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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医学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人们的健康意识明显提高，更加注重药物的副作用以及对疾病预防保健

的手段。小儿推拿是绿色安全的中医外治法之一，具有简单、方便、有效的作用，又不受医疗条件限制，

近年来作为对小儿呼吸道、消化道等常见病的辅助治疗广为推广。现将作用机理与临床应用介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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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medicine and the progress of society, people’s health consciousness has 
been improved obviously, and more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to the side effect of drugs and the means 
of disease prevention and health care. Children’s massage is one of the green and safe external treat-
ments of Chinese medicine, which has simple, convenient and effective effects, and is not limited 
by medical conditions. In recent years, it has been widely promoted as an auxiliary treatment for 
common diseases such as respiratory tract and digestive tract in children. The mechanism of ac-
tion and clinical application are introduced as follo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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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作用机理 

小儿推拿又称小儿按摩，是在中医基础理论和相关知识的指导下，根据小儿的生理病理特点，在体

表固定穴位或部位施以手法，来调整小儿脏腑、气血、经络功能以防治疾病的一种外治方法。小儿推拿

的穴位具有自身的特点，除少数经穴、奇穴外，多数穴位是小儿特定穴位，分别有点状(静宁、威灵、一

窝风)、线状(天河水、三关)、面状(八卦、腹)穴位，且多分布在肘膝关节以下[1]。适用于小儿咳嗽、发

热、厌食、便秘、面神经麻痹、脑性瘫痪、婴幼儿斜颈等，对皮肤破裂、溃疡、创伤性出血或急性外科

疾病如骨折等，不宜治疗。 

2. 临床应用 

2.1. 治疗小儿咳嗽 

咳嗽是儿科临床常见的一种呼吸道症状，是一种保护性反射动作，具有清除呼吸道异物和分泌物的

作用。小儿因免疫系统发育不成熟，防御功能差，容易因病毒或细菌感染而出现咳嗽，若不及时进行规

范治疗或迁延不愈，可发展为支气管肺炎、慢性支气管炎、支气管扩张等疾病，严重影响患儿身心健康。

西医临床以病因治疗为主，根据病因合理选用抗生素、以止咳化痰、解痉平喘等药物口服及雾化吸入等

对症治疗为主要治疗手段，但由于小儿组织器官还未成熟，生理功能尚不完善，在药物的选择及剂型、

剂量、给药途径的选择上存在局限性，同时因年龄小，在口服药物及雾化吸入时往往不易配合，在治疗

过程中吸收的有效药物成分存在浪费情况。小儿咳嗽推拿具有安神定惊、清热利咽、运脾化湿等效果，

根据小儿咳嗽病机和症状表现灵活运用推拿手法，不仅能加快康复，还能提高免疫力，易于被家长接受

[2]。中医认为，小儿咳嗽的病机为肺失清肃，病理主要为痰，是肺气壅遏不宣与清肃之令失常的重要表

现[3]。刘小芬[4]等采用推拿联合中药穴位敷贴疗法治疗小儿咳嗽，推拿操作以补肾水、清天河水、小天

心、揉板门等为主，中药敷贴于天突穴、肺底穴和膻中穴等穴位，观察组患儿总有效率为 94.4%，明显

高于对照组的 66.7%，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疗效显著优于采用西药治疗。周小琴[5]等以小儿

推拿治疗小儿咳嗽，以补脾益肺，平衡阴阳，捏脊以调动人体阳气，抵御外邪，增强患儿免疫力，小儿

推拿辅助治疗儿童慢性咳嗽可明显缓解临床症状，提高临床疗效，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2.2. 治疗小儿发热 

发热是由于各种致热原导致前列腺素 E2 释放，作用于下丘脑，使体温调定点升高，从而出现产热效

应。最新的《中国 0~5 岁儿童病因不明急性发热诊断和处理若干问题》的询证指南中提出[6]，发热是体

温升高超出 1 天中正常体温波动的上限。目前临床工作中将肛温 ≥ 38℃或腋温 ≥ 37.5℃定义为发热。小

儿由于大脑皮质功能发育未完全、神经髓鞘未完全形成，若不及时处理可发展为热性惊厥、癫痫[7]。目

前国内外指南一致推荐儿童使用的退热药物是对乙酰氨基酚和布洛芬，起效迅速，但作用持续时间较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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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反复发热，且对乙酰氨基酚经肝脏代谢，经肾排泄，中间代谢产物对肝脏有毒性，肝肾功能不全患儿

禁用该药[8]；布洛芬有加重肾脏损伤的可能性，肾功能中度及以上异常或功能不全患儿禁用该药。研究

发现小儿推拿可调理全身机能，通过良性物理刺激作用于小儿体表特定穴位，产生的生物信息传入大脑

体温调节中枢，对体温调节点加以调整达到退热的目的[9]。龚克等[10]以小儿推拿治疗小儿外感发热患

儿 100 例患儿进行研究，结果显示治疗前两组 TNF-α、IL-6、IL-8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
两组治疗后 TNF-α、IL-6、IL-8 水平低于治疗前，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05)，但治疗后两组比较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提示小儿推拿可以通过降低 TNF-α、IL-6、IL-8 水平表达发挥治疗作用，与药

