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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中医药大学 2023 年专升本招生 

《针灸学》考试大纲 

 

一、总纲 

安徽省普通高职（专科）层次升入本科教育招生考试（以下简

称专升本考试），是安徽省应届全日制普通高职(专科)毕业生和安徽

省高校毕业的具有普通高职（专科）学历的退役士兵参加的选拔性考

试。安徽中医药大学根据报考考生成绩，按照招生章程和计划，择优

录取。考试具有较高的信度、效度，必要的区分度和适当的难度。 

《安徽中医药大学专升本考试大纲》（以下简称《考试大纲》）

是专升本考试命题的规范性文件和标准，是考试评价、复习备考的依

据。《考试大纲》明确了专升本考试的性质和功能，规定了考试内容

与形式，对实施专升本考试内容改革、规范专升本考试命题有重要意

义。《考试大纲》基于考查考生基本知识掌握、关键能力培养、学科

专业素养及《针灸推拿学专升本专业课程标准》制定。 

专升本考试的开展是为了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

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精神，贯通高职（专科）院校和本科院校的衔

接培养，进一步完善我省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进一步优化我省高等

教育结构，进一步深化我省高等教育改革，为我省经济社会发展和产

业转型升级提供有力的人才和智力支撑。 

专升本考试主要考查学生对学科基本理论基本知识的掌握情况，

同时也要考查学生灵活利用所学知识独立思考、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的实践能力，并能促进学生形成正确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考查

维度方面，要兼顾基础性、综合性、应用性和创新性等多原则。 

考试大纲的解释权归安徽中医药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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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学科考查内容纲要 

（一）考核目标与要求 

1 学科课程标准 

安徽中医药大学针灸推拿学专业本科《针灸学》课程标准。 

2 教材版本 

梁繁荣，王华主编，《针灸学》，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21 年，

第五版。 

3 知识目标 

3.1 掌握针灸学的基本理论、基本概念。 

3.2 掌握十二经脉、奇经八脉的循行及常用腧穴，毫针、艾灸等

针灸技术的基本知识和操作要求，各科常见疾病的针灸治疗。 

3.3 熟悉经络腧穴的基本理论与基本知识，三棱针、火针、电针、

头针、耳针的基本知识和操作要求。 

3.4 了解常用腧穴的解剖，其他刺灸方法的基本知识和操作要求。 

4 能力目标 

4.1 具备准确对人体经络腧穴进行定位的能力。 

4.2 具有熟练运用常用针灸操作技术的能力。 

4.3 具有正确运用针灸技术和方法对临床常见病进行辨证论治的

能力。 

5 素质目标 

5.1 具有针灸推拿岗位应有的职业道德、良好的职业素质。 

5.2 具有牢固的专业思想、正确的学习目标、良好的学习态度。 

5.3 具有严谨、热情的工作态度，具有高度的救死扶伤的职业意

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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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考试范围与要求 

绪论 

掌握：针灸学发展简史中的重要人物及其代表性论著。 

熟悉：针灸学的定义、针灸疗法的特点。 

了解：针灸学发展简史及对外交流概况。 

 

上篇  经络腧穴 

第一章 经络总论 

掌握：经络的概念、经络系统的组成和十二经脉的命名及表里属络关

系，十二经脉的体表分布、循行走向与交接、气血流注规律。 

熟悉：奇经八脉的分布、功能；经络的生理功能、临床应用。 

了解：经络学说的形成、标本根结、气街四海、十二经别、十二经筋

及十二皮部。 

 

第二章 腧穴总论 

掌握：腧穴的概念、腧穴的主治特点、定位方法及特定穴的基本概念。 

熟悉：腧穴的分类、主治规律；特定穴的分类及其内容。 

了解：腧穴的发展概况、命名。 

 

第三章 经络腧穴各论 

掌握：十四经常用腧穴和常用奇穴的定位、主治。 

熟悉：十四经脉的循行、十四经脉各经的腧穴主治概要；十四经常用

腧穴和常用奇穴的操作要点。 

了解：常用腧穴的解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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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十四经常用腧穴和常用经外奇穴（带*者为常用穴位）。 

