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省人力的方法一一患者自己按压激发法
。

从而可以推广应用
。

2
、

经气传 导出现 率

达93
.

3 %
,

从而表明
:

¹
、

隐性感传是可

以转化为显性感传的
。

º
、

针 刺手法是促

进其转化的重要的外界条件»
、

证明显性

感传的普遍性
。

3 以皮 肤温度为指标
,

表

明激发合谷前后
,

病所 ( 面 ) 温度升高

p ( 0
.

0 01 ,

病所对侧温变亦 升高 p 咬0
.

01 ,

招经温度下降” < 0
.

05 ,

体温 无明显变

化
。

从而表明
:

¹
、

气至病所的客观性
,

以及其温度变化是循经性的
。

2
、

表明治

疗面部 疾患取用左右 合谷穴均有治疗意

义
。

4
、

运用本法治疗面肌痉孪99 例与针

mlJ
、

中药
、

西药治疗相比 ( 本法取得近期

疗效 82
.

8 % ,

远期复发率为 6
.

3%对照组

43例
,

近期疗效23
.

2% ,

远期复发不为

8 1
.

4 % ) ,

木法明 显低于对照组
。

5
、

指

出影响经气传 导的因素是
:

¹
、

个体差异

性是 内因
。

º
、

机 狱压迫
、

术者技术
、

针

刺深度是外因
。

6
、

于旨出病所效应主要与

植物神经有关
,

为 今后研究经络与神经关

系
,

提供了客观的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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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中医学院针炙系举办全国针灸函授班

天津中医学院针灸系为全国最早设置针灸专业的单位之一
。

为振兴针灸事业
、

普及

针灸知识
、

提高针灸临床工作者的技术水平
,

开办了为期一年的全国针灸函授班
,

招生

工作已于 日前 结束
。

报名参加针灸函授学 习的学员数已逾40 0 0人
,

遍布除台湾省外的全国二十九个省
、

布
、

自治区
。

学员的年龄
、

卫技水平
、

职业虽参差不齐
,

但基层医疗卫生技术人员古绝

大多数
,

尚包括为数不多的初通医道的工人
、

农民
、

千部
、

解放军战士及大
、

中学生
。

其中有年近古稀的老中医
,

也有年仅十六
、 一

七岁的在 校学生和待业青年
。

一些身居国外

哟爱国侨胞也积极要求参加针灸函授班学 习
。

在此期间
,

针灸函授班收到各地学员的来信80 。余封
,

很多学员写来了热情洋溢的

鼓励信和决心书
,

并提 出了不少办学建议和意见
。

针灸系的同志们定心与全体学员一

道
,

认真办好针灸函授教育
,

为振兴针灸事业造福人类社会而努力奋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