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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针灸作为中医学之瑰宝,针刺行针手法更是其中精髓,影响针刺临床疗效的关键要素即为针刺手法。

从上世纪以来国内外学者就开始运用现代化科技技术对针刺手法量化进行了不断深入的探究,作者对针刺手法

的采集、手法参数数据的挖掘、针刺手法量化器材的研制、针刺手法仿真以及实际应用的研究进行初步的归纳

与总结,并且提出了目前研究所存在的问题和今后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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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刺手法是通过刺法刺激人体的腧穴,以起到疏

通经络、沟通脏腑、调节气血阴阳的作用,针刺手法是

直接影响针刺疗效的关键因素。中医学针刺手法通常

是以口述、示范传授的方式家传或师传,或是文字记录

著书的方式传承至今。致使诸多针灸大家的针刺手法

不同程度的遗失,这也对我们中医学文化承继造成了

很大的影响。随着现代化的推进,完整、详细、科学的

传承针刺手法已经成为针灸学科的热点领域。近年来

开展的针灸手法参数量化分析的学者日益增加,将传

统医学与现代技术相结合,促进针刺手法量学发展,能

够准确记录、分析针灸大家的针刺手法,让更多医学生

能更精准和科学地学习、传承名医针刺操作,能很大程

度提高临床治疗效果,并将中医学推向世界。 

 

1  针刺手法量学的由来 

针刺手法的量化早在古典医籍时期就开始形成了

模糊的初步概念,在《黄帝内经》中就有对针刺补泻手

法的论述,如“泻必用员,且而转之……补必用方……

微旋而徐推之”这也体现出针刺手法从古时就得到众

医家的重视,并且有原文提到“刺之害中而不去,则精

泄;害中而去,则致气;精泄则病益甚而恇,致气则生为

痈疡”,其表明针刺疗效与针刺刺激量有着密不可分之

联系。后明代针灸名家杨继洲在《针灸大成》中提出

“刺有大小、刺有深浅”,他根据不同患者、不同疾病

在针刺操作时有针对性地改变针刺量的轻重、针刺深

浅的程度,初步形成了对针刺补泻手法定量化这一概

念,这也对后世医学工作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90 年

代,有学者提出针刺手法的科研研究与实际临床应用

之间存在了很多不通之处,他认为针刺手法对临床治

疗效果产生的影响比较有限[1]。后又有学者[2]提出要严

格把控好针刺刺激量是临床起效的关键,针刺手法的

精良程度直接关系到针刺治疗效果。至此还没有明确

有哪些具体因素会对针刺手法产生影响。 

石学敏院士打破僵局,在研究古籍并且结合现代

医学的基础上,首次提出一个既形象直观,又具体精确

的概念“针刺手法量学”。石院士给出了极具科学性的

定义,总结出四大要素[3],针刺作用力方向、作用力大

小、针刺施术时间、两次针刺间隔时间,使针刺更规范

稳定。石学敏团队在长期的临床真实案例中也证实了

四大要素对针刺效果产生的影响是真实有效、客观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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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之后也有学者[4]对这四大要素进行了验证补充,

进一步证实量化针刺手法、结合四要素操作可以很好

地提高临床疗效。石学敏院士后期提出对针刺手法量

学的发展要结合现代科学技术,利用现代科技对针刺

手法量化进行更科学、更准确、更直观的界定。后代

各医家将生物学、物理学、工程学、计算机学等学科

与针刺手法量化相结合,进行了诸多研究。 

 

2  针刺手法量化的研究及发展 

传统的针刺手法主要师承口述、古籍记载的方式

用文字进行传达。虽然中国语言博大精深,对于各种针

刺手法的描述也是跃然纸上,但是还存在着诸多问题。

第一,文字的描述只能局限于肉眼可见的大体手法变

化;第二,阅读者对文字描述的理解千差万别会导致针

刺手法存在各种形式的差别;第三,没有清晰完整的规

律标准能让操作者进行精准练习。所以,当针刺后施加

手法的过程如何科学的表达出来,如何识别针刺手法

各个参数是急需解决的问题。 

2.1  通过仪器间接采集针刺手法力学参数 

    针刺手法测定仪主要是通过采集操作者在仪器上

的针刺过程中毫针所传递出的力学变化,将其转化成

不同的参数,来进行针刺手法的科学表达。张会等[5]

