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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运用数据挖掘技术分析推拿治疗抑郁症的手法、部位、经络及穴位倾向，以期对临床与科研起到

一定指导及启示作用。方法：通过计算机在CNKI、万方数据、VIP检索于2013年2月~2023年2月之间发

表的推拿治疗抑郁症的相关文献，筛选后建立数据库，运用Excel 2021、IBM SPSS Modeler及IBM SPSS 
Statistics对推拿处方进行描述性分析、手法关联规律分析及手法聚类分析。结果：纳入文献共15篇，涉

及手法15种，经脉10条，腧穴38个(背俞穴计1)。其中常用手法有按、揉、推、拿四种；涉及经脉主要

为膀胱经、督脉、胆经，其次为肝经；操作部位主要为背部，其次为头与腹部；穴位选择上以背俞穴为

主，其次为百会，其中背俞穴使用最多的为心俞、肾俞及肝俞；手法关联网络提示，按法、揉法、推法

及拿法关联性强；聚类分析显示手法可分为两大类。结论：推拿疗法治疗抑郁症，以“按揉”为核心操

作，佐以叩击及振动类手法，与经络、腧穴功效协同，起到“行气活血，舒经通络，宁心安神”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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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use data mining technology to analyze the manipulation, parts, meridians and acu-
puncture points of Tuina in the treatment of depression, in order to play a certain enlightenment role 
in clinical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Methods: The relevant literature on Tuina for depression published 
between 2013.2~2023.2 was searched by computer on CNKI, Wanfang Data and VIP, and a database 
was established after screening, and Excel 2021, IBM SPSS Modeler and IBM SPSS Statistics were used 
to descriptively analyze, manipulation association law analysis and manipulation cluster analysis of 
Tuina prescription. Results: A total of 15 articles were included, involving 15 techniques, 10 meri-
dians and 38 acupoints (The total number of back Shu points is counted as one acupoint). Among 
them, there are four common techniques: pressing, kneading, pushing and grasping; The meridians 
involved are mainly bladder meridian, supervision meridian, bile meridian, followed by liver meri-
dian; The Tuina manipulation site is mainly the back, followed by the head and abdomen; In the se-
lection of acupoints, Beishu point is the main point, followed by Baihui, among which the most used 
Beishu points are Xinshu, Shenshu and Ganshu; Manipulative correlation network prompt, pressing, 
kneading, pushing and grasping are closely related; Cluster analysis shows that Tuina techniques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main categories. Conclusion: Tuina therapy for the treatment of depression, with 
“Pressing and Kneading” as the core manipulate, coupled with tapping and vibration techniques, syn-
ergistic with the effects of meridians and acupoints, plays the role of “promoting qi and blood circula-
tion, soothing meridians and unblocking collaterals, calming the heart and calming the m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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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抑郁症(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MDD)，以兴趣减退、认知功能受损和情绪紊乱为主要临床特征，

是全国范围内致残性和自杀率最高的精神性疾病，占全国精神疾病负担最高比例[1]。据统计，抑郁症患

者终生患病率为 3.4% [2]，近年来，我国抑郁症的发病率呈逐渐上升趋势，其复发率高[3]，防治效果有

待提高。目前对于抑郁症的治疗以口服药物为首选方式，然多有不同程度的不良反应[4] [5]，长期使用身

体影响大，患者停药后，常出现疾病复发或加重的情况[6]。 
推拿疗法是在中医理论的指导下，通过手法作功，作用于人体体表皮部、经络与经筋，以调整机体异

常功能转归为正常的一种治疗方法。临床研究显示，中医推拿疗法治疗抑郁症，具有值得肯定的治疗作用，

研究表明，推拿至少可以作为常规疗法的辅助治疗方式[7]。本文基于数据挖掘技术对推拿治疗抑郁症的临

床研究进行数据挖掘与分析，总结常用手法与穴位，为临床治疗与进一步的机理研究提供参考与依据。 

2. 资料与方法 

2.1. 文献来源与检索策略 

通过计算机在中国知识资源总库(CNKI)、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万方数据)与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

(VIP)进行文献检索。检索策略为：以“推拿”OR“按摩” + “抑郁症”OR“抑郁”OR“郁证”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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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词或主题或题目进行检索，检索时选择同义词扩展。检索年限为 2013 年 2 月~2023 年 2 月。 

