了各经井、荥、输、经、合各穴的名称和具体位置，唯独没有手少阴心
经，其后《甲乙》才补充完备。
　　古人把经气运行过程用自然界的水流由小到大，由浅入深的变化来形容，把五腧穴按井、荥、输
、经、合的顺序，从四肢末端向肘、膝方向依次排列。
“井”穴多位于手足之端，喻作水的源头，是经气所出的部位，即“所出为井”。
“荥”穴多位于掌指或跖趾关节之前，喻作水流尚微，萦迂未成大流，是经气流行的部位，即“所溜
为荥”。
“输”穴多位于掌指或跖趾关节之后，喻作水流由小而大，由浅注深，是经气渐盛，由此注彼的部位
，即“所注为输”。
“经”穴多位于腕踝关节以上，喻作水流变大，畅通无阻，是经气正盛运行经过的部位，即“所行为
经”。
“合”穴位于肘膝关节附近，喻作江河水流汇入湖海，是经气由此深入，进而会合于脏腑的部位，即
“所入为合”。
　　五腧穴是常用要穴，为古今医家所重视。
临床上如井穴可用于治疗神志昏迷；荥穴可用于治疗热病；输穴可用于治疗关节痛；经穴可用于治疗
喘咳；合穴可用于治疗六腑病证等，就是《难经·六十八难》所说“井主心下满，荥主身热，俞主体
重节痛，经主喘咳寒热，合主逆气而泄”的具体运用。
另外，《灵枢·顺气一日分为四时》提出：“病在藏者取之井；病变于色者取之荥；病时间时甚者取
之输；病变于音者取之经；经满而血者，病在胃，及以饮食不节得病者，取之于合”。
还有根据季节因时而刺的记载，如《难经·七十四难》指出：“春刺井，夏刺荥，季夏刺俞，秋刺经
，冬刺合”。
　　五腧穴又配属五行，《灵枢·本输》指出阴经的井穴属木，阳经的井穴属金。
《难经·六十四难》补全了阴阳各经脉五腧穴的五行属性，即“阴井木，阳井金；阴荥火，阳荥水；
阴俞土，阳俞木；阴经金，阳经火；阴合水，阳合土”，均依五行相生规律而来。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腧穴学>>

 　　⋯⋯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腧穴学>>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