将物理学结合于针刺手法操作过程中,将针刺入人体

时的受力情况进行分析,根据物理学知识研发出手法

测定仪。仪器上的传感器能够检测出针刺手法操作时

捻转、提插、摆动的物理量变。刘里远等[6]观察到针

刺施加手法过程中手指用力的变化,故开发出能够记

录针刺操作时力学变化的装置,当运用提插、捻转手法

时可以记录出毫针的频率、速度以及强度。并在初步

试验中得出,操作者针刺频率差异、补法泻法的相反曲

线、持续刺激时的曲线波动。杨华元等[7]制作出针刺

手法参数测定仪,通过此仪器可以将针刺手法提插、捻

转、摇摆的手法动作转换成电信号,与此同时测定仪将

其记录保存,所得到的电信号参数能够客观提供针刺

操作时力学变化情况。以此为基础该团队又对针刺手

法的受力分析进行进一步研究[8],通过物理学知识从

针刺手法操作时的受力分析中找出其中物理量的变化

特点以及规律,进而研制出计算机针刺手法模拟系

统[9]。而后刘堂义等[10]开发了“ATP-I 型针刺手法参数

测定仪”,该仪器能够采集针刺手法操作时的多种参

数。此仪器上设有配套的操作软件,进过模-数转换形

成的数字信号进行分析,仪器所能采集到的参数包括

频率、峰值、位移、离散度等,分析后的数值可以直接

保存在计算机内以供调用。针对这些参数的处理,该团

队又研制出与其配套的“针刺手法参数分析”系统[11],

对所得参数的数据进行分析,并给出相应的参数曲线。 

2.2  通过人体腧穴直接采集针刺手法力学参数 

针刺是要在人体上进行操作以达到治疗疾病的效

果,所以又有学者研制了传感测定仪器,此仪器是可以

直接连接到毫针上,采集毫针刺入人体肌肉时力学变

化过程,将这一物理力学过程转换为信号数据作为针

刺手法的各个参数进行表达。丁光宏等[12]所研发的针

体传感器能够将拉压力和扭转力矩微型传感器安装在

临床针灸针的针体上,操作者将针刺入腧穴后在针体

末端施加手法,此时的作用力被传感器检测到之后信

号传至计算机,再通过专门的软件进行分析处理。并用

此针体传感器进行了临床实验,研究表明,传感针所得

到的受力大小以及波形变化可以作为针刺手法量化的

有效参数。李庆华等[13]针刺时手指所发生的力学变化

相对较小,所以他们采用微小力传感技术以及生物力

学原理,研制出了一套可以监测针刺行针时力学扭矩

变化的传感针,传感针所接收到的信号传入相应的计

算机软件,能科学客观地显示出针刺操作时的各个物

理参数。后应用此传感针做了足三里穴针刺手法的临

床试验,分析结果显示出传感针在针刺过程中能敏感

地检测出行针手法的波形,证实它可以为针刺手法量

化提供科学依据以及具有重要意义。 

2.3  通过运动视频量化针刺手法 

在针刺手法仪器研制之初,大家都把焦点集中于

毫针下力学变化的采集分析上,后有学者提出针刺手

法是在腕部、手部整体运动下完成的,单纯研究毫针力

学变化还不足以诠释针刺量化的全部内容,随着数字

化时代的发展,能够观察腕手整体变化的运动视频进

入量化研究范畴,它可以根据标注的运动点,对针刺整

体运动过程进行解析量化探究。李靖等[14]在研究运动

中使用了动作捕捉系统,对比针灸专家以及初学者在

仿真皮肤上操作平补平泻手法时针刺的幅度、频率,

采集的参数包括 X、Y、Z 各轴向的精准的捻转力、操

作时长等,定量的分析操作针刺手法过程中的行为特

征,结果说明在实际操作中量化捻转频率的离散度以

及捻转前的操作时间这两点十分重要。唐文超等[15]以

运动视频的形式记录平补平泻手法的操作过程,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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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Simi Motion 3D 系统对所得到的运动视频进行运