物比较，小儿推拿更加安全。 

2.3. 治疗遗尿症 

遗尿症俗称尿床，是指在夜间睡眠中所发生的无意识排尿行为。随着小儿身体发育逐渐成熟、内分

泌代谢昼夜节律的建立，以及生活作息习惯、如厕行为的示范教育，多数儿童会在 2~3 岁时从不加控制

的婴幼儿排尿模式进步为符合社会行为规范的成熟排尿模式。如果 3~4 岁儿童仍频繁发生夜遗尿或伴日

间尿失禁就应该引起家长重视，5 岁以上仍有夜间无意识排尿现象则考虑有遗尿症[1]。中医认为，遗尿

病变部位在于肾与膀胱，肾主水，与膀胱相表里，为主水之脏。膀胱贮尿、排尿，为主水之腑，而膀胱

的开合作用，取决于肾的气化动能。肾的精气充盛，固摄有权，膀胱开合有度，则排尿功能正常。如果

肾的精气不足，气化不利，膀胱开合失司，则使水液代谢紊乱，出现排尿困难，小便失禁或遗尿等症状。

江呈暘[11]采用温肾健脾的推拿法：补脾经，补肾经，揉外劳宫，揉压丹田，按揉脾俞、肾俞、八、三阴

交、足三里，捏脊，擦腰骶部。治疗 48 例，治疗总有效率观察组为 93.75%，高于对照组的 72.34% (P < 0.05)，
提示温肾健脾推拿法治疗肾气不足小儿遗尿症，临床疗效满意，可有效改善患儿的膀胱功能，减少遗尿

次数。 

2.4. 治疗小儿便秘 

便秘在临床上常表现为大便次数减少、排便困难，粪便干结，是儿科常见病。从病因上可分为功能

性便秘和器性便秘，主要以功能性便秘为主。功能性便秘是指除外肠道或全身器质性疾病以及药物因素

引起的便秘，是儿童便秘最主要的原因，占儿童便秘的 90%以上。周小琴等[12]小儿推拿治疗儿童功能

性便秘 40 例临床观察，两个疗程后治疗组总有效率为 92.5%，显著高于对照组(枯草杆菌二联活菌颗粒口

服)的 72.5%，2 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说明小儿推拿通过刺激体表穴位，激发人体正气，

通畅气血，调整脏腑功能，治疗小儿便秘疗效确切可显著改善临床症状，且治愈后复发率低。 

2.5. 治疗小儿脑性瘫痪 

脑性瘫痪是出生前、出生时及生后脑发育早期各种原因所致的非进行性脑损伤或脑发育缺陷，主要

表现为中枢性运动障碍及姿势异常[1]。小儿推拿可以增强骨骼肌蛋白的合成速度，改善局部血液流通，

降低肌肉纤维结缔组织增生，有利于肌肉形态的恢复[13]。秦志伟[14]以按、揉、推、压等推拿手法为主，

根据患儿发病部位和情况进行针对性的推拿，矫正不良姿势，调整肌肉骨骼关节异常状态，通过对 80 例

患儿进行研究，结果显示运动发育推拿法联合中医针灸能明显改善脑瘫患儿运动功能并有助于智力发育

的改善。 

2.6. 治疗小儿厌食(Infantile Anorexia) 

小儿厌食症是一种儿科常见的摄食障碍性疾病，以食欲减退或消失，食量减少为主要临床表现。目

前研究发现，小儿厌食症的发生发展主要是由除与急、慢性感染性疾病及药物影响有关外，还与胃肠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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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及中枢神经系统功能异常致消化酶活性减退、食欲中枢功能异常、食欲调节因子紊乱所致[15]。西医治

疗主要以药物对症处理为主，常用的治疗方法有合理喂养、调节肠道菌群、纠正微量元素缺乏、促胃动

力药等药物口服以恢复患儿消化功能。中医学认为，小儿厌食由喂养不当致脾失健运、脾胃虚弱所致。

孙思邈《千金要方》谓：“摩腹数百遍，则食易消，大益人，令人能饮食，无百病。”研究认为，摩腹

能强健腹部肌肉，增强胃肠蠕动和加强消化液分泌，改善消化吸收功能[16]。捏脊通过对小儿脊柱部位的

捏、拿、按等手法，有调理阴阳、疏通经络的作用，对消化、神经系统功能的恢复有促进作用。孙波[17]
摩腹捏脊推拿法对脾胃气虚型小儿厌食症疗效及肠黏膜吸收功能的影响分析证实了以上论点。 

3. 结论 

小儿推拿在儿科临床应用中疗效显著，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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