手太阴肺经（11 穴）：中府*、云门、天府、侠白、尺泽*、孔

最*、列缺*、经渠、太渊*、鱼际*、少商*。 

手阳明大肠经（20 穴）：商阳、二间、三间*、合谷*、阳溪*、

偏历*、温溜、下廉、上廉、手三里*、曲池*、肘髎、手五里、臂臑*、

肩髃*、巨骨、天鼎、扶突*、口禾髎、迎香*。 

足阳明胃经（45 穴）：承泣*、四白*、巨髎、地仓*、大迎、颊

车*、下关*、头维*、人迎、水突、气舍、缺盆、气户、库房、屋翳、

膺窗、乳中、乳根、不容、承满、梁门*、关门、太乙、滑肉门、天

枢*、外陵、大巨、水道、归来*、气冲、髀关、伏兔*、阴市、梁丘*、

犊鼻、足三里*、上巨虚*、条口、下巨虚*、丰隆*、解溪*、冲阳、

陷谷、内庭*、厉兑*。 

足太阴脾经（21 穴）：隐白*、大都、太白*、公孙*、商丘、三

阴交*、漏谷、地机*、阴陵泉*、血海*、箕门、冲门、府舍、腹结、

大横*、腹哀、食窦、天溪、胸乡、周荣、大包*。 

手少阴心经（9 穴）：极泉*、青灵、少海*、灵道、通里*、阴

郄*、神门*、少府、少冲*。 

手太阳小肠经（19 穴）：少泽*、前谷、后溪*、腕骨*、阳谷、

养老、支正*、小海、肩贞、臑俞、天宗*、秉风、曲垣、肩外俞、肩

中俞、天窗、天容、颧髎*、听宫*。 

足太阳膀胱经（67 穴）：睛明*、攒竹*、眉冲、曲差、五处、

承光、通天、络却、玉枕、天柱*、大杼、风门*、肺俞*、厥阴俞、

心俞*、督俞、膈俞*、肝俞*、胆俞*、脾俞*、胃俞*、三焦俞、肾俞

*、气海俞、大肠俞*、关元俞、小肠俞、膀胱俞*、中膂俞、白环俞、

上髎、次髎*、中髎、下髎、会阳、承扶、殷门、浮郄、委阳*、委中

*、附分、魄户、膏肓*、神堂、譩譆、膈关、魄门、阳纲、意舍、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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仓、肓门、志室*、胞肓、秩边*、合阳、承筋、承山*、飞扬*、跗阳、

