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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根据国家教委《全国普通高等教育“八五”期间教材建设规划纲要》“要集中力量抓好本科主要专业
主干课程教材建设”的精神，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统一组织编审出版了普通高等教育中医药类规划教材
。
本套教材包括中医学、中药学专业的主要课程和针灸、中医骨伤科学专业主要专业课程教材，计有《
医古文》、《中医基础理论》、《中医诊断学》、《中药学》、《方剂学》、《中医内科学》、《中
医外科学》、《中医妇科学》、《中医儿科学》、《中医急诊学》、《内经选读》、《伤寒论选读》
、《金匮要略选读》、《温病学》、《正常人体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生物化学》
、《诊断学基础》、《内科学》、《针灸学》、《经络学》、《腧穴学》、《刺法灸法学》、《针灸
治疗学》、《中医骨伤科学基础》、《中医骨伤学》、《中医骨病学》、《中医筋伤学》、《中医学
基础》、《药用植物学》、《中药化学》、《中药药理学》、《中药鉴定学》、《中药炮制学》、《
中药药剂学》、《中药制剂分析》、《中药制药工程原理与设备》等三十八门课程教材及其相关实践
教学环节教材。
为了提高教材质量、深化教学领域改革，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于一九九二年四月在杭州召开了全国中医
药本科教材建设工作会议，研究部署了本套教材的建设工作，会后下发了《普通高等教育中医药类规
划教材编写基本原则》、《普通高等教育中医药类规戈0教材组织管理办法》、《普通高等教育中医
药类规划教材主编单位招标办法》等文件。
通过招标，确定并聘任了各门教材主编。
一九九二年十一月在北京召开的普通高等教育中医药类规划教材建设工作会议上，成立了普通高等教
育中医药类规划教材编审委员会，讨论研究了本套教材的改革思路，并组成了各门教材编写委员会，
确定了审定人。
为了保证教材的编写质量，先后召开了几次工作会议和教材审定会议，对各门课程教学大纲、教材编
写提纲及教材内容进行了认真审定。
最后，还征求了本套规划教材顾问委员会各位名老中医药专家的意见。
通过多次会议以及全体编委审定人员的共同努力，在名老中医药专家的指导下，使本套教材在前五版
统编教材的基础上，在符合本科专业培养目标的实际需要方面，在理论联系实际、保持中医理论的系
统性和完整性，反映中医药学术发展的成熟内容和教育改革新成果方面，在明确各门教材的教学目的
、确定教材内容的深广度、促进教材体系整体优化等方面有了较大的提高，使本套规划教材内容能具
体体现专业业务培养的基本要求和教学质量测试的基本标准。
对少数教材根据课程设置的需要，进行了较大幅度的改革，使之更符合教学的需要。
根据国家教委有关文件精神，各高等中医药院校、高等医药院校中医药类专业应优先选用这套由国家
中医药管理局统一规划组织编审的规划教材。
随着中医药高等教育工作的不断改革与深化，本套教材不可避免地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殷切希望各
地中医药教学人员和广大读者在使用过程中，提出宝贵意见，以促使本套教材更臻完善和更符合现代
中医药教学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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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普通高等教育中医药类规划教材：针灸治疗学（供针灸类专业用）》主要包括针灸治疗作用、
针灸治疗原则、针灸辨证论治纲要、针灸配穴处方、高热、痉证、厥证、脱证、剧痛证、感冒、咳嗽
、哮病、喘病、肺痨、疟疾、中暑、呕吐、呃逆、胃脘痛、泄泻、痢疾、便秘、黄疸、胁痛、胸痹心
痛、心悸、不寐、郁病、癫病、狂病、痫病、头风、面痛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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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概论第一节 针灸治疗作用一、疏通经络二、扶正祛邪三、调和阴阳第二节 针灸治疗原则一、
清热与温寒二、补虚与泻实三、局部与整体四、治标与治本五、同病异治与异病同治第三节 针灸辨证
论治纲要一、八纲证治二、脏腑证治三、气血证治四、经络证治第四节 针灸配穴处方一、选穴原则二
、配穴方法三、处方的组成四、特定穴的临床应用第二章 急症第一节 高热第二节 痉证第三节 厥证第
四节 脱证第五节 剧痛证一、心绞痛二、胃痉挛三、胆绞痛四、泌尿系绞痛第三章 内科病证第一节 感
冒第二节 咳嗽第三节 哮病第四节 喘病第五节 肺痨第六节 疟疾第七节 中暑第八节 呕吐第九节 呃逆第
十节 胃脘痛第十一节 泄泻第十二节 痢疾第十三节 便秘第四节 黄疸第五节 胁痛第十六节 胸痹心痛第
十七节 心悸第十八节 不寐第十九节 郁病第二十节 癫病第二十一节 狂病第二十二节 痫病第二十三节 
头风第二十四节 面痛第二十五节 面瘫第二十六节 眩晕第二十七节 水肿第二十八节 淋证第二十九节 癃
闭第三十节 消渴第三十一节 中风第三十二节 痹证第三十三节 痿证第三十四节 无脉症第三十五节 遗精
