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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医经典《黄帝内经》最早就论述：经络是内联脏腑，外络肢节、百骸，网络全身，气血运行的
通道。
把人体包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皮肤毫毛、眼耳鼻口、牙齿指甲视为一个有机的、与自然界密不可
分的整体，经络系统则是主宰着全身气血运行，调节生命活动的信患反馈系统。
因而，中医的辨证论治、药物归经、舌诊、脉诊、经络诊、穴位诊，以及针灸、推拿的循经取穴，气
功导引的大、小周天，气血流注⋯⋯无不以经络为依据。
以调整经络平衡而祛病，以诊察经络、穴位而诊病。
《黄帝内经》还着重指出人的意念、思维、意志等脑功能与经络密切相关，经络又是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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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由九章组成，其中第一章绪论，包括经络穴位诊断概述、历史源流、优特点及注意事项。
第二章为经络穴位诊断的理论基础，着重叙述经络、穴位，经络系统及经络基本功能，并介绍标本、
气街及皮部理论的相关知识。
第三章为经络穴位诊断的作用机制，为本书重点内容之一。
第四章为常用穴位介绍，包括常用经穴、经外奇穴和新穴，详细介绍了穴位部位、主治，并附穴位图
示。
第五章为经络穴位诊断实施规程，重点介绍经络穴位诊断的检查方法、检查部位及顺序。
第六章为经络穴位压痛辨病诊断，着重叙述穴位压痛与内脏病变的关系，诊断穴及其诊断作用，并有
穴位主病表、各系统疾病穴位检查表，是本书又一重点内容。
第七章为穴位检查和分析诊断，叙述了穴位检查方法、压痛评级、诊断步骤和顺序等内容。
第八章为临床应用，介绍经络穴位诊断的临床试诊、肿瘤普查、临床治疗的相关内容。
第九章为临床各科病症的经络穴位诊断。
包括内、外、妇、儿、外、皮肤，以及肿瘤等科疾病的经络穴位诊断方法，并重点给出了穴诊提要。
书末为附录——穴名索引，为查找穴位提供了方便，可按穴名第一字笔画数直接检索出穴位所在之处
，并可查见该穴图示及主治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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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期门】(肝经募穴)　　　位置：乳头下2肋，当第6—7肋间隙中(图4_2)。
　　　主治：伤寒不解，胁肋疼痛，肝痈，肝脏疾病，吐酸。
　　　【日月】(胆经募穴)　　　位置：乳头直下3肋，在第7肋间隙处(图4．2)。
　　　主治：胁肋疼痛，呃逆，黄疸，呕吐，吞酸。
　　　【章门】(脾经募穴)　　　位置：在季肋下，第11浮肋骨端下缘(图4_3)。
　　　主治：腹胀，腹痛，肠鸣，泄泻，消化不良。
　　　【渊液】　　　位置：举臂，当腋中线上，腋下3寸，第4肋间隙中(图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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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序　　中医经典《黄帝内经》最早就论述：经络是内联脏腑，外络肢节、百骸，网络全身，气血
运行的通道。
把人体包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皮肤毫毛、眼耳鼻口、牙齿指甲视为一个有机的、与自然界密不可
分的整体，经络系统则是主宰着全身气血运行，调节生命活动的信患反馈系统。
因而，中医的辨证论治、药物归经、舌诊、脉诊、经络诊、穴位诊，以及针灸、推拿的循经取穴，气
功导引的大、小周天，气血流注⋯⋯无不以经络为依据。
以调整经络平衡而祛病，以诊察经络、穴位而诊病。
《黄帝内经》还着重指出人的意念、思维、意志等脑功能与经络密切相关，经络又是联系天、地、人
整体系统的纽带。
因此，经络学是古老中医针灸、推拿、按摩、气功、经络辨证、经穴诊断等学科的核心理论，且对中
医临床各科有指导作用。
　　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内外很多专家学者潜心致力于经络感传、经络实质及其生物物理特性的研究
，已经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所和北京经络研究中心，采用多学科协作攻关，用电、声、感觉等3种生物物理
学方法，证实古典的十四经脉图谱具有惊人的科学性和精确性，并用形态学、实验经络针灸疗法等进
一步证实了《黄帝内经》和《铜人腧穴针灸图经》所描述的经络体表循行路线，从而证明古代先哲发
现并绘制的经络图谱的科学性。
同时，也证明了经络是多层次、多功能、多形态立体结构的调控系统。
　　我国著名学者张清颖教授以生物全息论的原理，从经络穴位的作用出发，给出穴位的新定义——
“穴位是与对应的脏腑、器官部位在生理学与病理学上相关的反射点”。
当机体上某一器官或部位有病，就必然会在特定的穴位上有所反应、表现，在穴位局部对疼痛刺激敏
感、皮下结节，以及，皮肤电阻降低等病理现象。
实质上这就是中医学中穴位诊断的依据。
张氏的精辟见解，正如《黄帝内经》中记载：“五脏之有疾也，应出十二原(穴)，十二原各有所出，
明知其原睹其应，而知五脏之害也”；《黄帝内经》还指出：“按其处，应在中而痛解，乃其腧(穴)
也”。
这就是穴位具有反映内脏疾病的特性，故近年来中医采用的“经络按诊”、“经穴压诊”、“经络望
诊”，以及近代发展起来的“经穴知热感度测定”、“穴位导电量测定”等诊断方法，都是经络、穴
位反应病痛特性的具体运用，充分体现了《黄帝内经》：“有诸内，必现诸外”的经络“内外相应”
原理的临床诊断作用。
由此可窥知，经络穴位诊断是科学的，其精义与生物全患论的观点不谋而合。
　　今天，科学发展到了高科技信息时代，作为炎黄子孙应当继承先哲发明的宝贵遗产——经络学。
也应以炎黄子孙的智慧，运用现代生物物理学、现代生物学等先进手段，进一步探索经络的奥秘，深
入探讨经络穴位诊断的基础理论，以及开展经络穴位诊断的科学研究，这是中医工作者责无旁贷的神
圣职责，也是振兴中医大业的崇高使命。
　　广西医科大学教授、主任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谭支绍，从事中医教学、科研、临
床30多年，致力于经络穴诊断研究，结合临床探索经络穴位诊断方法，取得丰硕的科研成果。
他博览古今中医文献，吸取当代医家的经验，结合本人的临床经验，编著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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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1*表是一个骨加上边一个羽下边一个诊去掉言字旁。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实用经络穴位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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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