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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穴位的发现，丰富了人类的医疗手段。
同时，针灸、艾灸、按摩、刮痧、拔罐等也相继问世，于是常见病、疑难杂症频频被攻克。
不仅如此，点打穴道，还成为武林一大绝技，威不可挡。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渴望健康长寿、漂亮美丽，研究健康、长寿、美容也成为医学领域的
重大课题。
人体穴位在治疗常见病、疑难杂症、保健、美容等方面具有特殊疗效，尤其是穴道按摩、刮痧、拔罐
、艾灸等方法操作简便、疗效好、简单易学、易于普及、应用广泛。
 本书以图文并茂的形式，介绍在人体穴位上应用按摩、刮痧、拔罐、艾灸治疗常见病、慢性病和进行
保健、美容的方法，直观、简便，易读、易学，读者一看就懂、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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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上篇　基础知识　　一、经络与穴位　　（一）经络　　1.经络的分布　　经络是运行气血的通
路。
经和络组成经络系统，经指经脉，犹如途径，贯通上下，沟通内外，在人体内纵行而分布较深，是主
干线；络为络脉，它好似网络，较经脉细小，其分布纵横交错，遍布全身，是经络系统中的分支。
　　（1）十二经脉。
十二经脉即手太阴肺经、手厥阴心包经、手少阴心经、手阳明大肠经、手少阳三焦经、手太阳小肠经
、足阳明胃经、足少阳胆经、足太阳膀胱经、足太阴脾经、足厥阴肝经、足少阴肾经的总称，它们是
经络系统的主体。
十二经脉在内隶属于十二脏腑，在外与四肢骨节穴位相联系，它们将人体上下内外连贯起来，构成一
个有机的整体，并且依照一定的规律，逐经相传，形成一套周而复始、如环无端的传注系统。
　　十二经脉的作用主要是联络脏腑、肢体，运行气血，营养全身。
　　十二经脉的流注次序为：起于肺经→大肠经→胃经→脾经→心经→小肠经→膀胱经→肾经→心包
经→三焦经→胆经→肝经，最后又回到肺经。
周而复始，环流不息。
　　（2）任脉、督脉。
任脉、督脉是奇经八脉中的二脉。
奇经八脉是任脉、督脉、冲脉、带脉、阴跷脉、阳跷脉、阴维脉、阳维脉这八条经脉的总称。
不直接连属脏腑，无表里相配，故称奇经。
这是一组具有特殊作用的经脉，对其余的经脉起统率联络和调节气血盛衰的作用。
其中除任、督二脉各有所属的腧穴，其余六脉的腧穴均寄附于十二经脉和任、督二脉之中。
任、督脉及十二经脉合称“十四经脉”。
　　2.经络的功能　　（1）沟通身体内外脏腑器官的功能。
经络能沟通表里、联络上下，将人体各部的组织器官联结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2）调节气血运行，运输营养物质、营养全身。
由于经络能输布营养到周身，因而保证了全身各器官正常的功能活动。
所以，经络的气血运行，是保证全身各组织器官的营养供给，为各组织器官的功能活动提供了必要的
物质基础。
　　（3）抗御外邪，保卫机体。
使保卫之气密布于皮肤之中，加强皮肤的保卫作用，使外邪不能入侵。
　　（4）反应身体机能状态。
由于经络在人体各部分布的关系，如内脏有病时便可在相应的经脉循环部位出现各种不同的症状和体
征。
有时内脏疾患还在头面五官等部位出现反应。
如心火上炎可致口舌生疮；肝火升腾可致耳目肿赤；。
肾气亏虚可使两耳听力下降等。
　　（5）传输病邪。
经脉病可以沿着经脉循行线路向内脏传输，内脏病亦可累及经脉，在经脉循行的部位出现异常症状。
　　（二）穴位　　1．穴位的分布　　脏腑、经络之气输注于体表的部位称作腧穴，又叫穴位、穴
道，大多数都分布在经络循行的径路上，即使不在其上，也与经络有着密切关系，是针灸、按摩、艾
灸等施术的常用部位。