第三十六节 阳痿第三十七节 早泄第三十八节 男性不育症第四章 妇科病证第一节 月经不调一、月经先
期二、月经后期三、月经先后无定期附：功能失调性月经紊乱第二节 痛经附：子宫内膜异位症第三节
闭经第四节 经行乳房胀痛第五节 崩漏第六节 绝经前后诸症第七节 带下病第八节 阴痒第九节 不孕第十
节 妊娠恶阻第十一节 滞产第十二节 子痫第十三节 胎位不正第四节 胞衣不下第五节 恶露不绝第十六节
恶露不下第十七节 产后血晕第十八节 乳少第十九节 阴挺第五章 儿科病证第一节 急惊风第二节 痄腮第
三节 顿咳第四节 疳疾第五节 小儿遗尿第六节 积滞第七节 小儿麻痹后遗症第八节 小儿脑性瘫痪第九节
小儿多动症第六章 皮外骨伤科病证第一节 蛇串疮第二节 湿疮附：四弯风第三节 瘾疹第四节 狐惑病第
五节 粉刺第六节 疗疮第七节 丹毒第八节 瘿病第九节 瘰疬第十节 乳痈第十一节 乳癖第十二节 肠痈第
十三节 破伤风第四节 痔疮附：脱肛第五节 筋疣第十六节 落枕第十七节 肘劳第十八节 漏肩风第十九节
腰脊痛附：坐骨神经痛第七章 五官科病证第一节 麦粒肿第二节 上睑下垂第三节 胞轮振跳第四节 冷泪
症第五节 天行赤眼第六节 青盲第七节 暴盲第八节 近视眼第九节 斜视第十节 色盲症第十一节 耳胀、
耳闭第十二节 脓耳第十三节 暴聋第四节 鼻渊第五节 鼻衄第十六节 咽喉肿痛第十七节 牙痛第十八节 
口疮第八章 子午流注与灵龟八法第一节 子午流注一、子午流注的涵义与源流二、子午流注纳子法的
运用三、子午流注纳甲法的运用四、子午流注推算法第二节 灵龟八法一、八法的起源及由来二、八脉
交会八穴三、八脉八穴与九宫八卦四、灵龟八法的运用第九章 现代研究与针刺麻醉第一节 针灸治疗
作用的现代研究一、针灸对呼吸系统的作用二、针灸对心血管系统的作用三、针灸对消化系统的作用
四、针灸对泌尿系统的作用五、针灸对生殖系统的作用六、针灸对运动系统的作用七、针灸对血液成
分及流变性的作用八、针灸对物质代谢的作用九、针灸对免疫系统和防御功能的作用十、针灸对内分
泌系统的作用十一、针灸对特种感官的作用十二、针灸对神经系统的作用十三、针灸的镇痛作用十四
、影响针灸作用的因素第二节 针刺麻醉一、作用特点二、施术方法三、穴位的选择和组合四、辅助用
药五、适应范围六、临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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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例如，头痛选百会或太阳，鼻病选素髎或迎香，面瘫选颊车或地仓，脱肛选会阴或长强等。
此法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应作为选穴的主要依据，尤其对那些针感不明显的患者，从加强局部的刺激作
用来看，更加适宜。
例如，临床上对各种关节疼痛、痿证以及扭伤、皮肤病证、腱鞘囊肿、甲状腺肿大等在局部选穴，用
围刺法施针，其疗效就比较理想。
（二）邻近选穴邻近选穴就是在距离病变部位比较接近的范围内选穴。
例如，目疾、耳病取风池，牙痛取太阳或上关，鼻病取上星或通天，痔疮取次髎或秩边等。
（三）循经远取循经远取即在距离病变部位较远的部位选穴，《内经》中称之为“远道刺”。
这种选穴方法紧密结合经脉的循行，体现了“经脉所通，主治所及”的治疗规律.特别适用于在四肢肘
膝关节以下选穴，用于治疗头面、五官、躯干、内脏病证，在针灸临床上应用十分广泛。
《灵枢.终始》篇说：“病在上者下取之，病在下者高取之，病在头者取之足，病在足者取之胭”即是
此类.在具体选穴方面，属上病下取者，如前额疼痛选内庭，虚火牙痛取涌泉，口眼喁斜取太冲，痔疮
、便血取承山以及“四总穴歌”等。
属于下病上取者，如距小腿关节扭伤针阳池，子宮脱垂灸百会，下肢痿痹取次髎，腰骶疼痛刺龈交等
。
《伤寒论》第325条“少阴病，下利⋯⋯当温其上。
”也是少阴病虚寒下痢上取百会穴灸治的实例。
以上局部近取、邻近选穴和循经远取都是以病痛部位作为依据的分部选穴法.临床应用时，既可以按照
经络的联系选取十四经穴，也可以根据各种阳性反应点选取经外奇穴或阿是穴。
（四）辨证选穴临床上有许多病证，如发热、昏迷、虚脱、癫狂、失眠、健忘、嗜睡、多梦、高血压
、月经不调等属于全身性病证，因无法辨位，不能应用上述分部选穴的方法。
此时，就必须根据病证的性质，进行辨证分析，将病证归属于某一脏腑或经脉，然后按经选穴。
例如，失眠若属心肾不交者，归心、肾两经，在心、肾两经选穴；属心胆气虚者又归心、胆两经，则
在心；胆两经选穴，若属肝胃不和者则归肝、胃两经，也就在肝、胃两经选穴。
再如月经不调，若因肝气郁结引起者，归属肝经，在肝经、任脉选穴；若因脾气虚弱引起者，归属脾
经，在脾经、任脉选穴。
对于个别突出的症状，也可以结合临床经验而选穴。
例如，发热者选大椎或曲池，痰多者选丰隆或中脘，贫血者选膈俞或足三里，低血压者选素髎或内关
等均是。
由于这种选穴法都是长期临床经验的结晶，疗效较高，因此人们又将其称为经验用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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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针灸治疗学(供针灸类专业用)》是普通高等教育中医药类规划教材中的一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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