动图像解析,分析针刺时 4 个事先标记的跟踪位点所

形成的运动参数。这种形式能够较为客观细致地记录

针刺时手指、关节的运动特点,对于针刺手法量化的研

究具有参考价值。之后该团队又进行了进一步研究[16],

应用自组织特征映射神经网络分析由上述 3D 系统所

捕捉到的运动图像并导出采集教师的提插手法的各项

参数,从而分析研究手法分类及其特征。分析显示教师

针刺手法参数为离散度较大的非正态分布曲线,呈现

出多样性特征,即“人为控制曲线”,根据个人操作的

针刺手法难易程度曲线发生变化。根据曲线可以对补

法、泻法进行分类,此研究将补法分为 4类、泻法分为

5 类。通过实验研究说明,运动视频可以用作针刺手法

量化的研究,对传承专家手法、针灸操作标准化等均具

有参考意义。 

2.4  通过多学科技术量化针刺手法 

针刺手法量化的研究经过多年的实践探索,众学

者从针刺量化不同切入点,结合各个不同学科,从多角

度对针刺手法量化给出了不同的见解。LANGEVIN H M

等[17]在研究中采用了一种新型的超声技术,对针刺手

法的定量化进行了研究。观察到在计算机控制下的针

灸针旋转、上提、下按时的运动过程,能够绘制以及定

量分析操作时的组织位移情况。发现旋转量的增加对

提针、按针时的组织移位具有显著的线性影响。郭彦[18]