2.2. 文献纳入与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① 发表在 2013 年 2 月~2023 年 2 月之间与推拿疗法治疗抑郁症相关的临床研究，包括临床

随机对照试验研究、非随机对照试验及临床观察；② 研究评价标准为国内常用公认标准，包含以下一项或

多项：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SCL-90 评定、SDS 抑郁自评量表、自我效能感量表(GSES)、汉化版生

活质量量表(SF-36)；③ 随机对照试验中，推拿为干预手段，治疗组方法以推拿为主或推拿联合其他疗法。 
排除标准：① 二次发表或数据雷同的文献；② 未详细描述所采用的治疗方法，包括推拿操作的部

位、所选穴位及手法名称等；③ 抑郁症合并他病或由他病引发抑郁症；④ 抑郁症诊断标准不明确；⑤ 低
质量的文章；⑥ 无法下载全文的文章。 

2.3. 数据库建立与文献筛选流程 

将符合纳入标准的文献导入知网研学文献管理软件建立“推拿治疗单纯性抑郁症”数据库，并剔除

重复文献。阅读标题及摘要按排除标准对文献进行初步筛选；仔细阅读全文，尤其是纳入标准、诊断标

准、疗效评价指标及推拿操作流程，按排除标准再次筛选文献。文献的搜索与筛选，分别由两名研究人

员独立进行，文献筛选如若意见不同，经讨论后统一意见。具体流程如图 1。 
 

 
Figure 1. Document screening flow chart 
图 1. 文献筛选流程图 

2.4. 数据提取与预处理 

对纳入研究的文献进行数据提取并录入 Excel 2021 表格，提取内容包括文章题名、纳入研究患者例

数、操作时间、治疗频率、推拿处方(手法、部位、经络及腧穴)，数据的提取由两名研究人员分别进行，

不同处经讨论后决定。提取数据后，对数据进行处理，按《腧穴名称与定位》[8]、《推拿手法学》[9]内
容进行腧穴与手法名称的规范，对手法操作部位、涉及经脉及腧穴进行归纳。 

2.5. 数据挖掘方法 

运用 Excel 2021 进行描述性分析，包括推拿手法频次、部位频次、经络频次、穴位频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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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 IBM SPSS Modeler 18.0 进行手法关联规律分析。建模上使用 Apriori 算法建模，取支持度最小

为 10.00%，置信度最小为 80.00%，前项采取默认值 5，观察增益值。其中支持度为前项与后项同时在推

拿手法处方中出现的概率，置信度为在前项出现的基础上后项出现的概率，增益 > 1 时提示前后项有关

联性，增益越大，关联性越强。 
运用 IBM SPSS Statistics 25.0 进行手法聚类分析，绘制树状图。 

3. 结果 

3.1. 描述性分析 

3.1.1. 推拿手法分析 
本研究最终纳入 15 篇文献进行分析，涉及 15 种推拿手法，总频次为 78 次。其中，频次 > 3 的手法

共 9 种，累计 62 次，见表 1。 
 
Table 1. Manipulation frequency of Tuina therapy for the treatment of simple depression (frequency > 3) 
表 1. 推拿治疗单纯性抑郁症手法频次(频次 > 3) 

手法 频次 百分比(%) 
按法 12 80.00 
揉法 9 60.00 
推法 9 60.00 
拿法 8 53.33 
点法 6 40.00 

滚/㨰法 5 33.33 
摩法 5 33.33 
击法 4 26.67 
振法 4 26.67 

注：部分纳入文献未对滚法与㨰法进行详细区分，然具体操作描述却对两者混淆，故数据处理时将两者归于一类。 

3.1.2. 推拿涉及经络分析 
推拿疗法治疗抑郁症，手法操作共涉及 10 条经脉(即沿经脉循行路线进行手法操作，不包括点穴)。

其中频率 > 2 的经络共 4 条，分别为膀胱经、督脉、肝经及胆经，见表 2。 
 
Table 2. Meridian frequency of Tuina therapy for the treatment of simple depression 
表 2. 推拿治疗单纯性抑郁症经络频次 

经络 频次 百分比(%) 
膀胱经 15 100.00 
督脉 14 93.33 
胆经 6 40.00 
肝经 3 20.00 
肺经 2 13.33 
任脉 2 13.33 
心经 2 13.33 
肾经 1 6.67 
胃经 1 6.67 