昆仑*、仆参、申脉*、金门、京骨、束骨*、足通谷、至阴*。 

足少阴肾经（27 穴）：涌泉*、然谷*、太溪*、大钟*、水泉、

照海*、复溜*、交信、筑宾、阴谷、横骨、大赫、气穴、四海、中注、

肓俞、商曲、石关、阴都、腹通谷、幽门、步廓、神封、灵墟、神藏、

彧中、俞府*。 

手厥阴心包经（9 穴）：天池、天泉、曲泽*、郄门、间使*、内

关*、大陵*、劳宫*、中冲*。 

手少阳三焦经（23 穴）：关冲*、液门、中渚*、阳池*、外关*、

支沟*、会宗、三阳络、四渎、天井、清冷渊、消泺、臑会、肩髎*、

天髎、天牖、翳风*、瘛脉、颅息、角孙、耳门*、耳和髎、丝竹空*。 

足少阳胆经（44 穴）：瞳子髎*、听会*、上关、颔厌、悬颅、

悬厘、曲鬓、率谷、天冲、浮白、头窍阴、完骨、本神、阳白*、头

临泣*、目窗、正营、承灵、脑空、风池*、肩井*、渊腋、辄筋、日

月*、京门、带脉*、五枢、维道、居髎、环跳*、风市*、中渎、膝阳

关、阳陵泉*、阳交、外丘、光明*、阳辅、悬钟*、丘墟*、足临泣*、

地五会、侠溪、足窍阴*。 

足厥阴肝经（14 穴）：大敦*、行间*、太冲*、中封、蠡沟、中

都、膝关、曲泉*、阴包、足五里、阴廉、急脉、章门*、期门*。 

督脉（29 穴）：长强*、腰俞、腰阳关*、命门*、悬枢、脊中、

中枢、筋缩、至阳*、灵台、神道、身柱、陶道、大椎*、哑门*、风

府*、脑户、强间、后顶、百会*、前顶、囟会、上星*、神庭、印堂*、

素髎*、水沟*、兑端、龈交。 

任脉（24 穴）：会阴、曲骨、中极*、关元*、石门、气海*、阴

交、神阙*、水分、下脘*、建里、中脘*、上脘、巨阙、鸠尾、中庭、

膻中*、玉堂、紫宫、华盖、璇玑、天突*、廉泉*、承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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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经外奇穴（总 34 穴） 

头颈部（12 穴）：四神聪*、鱼腰、上明、太阳*、球后*、鼻通、

金津*、玉液*、夹承浆、牵正*、翳明*、安眠*。 

躯干部（6 穴）：三角灸*、提托*、子宫穴*、定喘穴*、夹脊*、

腰眼*。 

四肢部（16 穴）：十宣*、四缝*、中魁、八邪*、落枕穴*、腰

痛点*、中魁、二白*、肘尖、环中、百虫窝、鹤顶*、膝眼*、胆囊*、

阑尾、八风。 

 

中篇 刺灸法 

第四章 刺灸法总论 

掌握：刺灸法宜忌。 

熟悉：刺法、灸法的概念；刺灸法操作的量学要素。 

了解：刺法、灸法的起源和发展概况。 

 

第五章 刺灸法各论 

掌握：毫针的基本操作技术（进针法、针刺的角度、深度及方向）；

行针基本手法、常用补泻手法，得气的概念、表现；艾灸法的种类、

操作要领和适应范围；针刺异常情况的表现、预防和处理。 

熟悉：三棱针、火针、电针的操作方法、适应范围和注意事项；拔罐

法的操作方法及应用。头针、耳针及其临床应用。 

了解：其他刺灸方法的操作及其临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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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篇 治疗 

第六章 针灸治疗总论 

掌握：针灸治疗作用、针灸治疗原则、针灸处方的选穴原则及配穴方

法。 

熟悉：针灸临床诊治特点。 

了解：针灸处方的概念、要素；刺灸方法的选择。 

 

第七章 针灸治疗各论 

掌握：中风、眩晕、面瘫、头痛、咳嗽、哮喘、不寐、胃痛、泄泻、

便秘、呕吐等内科病症，颈痹、肩痹、腰痛、痹证等躯体病症，月经

不调、痛经、崩漏等妇科病症的辨证分型及针灸治则、处方配穴。 

熟悉：面痛、感冒、心悸、腹痛、癃闭、痄腮、痿证、蛇丹、胎位不

正、滞产、乳少、目赤肿痛、耳聋耳鸣、牙痛、咽喉肿痛、鼻渊、晕

厥、虚脱、内脏绞痛等病症的辨证分型及针灸治则、处方配穴。 

了解：其他疾病的针灸治疗；辨证、辨经、辨病在针灸临床的应用。 

 

 

三、补充说明 

2023 年安徽中医药大学普通专升本招生《针灸学》课程考试为

闭卷，笔试，考试时间为 120 分钟，本试卷满分为 150 分。 

试卷结构（题型）：包含选择题（包括多选题）、名词解释、填

空题、判断题、简答题（含病案分析题）等题型中的其中几种。 

题型示例如下： 

示例 1 单选题（在每小题的五个选项中，只能选择一个正确的选项） 

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针灸学专著是 ( A   ) 

A．《针灸甲乙经》   B．《难经》   C． 《灵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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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足臂十一脉灸经》 E．《针灸大成》 

示例 2 填空题 

经络是 经脉 与 络脉 的总称。 

示例 3 名词解释 

经络--经络是经脉和络脉的总称，是人体内运行气血、联络脏腑、

沟通内外、贯穿上下的通路。 

示例 4 简答题（含病案分析题） 

简述经络发现的主要途径。 

答案：1.针灸等刺激后感应传导现象的总结，2.腧穴主治功效的

总结，3.气功“行气”感的反复出现，4.体表病理现象的总结，5.解剖生

理知识的启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