首先设计了测量手法的传感器以及高速采集系统,再

通过串口将数据导入计算机进行显示、储存,在软件

MATLAB 中对得到信号波形进行时域、频域的分析,最

后对手法进行判别。他们的研究选择较为容易的针刺

手法(提插法、捻转法)进行研究,只能对基础的提插

力、捻转力进行分析且只考虑到了均匀提插以及捻转,

之后还需要对其他手法以及手法的不同操作形式的采

集再做进一步改进。裴昕等[19]由于针刺会引发神经系

统放电从而以产生的电信号来传递信息,动物实验利

用可视图方法,对针刺动物产生的电信号进行网络建

模,观察到在不同的针刺频率下产生的各种放电模式,

然后对这些不同的放电模式进行量化,提供了对针刺

手法进行量化的另外一种新思路。 

2.5  针刺手法结合计算针灸学 

针灸发展至今,传统的针灸学主要由几千年的临

床实践以及传承的古籍理论支撑。80 年代“实验针灸

学”[20]这一新概念学科被推上针灸的历史舞台,主要通

过科学实验对针灸发挥作用的原理进行深入探究,随

着时代的发展、信息时代的到来,“计算针灸学”应运

而生[21],它是根据信息时代下的数据体系与传统针灸

学精密联合,用于针灸学目前为止没能解决的各个问

题,这门新兴科学将针灸学与多种现代学科交织于一

体,为针灸学的发展开辟出崭新的研究方式。计算针灸

学是根据传统针灸学所提供的理论基础,以及实验针

灸学所提供的实验数据,对所得信息进行数字化建模,

根据对所得数据统计分析探究针灸发挥效应的原理及

机制,最后计算出最有利方案并预判未来发展方向。计

算针灸学的出现更进一步证实针刺手法量化的时代进

展情况,一直以来各医家致力于针刺手法的研究与计

算针灸学的主体内容高度切合,针刺手法量化就是将

针刺过程数字化、信息化、标准化,能从严谨科学的角

度将针刺手法进行量化分析。郭义教授团队联合杨华

元教授团队、王江教授团队,通过 ATP-Ⅱ针刺手法测

定仪对针刺手法进行采集,将其得到的特征参数建立

数据库,将针刺手法参数特征构建数学模型用数学语

言科学表达;发掘出针刺手法基于神经电信息的一部

分作用规律;并发现不同的针刺手法所产生的神经电

信息存在不同,这也属于针刺手法不同导致针刺效应

存在差别的一种发生机制[22]。这种结合数学、神经电

生理的研究客观科学地为针刺手法量化提供了有力依

据,将计算针灸学完美引入到针刺手法量学当中。 

2.6  针刺手法标准化 

中医针灸标准化在 20 世纪的开始发展,国家对此

也愈发重视,将中医药标准化提升至国家战略水平[23],

自此针灸标准化进程在国内外得到很大的支持,国内

目前对针灸标准化方案相对完善,对针灸基本部分的

基础、技术、器具、管理都给出了明确标准,并对针灸

标准的推行也有其相关的管理、运行、实施监督、推

广、服务保障体系[24]。临床针刺治疗过程中虽然存在

着很多个体化的方式方法,但是大体的针刺过程万变

不离其宗。根据观察大量临床操作时的整体流程,将其

中共通的操作流程做标准化要求,制定出标准方案也

是针刺手法量化的一种思路。李靖等[25]编制出《针刺

基本手法操作行为量表》,经过德尔菲法检验效度后,

对该量表进行了实验,用此量表评估医师、学生的计算

评判间信度,并且比较针刺手法操作过程给出评分。结

果显示可以用此量表对针刺手法操作过程进行评估,

此量表的出现,细化了操作手法特征,实现了对操作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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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量化、规范化。国际上对针灸学科给予十分的肯

定,并将其正式归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26],但针

灸国际标准化水平还存在诸多问题,比如国际标准覆

盖面较小、多系统之间的标准重叠、标准化人才的缺

失等[27]。因此目前我们要继续发展并完善中医针灸标

准化,解决国内外尚存的问题。 

 

3  针刺手法仿真 

现代医家对针刺手法量化的研究一直在不断突破,

定量、客观地描述和记录手法,运用现有的科学技术手

段所得到的参数,是为了能够仿真复刻出历代医家各

具特点且临床效果极佳的针刺手法,将科技成果运用

于现实、服务于现实才是科研的最终目标。 

3.1  针刺手法参数输出的仿真模拟 

将针刺手法量化所得到的数据信息带入实际操作

时,虽然操作者可以通过反复练习达到一定的稳定操

作水平,但这其中的过程是漫长的,因此制造出精准的

仿真机械是可以代替一部分的实践操作,用来满足精

准的针刺手法输出的需求。胡银娥等[28]认为能够记录、

量化、分析手法还是不够,还要将所得到的科学化、数

字化的针刺手法仿真出来,研制出“ZSF-I 型针刺补泻

手法仿真系统”,它可以确保针刺手法各参数定量、规

律的输出,ZSF-I 具有小、中、大 3 个不同刺激量,它

可以确保实验精确地可重复性。但是它的不足表现在

不能还原采集到的专家手法参数,不能对专家手法进

行仿真。该团队也对仿真系统提出了构想[29]用来解决

专家手法仿真这一问题。周红生等[30]提出可以应用二

维圆形超声相控阵来模拟传统针刺手法,这样在理论

上可以解决目前传统针刺时,人为操作中仍无法精确

量化的问题,这种模拟传统针刺方法的“超声针刺”从

另外一种维度来实现针刺手法量化的课题。 

3.2  针刺手法的量化输入与仿真输出 

仿真仪器的发展过程中又出现了新的挑战,如何

能将量化仪器所得参数直接用仿真机械模拟出来,能

让收集到专家、国医大师的手法完美重现。众学者又

进行了进一步的开发研究,马明宇等[31-32],对智能量化

机器人进行了设计开发,研制出既能对针刺手法进行

量化,又能检测针刺效应的智能化机器人系统。通过构

建多传感系统、人机交互软件、数字信号控制系统来

获取针刺手法操作时的特征参数,再将获得的参数控

制机器手进行模拟仿真针刺操作。这一智能机器人系

统不仅能对针刺手法量化、检测所得到的参数进行输

入,还能将采集到的特征参数进行模拟仿真输出,这种

智能机器系统是未来世界的发展趋势,对各门学科的

发展都有着重要意义。杨华元[33]设计运用 ZigBee 无线

传感技术研制出更科学、效率更高的针刺手法采集系

统,并将所获得的手法参数数据信息无线传输至仿真

机械手,经过接收器转输出使机械手完成针刺手法的

仿真。此装置集针刺量化、仿真于一体,新型装置的完

成能够解决针刺研究的诸多问题。 

 