小肠经 1 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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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操作部位分析 
文献均为手法治疗抑郁症，未纳入单用点穴治疗文献，根据文献操作部位，将人体分为头部、面部、

胸部、胁肋、腹部、背部(包括腰骶)、颈肩部、上肢及下肢。其中频次 > 2 的共 6 个部位，分别为背部、

头部、腹部、面部、胁肋及四肢，具体见表 3。 
 
Table 3. Manipulation site frequency of Tuina therapy for the treatment of simple depression 
表 3. 推拿治疗单纯性抑郁症手法操作部位频次 

部位 频次 百分比(%) 

背部 11 73.33 

头部 5 33.33 

腹部 5 33.33 

面部 4 26.67 

上肢 4 26.67 

下肢 4 26.67 

胁肋 3 20.00 

颈肩部 2 13.33 

胸部 1 6.67 

3.1.4. 穴位分析 
研究共纳入 15 篇文献，其中 12 篇文献涉及点穴，占比 80%，详细描述穴位的共 10 篇。部分文献未

详细描述选用的背俞穴，故将穴位统一为背俞穴，操作共涉及腧穴 38 个，其中频次 > 2 的共 6 个，见表

4。将详细描述或重用的背俞穴进行分析，共涉及七篇文献，其中频次 > 2 的共 5 个，见表 5。将穴位进

行归经，并进行频次分析，共涉及 10 条经脉，具体见表 6。 
 
Table 4. Acupoint frequency of Tuina therapy for the treatment of simple depression 
表 4. 推拿治疗单纯性抑郁症腧穴频次 

穴位 频次 百分比(%) 

背俞穴 7 70.00 

百会 5 50.00 

神庭 4 40.00 

太阳 4 40.00 

印堂 4 40.00 

风池 3 30.00 
 
Table 5. Frequency of Beishu points 
表 5. 背俞穴频次 

背俞穴 频次 百分比(%) 

心俞 7 100.00 

肾俞 6 85.71 

肝俞 5 71.43 

脾俞 4 57.14 

胆俞 3 4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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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6. Attribution and frequency of acupoints 
表 6. 穴位归经及频次 

经络 腧穴频次 

督脉 百会(5)、神庭(4)、印堂(4)、风府(2)、前顶(1)、上星(1) 

任脉 建里(2)、气海(2)、神阙(2)、关元(1)、巨阙(1) 

经外奇穴 太阳(4)、夹脊穴(2)、四神聪(2)、阑门(1)、鱼腰(1) 

胆经 风池(3)、阳陵泉(2)、肩井(1)、带脉(1) 

肝经 太冲(2)、章门(2)、期门(1) 

膀胱经 背俞穴(7)、攒竹(1) 

胃经 天枢(2)、梁门(1) 

心包经 大陵(2)、劳宫(2) 

三焦经 角孙(1)、丝竹空(1) 

脾经 三阴交(1)、血海(1) 

肾经 石关(1)、彧中(1) 

阿是穴 (1) 

3.2. 手法关联规则分析 

运用 Apriori 算法，设置最小支持度 10%，最小置信度 80%，前项为 5，对推拿手法进行关联规则分析，

得到 1481 条关联规则，其中 1480 条关联规则增益大于 1，提示关联有意义。按支持度进行降序排列，前

13 条关联规则见表 7。按法、揉法、推法及拿法均组合出现在前 4 条关联规则中，其中按法–揉法为推拿

疗法治疗抑郁症的关键手法。手法关联网络可视化图形见图 2，其中连线表示两者之间具有关联，线条粗

细表示关联强弱，虚线为最弱。可以看出按法、推法、揉法及拿法相互之间关联性强，与表 7 一致。 
 
Table 7. Association rules of Tuina manipulation 
表 7. 推拿手法关联规则 

后项 前项 支持度(%) 置信度(%) 增益 

按法 揉法 60.000 100.000 1.250 

按法 推法 60.000 100.000 1.250 

按法 拿法 53.333 87.500 1.094 

按法 揉法 and 推法 46.667 100.000 1.250 

拿法 点法 40.000 83.333 1.563 

按法 点法 40.000 100.000 1.250 

拿法 点法 and 按法 40.000 83.333 1.563 

按法 滚/㨰法 33.333 100.000 1.250 

揉法 摩法 33.333 80.000 1.333 

推法 摩法 33.333 80.000 1.333 

按法 摩法 33.333 80.000 1.000 

按法 点法 and 拿法 33.333 100.000 1.250 

按法 拿法 and 揉法 33.333 100.000 1.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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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Visual graphics of manipulative association network 
图 2. 手法关联网络可视化图形 

