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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主治】①肩臂疼痛，上肢不遂。②瘰疬。③耳鸣。 【操作】直刺1～1.5寸。不宜
向胸侧深刺。 【临床应用】现多用于治疗上肢瘫痪，肩关节周围炎等。 （十）臑俞 【定位】在肩胛
区，腋后纹头直上，肩胛冈下缘凹陷中（见图3—40）。 【局部解剖】浅层布有锁骨上外侧神经。深
层布有肩胛上动、静脉的分支或属支，旋肱后动、静脉的分支或属支。 【主治】①肩臂疼痛、不举。
②瘰疬。 【操作】直刺或斜刺0.5—1.5寸。不宜向胸侧深刺。 【临床应用】现多用于治疗上肢麻痹，
肩周炎，颈淋巴结结核等。 （十一）天宗 【定位】在肩胛区，肩胛冈中点与肩胛骨下角连线的上1／3
与下2／3交点凹陷中（见图3—40）。 【局部解剖】浅层布有第3、4、5胸神经后支的皮支重叠分布及
其伴行的动、静脉。深层布有肩胛上神经的分支和旋肩胛动、静脉的分支或属支。 【主治】①肩胛疼
痛。②气喘。③乳痈。 【操作】直刺或斜刺0.5～1寸。遇到阻力不可强行进针。 【临床应用】现多用
于治疗肩胛部疼痛，肩关节周围炎，慢性支气管炎，乳腺增生等。 （十二）秉风 【定位】在肩胛区
，肩胛冈中点上方冈上窝中（见图3—40）。 【局部解剖】浅层布有第2胸神经后支的皮支和伴行的动
、静脉的分支或属支分布。深层布有肩胛上神经的分支和肩胛上动、静脉的分支或属支。 【主治】①
肩胛疼痛，上肢酸麻。②气喘，咳嗽。 【操作】直刺或斜刺0.5～1寸。宜向锁骨上窝上方刺，不宜向
胸部深刺。 【临床应用】现多用于治疗肩胛上神经痛，上肌腱炎，颈椎病等。 （十三）曲垣 【定位
】在肩胛区，肩胛冈内侧端上缘凹陷中（见图3—40）。 【局部解剖】浅层布有第2、3胸神经后支的
皮支和伴行的动、静脉。深层布有肩胛上神经的肌支和肩胛上动、静脉，肩胛背动、静脉的分支或属
支。 【主治】肩胛背项疼痛。 【操作】直刺或斜刺0.5～1寸。宜向锁骨上窝上方刺，不宜向胸部深刺
。 【临床应用】现多用于治疗肩胛拘挛疼痛，冈上肌腱炎，落枕等。 （十四）肩外俞 【定位】在脊
柱区，第1胸椎棘突下，后正中线旁开3寸（见图3—40）。 【局部解剖】浅层布有第1、2胸神经后支
的皮支和伴行的动、静脉。深层布有颈横动、静脉的分支或属支，肩胛背神经的肌支，副神经。 【主
治】肩背疼痛，颈项强急。 【操作】斜刺0.5～0.8寸。不宜深刺。 【临床应用】现多用于治疗肩胛区
神经痛，痉挛，麻痹；颈椎病，落枕，枕神经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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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自学针灸。自学针灸。自学针灸。
2、不错，是正品呀，我喜欢，因为我是学这个的嘛，里面的内容非常详细
3、很好，很满意！！不错。
4、梁繁荣主编的，感觉内容比我们的指定教材更加充实，内容更加丰富。
5、看了，总体感觉还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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