4  针刺手法的教学与科研应用 

针刺手法记录分析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将这些手

法精确地教授给一代又一代的中医人,让我们针灸学

科得到更好地传承与发扬,能够让针灸这一历经几千

年文化沉淀的中华瑰宝逐步走向国际标准化的进程。

所以将针刺手法复刻仿真用于科研实验,将采集到的

针刺手法参数标准用于教育教学也是针刺手法量化发

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4.1  针刺手法实训系统 

    现代针灸教学多数还是以传统的书本教学为主要

方式,也有高校开展了实训操作,但大多还是以硅胶假

体作为载体,让学生感受针刺手感,这种方式实际操作

感受不强,教学效果有限。在针刺科研实验当中,主要

以同一实验人员完成针刺操作,但这种方式还是避免

不了手法操作存在误差。所以在针刺手法开展现代化、

数据化、标准化的今天,针刺手法实训系统陆续面世。

顾星[34]研制出了一种能够用于教学的针刺手法测定仪,

告别以往口述式教学,让学生通过传感系统感受到提

插、捻转手法操作时力度、深度的运针过程,并能直观

地观察到操作过程中的针刺手法波形变化。杨华元

等[35]对针刺手法参数测定仪做了进一步开发研究,使

所采集到的针刺手法具有可比性、可重复性,还可以对

针刺手法进行整理评估,不仅克服了传统针刺教学的

口头描述,为针刺教学提供科学性依据,并且能够量化

手法参数用于科研研究。为了更进一步明确各个参数

的分析方法,胡银娥等[36-37]根据针刺手法参数测定仪

所得出的参数特征,开发了以适用的聚类分析方法为

核心的信息软件,对手法参数之间的规律、关联进行更

加有效的分析。杨霖等[38]采用 WEKA 软件对 6 种参数进

行数据挖掘与分析,分析结果说明对针刺手法参数进

行数据挖掘以及分析对于针刺手法量化有重要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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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牛溪野[39]通过前期对针刺过程进行量化分析,

对毫针刺入机体时的力学变化也进行了深入研究,根

据所得力学信息选择适用的传动装置,对各部分元器

件进行了多次分析并建立三维模型,然后结合物理学、

生物学、虚拟现实构建控制系统,设计出了一套能让操

作练习者感受到力感变化的针灸仿真训练装置。张奥

等[40]基于光学动作捕捉系统设计出一种新型针刺手法

实训考核仪器,将光学捕捉系统采集到的各个参数(包

括“押手动作”作为其中参数)做真实全面的记录,并

做出智能化分析。此仪器不仅能记录专家针刺手法,

对各个参数进行量化分析,能将专家手法转化成数字

化参数提供时训教学、操作考核、科研实验等多种功

能。杨旭明等[41]建立了面部腧穴的定位系统,通过获取

多名专家针刺面部腧穴的精确位置,将人面部图片上

传至系统后即可识别并标注出专家最优的面部各腧穴

坐标位置,这一系统可以让操作者更直观具体地学习

面部腧穴定位、针灸处方、模拟专家精准针刺定位。 

4.2  针刺手法虚拟现实系统 

针灸学与计算机技术进行高度结合,计算机技术

可以使传统中医针灸的操作过程更科学真实。运用虚

拟现实技术,让针刺操作不仅仅局限于文字描述之中,

使整个针刺过程更立体多维地展示出来。LEUNG K M

等[42]观察到针灸专业学生在学习、练习针刺过程中为

求真实只能在人体上进行操作,他们开发了“中国针灸

触觉式手法模拟仪”,3D 立体的显示在针刺操作时提

供逼真的触觉反馈。这套系统可以三维立体的感受到

针刺过程为针刺教学提供了便利,但这套系统并不能

满足记录针刺手法、给出各个参数等要求。姜雨晨等[43]

研究针刺手法仿真系统,在虚拟人体上实现针刺手法

的 VR 再现,提供的虚拟现实环境是以数字化技术为核

心,建立能体现出针刺过程力度、针刺位移以及针刺速

度的传感器,并搭建反馈系统,使操作者能真实感受到

计算机中采集到的专家针刺手法,在此系统的人机互

动操作平台进行实际操作时,能够给操作者反馈到接

近于真实针灸的反馈力,并且在计算机中选择针刺不

同组织部位时能感受到不同的力感变化。在操作者进

行实际训练时,计算机显示的身体组织图像、虚拟针反

馈的真实且灵敏的触感,对针刺手法实现了 VR 再现,

在仿真的同时满足了教学需求,使得操作者在虚拟现

实的体验中感受专家手法针刺全程,并在感受中不断

学习专家针刺手法。姬宇程等[44]认为蒙医针刺手法相

对于传统中医的手法相对简单,学者们对上肢不同腧

穴进行在虚拟环境下的建模,为了从多维度观察蒙医

操作手法。然后运用传感设备在虚拟现实的条件下将

力学数据传递给操作者,使操作者具有模拟现实的感

觉从而学习针刺手法。 

 