3.3. 推拿手法聚类分析 

对文献推拿手法进行聚类分析，可分为两大类，见图 3。第一大类为：拨法、捏法、摩法、击法、

抹法、拍法、振法，第二大类为：按法、推法、揉法、点法、叩法、拿法、滚/㨰法。又可分为拨法、捏

法、摩法、击法、抹法、拍法；振法；按法、推法、揉法，点法、叩法、拿法与滚/㨰法五小类。 
 

 
Figure 3. Cluster tree diagram of Tuina manipulation 
图 3. 推拿手法聚类树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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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小结 

推拿疗法治疗抑郁症常用手法有按、揉、推、拿四种，分别属于挤压类、摆动类与摩擦类手法。涉

及经脉主要为膀胱经、督脉、胆经，其次为肝经。操作部位主要为背部，其次为头与腹部。穴位选择上

以背俞穴为主，其次为百会，其中背俞穴使用最多的穴位为心俞、肾俞及肝俞。 

4. 讨论 

抑郁症属于中医“郁证”范畴，为现代医学名词。现代中医学认为本病主要因情志刺激导致肝失疏

泄、脾失健运、心失所养，脏腑阴阳气血失调，而发病[10] [11]。情志刺激为抑郁症最常见因素，此外也

可因血行不畅、耗气伤血等因素引发。如《医林改错·血府逐瘀汤所治症目》提及血行不畅而成郁，当

下卒中后抑郁、颈椎病或腰痛抑郁多因此而发病[12] [13]；《类证治裁·郁证》提出：“七情内起之郁，

始而伤气继必及血。”言明伤气耗血可致郁，解释了当下产后抑郁、术后抑郁的病机[14] [15]。 
推拿治疗抑郁症，以手法作用于机体，可达到调和阴阳、行气活血、宁心安神的作用。其疗效的体

现，一者在于手法的功用[9]，一者在于经脉穴位的选择。挖掘结果显示常用手法为按、揉、推、拿四种，

相合中医对于郁证病机的认知。《内经》有言：按之则热气至，提示“按法”按至深层，达郁闭之所在，

可行气散瘀，使气血调畅而病愈。同时按法可补气血，如《素问》言：神不足者，视其虚络，按而致之；

虚者聂辟气不足，按之则气足以温之。《厘正按摩要术》则指出：揉以和之……可以和气血，可以活筋

络，而脏腑无闭塞之虞矣。可见“揉法”可和气血、调脏腑阴阳而使病愈。《医宗金鉴·正骨心法》有

言：推者……使还旧处也。拿者……缓缓焉以复其位也……惟宜推拿，以通经络气血也。可见推法与拿

法可通调气血，且《理瀹骈文》有言：气血流通即是补，即也具有补益的功效。故按、揉、推、拿四法

可调理脏腑、行气活血及宁心安神。在经脉、穴位的选择上，主要选用膀胱经、督脉及背俞穴，且多操

作于背部。其中膀胱经多血少气，督脉总督诸阳，手法操作于此可疏通气血，补气活血，同时可通过背

俞穴沟通内里脏腑，调节脏腑平衡，从而治疗抑郁症。其发挥作用的内在机制可能与明显降低下丘脑–

垂体–肾上腺活动，调节机体免疫功能，增强副交感神经张力，调节脑回路有关[16]。 
综上，中医推拿疗法治疗抑郁症，疗效确切，不良反应少，易于患者接受。本研究尚存在一些不足

之处：纳入文献较少，数据分析结果可能较真实结果有所偏差；文献检索可能存在一定疏忽；因文献较

少，未进行文献质量的评估与筛选。针对本次数据挖掘结果，今后临床可加大对推拿疗法治疗抑郁症的

研究力度，可从推拿疗法发挥作用的机制或推拿疗法临床手法、部位、经络及穴位的选择进行研究。此

外，阅读文献发现，推拿疗法治疗的频率、疗程的长短及推拿操作的时间，各文献并无统一一致[17] [18]，
亦未详细介绍如此决定的原因[19] [20]，今后或可开展此方面的相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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