通过刺激腧穴和经络，沿着经络一内脏的相关路线，深透到患者体内，以激发经气，让气至病灶产生
感应，调动人体内在的抗病能力，调节机体平衡以达到防治疾病的目的。
　　（1）十四经穴。
常叫做“经穴”，指分布在十二经脉和任督二脉上的腧穴。
它们具有主治本经病的共同作用，是腧穴中的最主要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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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经穴在分经的基础上，由于腧穴分布部位不同，其主治作用的范围也有差异。
十四经腧穴分布主治特点如下：头面、颈部的腧穴，除个别能治全身性疾患或四肢疾患外，绝大多数
均治局部病症；胸腹部腧穴，大多可治脏腑及急性疾患；背腰部腧穴，除少数能治下肢病外，大多可
治局部病症、脏腑和慢性疾患；少腹部腧穴，除能主治脏腑疾患外，还能治全身性疾患；四肢部的腧
穴，尤其是四肢肘膝关节以下的腧穴，除主治局部和邻近部位的病症外，还能主治该经循行所及的远
隔部位的头面躯干、脏腑组织器官的病症以及发热、神志病等全身性疾病，而且越是远离躯干部的腧
穴，其主治范围越广。
　　（2）奇穴。
指既有一定的穴名，又有明确的位置，但尚未列入十四经系统的腧穴。
因此也叫做“经外奇穴”。
奇穴的分布比较分散，对某些病症有一定的特异性治疗作用，如太阳穴治头痛，阑尾穴治阑尾炎等。
　　（3）阿是穴。
俗称“压痛点”，古代叫做“以痛为腧”。
它既无具体名称，也没有固定位置，而是以压痛点或其他反应点作为腧穴的，阿是穴实际上是尚未命
名的腧穴，是经穴产生的基础。
2．穴位的治病作用现代医学研究表明，经络、腧穴部位的神经和血管比较丰富，刺激穴道会引起神
经兴奋性的改变和血液循环的改善。
穴位疗法主要是通过调整神经系统的功能，反射性改善病变部位的血液循环和新陈代谢，促进病变部
位组织细胞的康复，从而产生治愈疾病的效果。
　　穴位的治病作用有三个特点：　　一是近治作用。
这是一切腧穴主治作用所具有的共同特点。
如所有腧穴均能治疗该穴所在部位及邻近组织、器官的局部病症。
　　二是远治作用。
这是十四经腧穴主治作用的基本规律。
在十四经穴中，尤其是十二经脉在四肢肘关节、膝关节以下的穴位，不仅能治疗局部病症，还可治疗
本经循行所及的远隔部位的组织器官脏腑的病症，有的甚至可影响全身的功能。
如，合谷穴不仅可治上肢病，还可治颈部及头面部疾患，同时还可治疗感冒发热病；足三里穴不但治
疗下肢病，而且对调整消化系统功能，甚至人体防卫，免疫反应等方面都具有一定的作用。
　　三是特殊作用。
指某些腧穴所具有的双重性良性调整作用和相对特异性而言。
如天枢穴可治腹泻又可治便秘；内关穴在心动过速时可减慢心率，心动过缓时又可提高心率。
特异性如大椎退热，至阴矫正胎位等。
　　我们用穴位按摩、针灸、艾灸、刮痧以及拔罐等方法对穴位进行刺激，通过经络传导，能疏通经
气、调和阴阳、补养气血、活血化瘀、缓解痉挛、消肿止痛、祛风除湿、温经散寒，达到恢复脏腑功
能、强身健体、防治疾病、益寿延年的功效。
　　（1）增强心脏功能，加速血液运行。
长期坚持穴位治疗，可使心肌发达、延缓心脏衰老，扩张冠状动脉、使血流量增加，故能促进血氧和
营养物质的吸收，使心脏得到充分的营养，从而可防治冠心病、脉管病、肌肉僵直及手足麻木、痉挛
和疼痛等。
尤其40岁以上的人，坚持穴位治疗，可降低血中尿酸水平，预防血小板聚集，避免发生血管栓塞。
　　（2）调节神经功能。
穴位刺激后能改善大脑皮质的兴奋和抑制过程，解除大脑的紧张和疲劳，能调节胰岛素和肾上腺素的
分泌，降低血糖，防治糖尿病和肥胖病等。
　　（3）增强抗病能力。
刺激穴道能加速血液流通，使代谢旺盛，促进消化吸收和营养代谢，保持肺组织的弹性，提高肺活量
，故能提高人体对疾病的防御能力。
