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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实用针灸学》

内容概要

《中国传统实用针灸学》内容简介：中国传统针灸学是以经络学说为理论基础。经络是不能以解剖观
点来解释的。然而近代有些学者，试图以神经系统理论来取代经络学说，而且已形成一派。我是搞中
医编辑工作的，作为编辑，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不能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要尊重各家在学术上的独
特见解。但编辑毕竟有自己的观点。
我是一直从事研究中医传统针灸的，对经络学说做了大量的临床验证工作，并信而有征。所以，我是
属于传统针灸学派，亦即写此书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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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经络总论　　第一节 对经络应有的认识　　初学中医者，或西医学习中医者，一般对中
医的经络学说都打着几个问号：　　1.经络是否存在？　　2.经络系统是否可用西医的神经、循环等系
统代替？　　3.只学中医的处方用药而不学针灸，是否也需要弄通经络？　　以上第一个问题不解决
，则对经络学说持怀疑态度，学不进去；第二个问题不解决，则会在学习过程中思想混乱；第三个问
题不解决，则会忽视对经络学的学习。　　我不赞成“卖瓜的不说瓜苦”，而主张实事求是。　　1.
经络确实存在，而非虚构。经络的存在，虽然不能用解剖的观点来加以解释，但是，中外医者，已用
生物电原理证明了经络确实存在；用大量的临床实践中，也能证明经络确实存在。例如：　　（1）
根据生物电原理可测知经络的循行路线。人体非经络部位与经络路线上的电阻不同，经络路线上的电
阻与穴位上的电阻也不同，无病理反应的穴位和有病理反应的穴位的电阻又有所不同。笔者在临床上
曾作过多次试验，例如，用不同电阻的探测器，可以探测出小儿麻痹病在何“经”。如足内翻的小儿
，说明其病在阳经，而阳经有三条，是同时受病呢，还是其中的一条或两条受病？用探测器探出病理
反应点后，将各点连成线，与经络路线完全吻合，说明经络确实存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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