5  问题与展望 

综上所述,针刺手法量化从上个世纪 90 年代就开

始了不断深入的研究探索,不仅对针刺手法量化这一

问题进行剖析钻研,对其衍生出的手法仿真以及实际

应用也做出了思考与探索。现有仪器所采集到毫针的

参数、曲线等实验数据通过分析研究可以得出针刺过

程中指下施加的物理刺激量,物理刺激量的差异成为

不同针刺手法对疾病能产生各异的治疗效应这一理论

的有力证据。计算针灸学引入针刺手法量学后,可以用

数学语言科学表达针刺手法特征,将信息时代下的数

据体系与传统针灸学精密联合,使得针刺手法量化更

加数字化、信息化、标准化。目前针刺手法量化已经

达到了一定的现代化水平,针刺手法仿真输出系统以

及科研、教学应用的部分成果也得以实现,但仍然存在

以下问题,首先,不难发现各个医学工作者从采集方

式、参数标准、分析方法等均没有统一标准,这也使得

整体研究进程呈现多样化、参差化,导致现在还是没有

能够大规模推行实施的针刺手法量化方案,因此笔者

认为应该将现有各个研究的优势综合统一,并总结出

一套可实施的、可重复的标准化量化实验方案,这样才

能使各个团队之间互相参考,共同进步,整体推动针刺

手法量化的研究进展;其次,到目前为止还是没有能够

全面且准确计算出针刺手法刺激量的仪器。归根结底,

量化针刺手法是为了能在针刺实际临床应用中提高治

疗效果。中医传承至今,有一独特优势仍是西医所无法

企及的,那就是“辨证论治”,其在针刺治疗过程中不

仅从选穴能够体现出来,还可以从手下、指尖的行针手

法上加以变化从而达到不同的治疗效果,针刺治疗中

“量”与“效”的研究是热点也是难题[45],所以研制出

能够准确量化针刺手法的仪器将是针刺手法量化的关

键问题,只有完成了对“量”的透彻分析,才能继续攻

克针刺量与效之间的难题。未来医者们还是要研究一

套具有规范性、可重复性、科学性的标准化量化方案,

并且结合物理学、计算机学、生物学等现代科学研发

出毫针施加手法过程中外力所施加在腧穴内部的三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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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不仅能检测针刺深度、针刺角度、捻转频数,还

可以测量出腧穴内所产生的能量强度(如行针过程中

所产生的热能)的精密仪器来继续针刺手法量化的科

学研究;其衍生出的手法仿真系统能够精准复刻出各

具特点且临床效果极佳的针刺手法的各项参数;在科

研教学的实际应用中也要从虚拟现实角度出发,使体

验人员能在虚拟环境中感受、体验并学习到效果最优

的针刺手法精髓,以此来充实针灸现代化理论、揭示针

灸起效机理、阐明针灸的量效关系,全面推动针灸从临

床经验医学向客观、精准、科学的现代化中医学发展。 

    在现在这个多学科齐齐绽放的时代,世界给予中

医展示的机会越来越多,国家也从各个方面全力推动

中医药发展,针灸是中医学范畴中最得到世界各国认

可的学科,所以充实针灸传统理论、完善针灸操作流

程、规范针灸处方运用、推动针刺手法量化、精进针

刺量化仿真机械、应用科技化针刺教学科研方法均是

针灸学科逐步国际化的重要条件,是推动针灸发展的

关键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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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针灸杂志》网站简介 

 

《上海针灸杂志》在谨守办刊宗旨,继承优良传统

的基础上,不断开拓创新,建成并开通杂志网站。目前

网站已顺利运行,内容包括杂志介绍、历史回顾、作者

投稿须知、稿件体例说明、专家审稿说明、期刊订阅、

广告刊登须知、动态信息和会议安排等,为各位作者、

专家和广大读者提供及时有效的信息。 

同时,欢迎各位读者、作者将宝贵的意见建议通过

网站留言功能反馈给我们,从而建立起互相沟通的桥

梁,共同创建《上海针灸杂志》更好的明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