　　（4）消炎、消肿、止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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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摩穴位或艾灸等能促进血液循环，使按摩部位毛细血管舒张，促进炎症渗出物的吸收，使病变局部
的水肿和瘀血消散。
按摩可降低大脑皮层对疼痛的感受性，故可起镇痛作用。
　　（5）减少脂肪在体内的堆积，使体内多余的脂肪转化成热量，从而起到减肥的作用。
按摩还可以使人体表面的毛细血管扩张，增加皮肤的营养供应，增强皮肤的弹性和光洁度，减少皱纹
，使松弛干燥的皮肤逐渐变得有光泽和富有弹性。
改善皮肤表面汗腺和皮脂腺的分泌，减轻色素沉着，起到美容养颜的效果。
二、取穴方法与穴位应用基本手法　　（一）取穴方法　　1.骨度分寸法骨度分寸法是将人体的各个
部位分别规定其折算长度，作为量取腧穴的标准。
如前后发际间为12寸；两乳间为8寸；胸骨体下缘至脐中为8寸；脐孔至耻骨联合上缘为5寸；肩胛骨内
缘至背正中线为3寸；腋前（后）横纹至肘横纹为9寸；肘横纹至腕横纹为12寸；股骨大粗隆（大转子
）至膝中为19寸；膝中至外踝尖为16寸；胫骨内侧髁下缘至内踝尖为13寸；外踝尖至足底为3寸。
　　2.体表标志法　　体表标志法就是以人体体表的各种解剖标志作为依据而取穴的方法。
　　（1）头部以五官、眉毛和发际为标志。
如两眉之间取印堂。
　　（2）背部以脊椎棘突和肋骨等为标志。
如肋弓下缘水平相当于第2腰椎；第7颈椎和第1胸椎之间取大椎。
　　（3）胸腹部以乳头、胸骨剑突和脐孔等为标志。
如剑突与脐连线中点取中脘；两乳头之间是膻中。
　　（4）四肢以关节、骨髁（踝）为标志。
如阳陵泉在腓骨小头前下方等。
　　3.手指比量法　　以患者自己手指的宽度作为标准来对自己测量并取穴的方法。
因为人的手指与身体其他部分有一定的比例，所以临床上用患者的手指比量取穴。
一般规定食指、中指、无名指和小指伸直并拢时第二指节总宽度为3寸；食指、中指、无名指并拢，
其横宽面约为2寸；食、中两指第二指节的总宽度为1．5寸；大拇指的宽度为1寸，中指中节长为1寸。
　　临床上还常用一些简便易行的取穴方法，如两耳尖直上取“百会”，两手虎口交叉取“列缺”垂
手中指端取“风市”等。
有时需病人处于某种特殊姿势时所出现的标志作为取穴的依据。
如曲池在屈肘时的肘横纹外侧端后5分处；解溪在足背屈时足背与小腿交界处的两筋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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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从古至今，中国人一直巧用穴位疗冶百病。
　　以图文并茂的形式，介绍在人体穴位上应用按摩、刮痧、拔罐、艾灸治疗常见病、慢性病和进行
保健、美容的方法。
　　——脏腑、经络之气输注于体表的部位称作腧穴，又叫穴位、穴道，大多数分布在经络循行的径
路上，即使不在其上，也与经络有着密切关系，是针灸、按摩、艾灸等施术的常用部位。
　　——通过刺激腧穴和经络，沿着经络—内脏的相关路线，深透到患者体内，以激发经气，让气至
病灶产生感应，调动人体内在的抗病能力，调节机体平衡，以达到防治疾病的目的。
　　——用按摩、针灸、艾灸、刮痧、拔罐等方法对穴位进行刺激，通过经络传导，能疏通经气、调
和阴阳、补养气血、活血化瘀、缓解痉挛、消肿止痛、祛风除湿、温经散寒，达到恢复脏腑功能、强
身健体、防治疾病、益寿延年的功效。
　　——现代医学研究表明，经络、腧穴部位的神经和血管比较丰富，刺激腧穴会引起神经兴奋性的
改变和血液循环的改善。
穴位疗法主要是通协调整神经系统的功能，反射性地改善病变部位的血液循环和新了东代谢，促进病
变部位组织细胞的康复，从而达到治愈疾病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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