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针灸学：经络学说与针灸技巧概述
  

 



经络学说的基本原理及重
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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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古时期：人们在劳动、生活过程中逐渐认识到人体某些部位的刺激可以引起身体其他部
位的感应
• 殷商时期：针灸治疗已经萌芽，如《甲骨文》中有关于针灸治疗疾病的记载
• 春秋战国时期：经络学说逐步形成，如《黄帝内经》等古籍对经络、穴位等进行了详细的
描述

起源

• 汉代：针灸治疗技术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如《伤寒杂病论》中记载了多种针灸治疗方
法
• 隋唐时期：针灸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如《针灸甲乙经》等针灸学专著的编纂
• 明清时期：针灸学进一步发展，如《针灸大成》等针灸学专著的编纂

发展历程

经络学说的起源与发展历程



经络系统的组成
• 经脉：包括十二正经、奇经八脉等，是经络系统的主干
• 络脉：包括十五别络、孙络等，是经络系统的分支
• 经筋：包括十二正经所循行的肌肉和韧带
• 皮部：是经络系统在体表的投影区域

经络系统的功能
• 沟通联络：联系全身各部位，使之成为一个有机整体
• 通行气血：输送营养物质和氧气，同时排除代谢产物
• 调节机体：对外界刺激产生应答反应，调节脏腑功能

经络系统的组成及其功能



指导针灸定位：
通过经络系统，
可以准确找到
穴位，实现精
确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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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针灸治疗
原则：根据经
络系统，可以
确定治疗原则
和治疗方法，
如调理阴阳、
疏通经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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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疾病发展
趋势：通过观
察经络系统的
变化，可以预
测疾病的演变
和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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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络学说在针灸治疗中的作用



针灸技巧的基本概念及应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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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原理
• 调经通络：通过刺激穴位，调和气血，
疏通经络
• 调和阴阳：通过对阴阳失衡的经络进行
调节，达到阴阳平衡
• 扶正祛邪：通过提升机体抵抗力，驱除
病邪，恢复健康

治疗方法
• 体针：通过在体表的穴位进行刺激，达
到治疗目的
• 电针：通过电刺激穴位，提高治疗效果
• 灸法：通过温热刺激穴位，达到治疗目
的

针灸的基本原理与治疗方法



• 消毒：保证操作部位清洁，防止感染
• 进针：使用适当的姿势和方法，将针刺入穴位
• 行针：在针刺后，根据病情需要进行捻转、提插等操作
• 留针：根据病情需要，将针刺入穴位一段时间
• 出针：在治疗结束后，将针刺出穴位

操作步骤

• 禁忌症：对于某些疾病或体质，针灸可能不适用或产生不良影响
• 操作规范：遵循针灸操作规程，确保治疗安全有效
• 个体差异：根据患者体质和病情，选择合适的针灸方法

注意事项

针灸技巧的操作步骤与注意事项



适应症
• 疼痛性疾病：如头痛、颈肩腰腿痛等
• 内科疾病：如失眠、便秘等
• 妇科疾病：如月经不规律、痛经等
• 其他疾病：如面瘫、神经性耳鸣等

禁忌症
• 严重心脏病：针刺可能加重病情，甚至导致心脏骤停
• 出血倾向：凝血功能障碍，针刺可能导致出血不止
• 局部皮肤感染：针刺可能导致感染扩散
• 孕妇：怀孕期间应避免针灸，特别是腹部、腰骶部等穴位

针灸技巧的适应症与禁忌症



经络穴位的选择与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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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 经穴：指经脉上的穴位
• 络穴：指络脉上的穴位
• 经外奇穴：指不在经脉上的特殊穴位
• 阿是穴：指按压时疼痛明显的穴位

命名规律
• 部位命名：根据穴位所在的部位命名，如“手阳明大肠经”
• 功能命名：根据穴位的功能命名，如“足太阳膀胱经”
• 形态命名：根据穴位的形态命名，如“鱼腰穴”
• 取穴方法命名：根据取穴方法的难易程度命名，如“透天凉”

经络穴位的分类与命名规律



• 手太阴肺经：如尺泽、列缺、太渊等
• 手阳明大肠经：如合谷、手三里、曲池等
• 足阳明胃经：如足三里、梁门、天枢等
• 足太阴脾经：如三阴交、阴陵泉、太白等

常用经络穴位

• 骨度分寸法：以体表标志为基准，测量距离确定穴位
• 手指比量法：以手指的长度和形状为基准，确定穴位
• 体表标志法：以体表的明显标志为基准，确定穴位

定位方法

常用经络穴位的选择与定位方法



选穴原则

• 局部选穴：选择疾病所在部位的穴位
• 远端选穴：选择距离病变部位较远的
穴位
• 辨证选穴：根据疾病的病因、病机，
选择相应的穴位

配穴方法

• 同名经配穴：选择同一条经脉上的穴
位进行配伍
• 表里经配穴：选择互为表里的两条经
脉上的穴位进行配伍
• 上下配穴：选择人体上、下部位的穴
位进行配伍

经络穴位在针灸治疗中的应用



针灸治疗的原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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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原则

• 整体观念：考虑患者的整体状况，制
定最佳治疗方案
• 辨证论治：根据疾病的病因、病机，
选择相应的穴位和方法
• 个体化治疗：根据患者的体质、年龄、
性别等因素，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

方法选择

• 治疗法则：如调理阴阳、疏通经络、
扶正祛邪等
• 针灸方法：如体针、电针、灸法、拔
罐等
• 综合治疗：结合多种针灸方法和辅助
治疗手段，提高治疗效果

针灸治疗的基本原则与方法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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