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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捏脊法是小儿推拿的常用手法。滇西小儿推拿发展受明清时期南迁汉族的影响，民间许多手法与主流手

法相似，但也受到地域的影响。捏脊法在滇西小儿推拿中应用广泛，其操作方式与常规捏脊法略有差异。

捏脊法可对背部的督脉、膀胱经、皮部及腧穴产生直接刺激，并通过经络的联属调理相关的脏腑组织结

构，故其治疗范围较广，涉及临床各科病症，在滇西民间小儿推拿中，主要用于积滞、厌食、泄泻、腹

痛等脾胃系疾病的治疗中，亦有用于夜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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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ropractic method is a commonly used technique in pediatric massage. The development of 
children’s massage in West Yunnan is influenced by the migration of Han nationality to the south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Many folk techniques are similar to the mainstream tech-
niques, but also affected by the region. Chiropractic method is widely used in western Yunnan 
children’s massage, and its operation method is slightly different from the conventional chiro-
practic method. Chiropractic method can produce direct stimulation on the back of the du me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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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an, bladder, skin and acupoints, and regulate the structure of related zang-fu organs through the 
association of meridians and collaterals, so its treatment scope is wide, involving various clinical 
diseases, in western Yunnan folk infantile massage, mainly used in the treatment of spleen and 
stomach disease, such as stagnant, anorexia, diarrhea, abdominal pain, and also used for night c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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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捏脊，亦有称为“捏积”者，最早的文献记载可见于东晋·葛洪所著之《肘后备急方·卷一·治卒

腹痛方第九》中，原文记载：“拈取其脊骨皮深取痛引之，从龟尾至顶乃止。未愈，更为之。”[1]滇西

与缅甸毗邻，为多民族聚居或杂居区，其民族构成，既有原住的白族、彝族、傣族等，亦有不同历史时

期迁入的回族、满族、蒙古族。至明清时期，大批汉族迁入云南，部分少数民族被迁入的汉族移民融合，

遂形成若干区域性的汉族群体，汉族在云南逐渐成为人数最多、影响最大的民族[2]。如明代初，朱元璋

派傅友德、蓝玉、沐英等将领领兵三十余万进军云南，平定云南后，这些以汉族为主体的军队留下驻守

云南。洪武十七年，又将军属接至云南。洪武年间，先后分批自江南、江西、湖广、南京、西安等地移

民逾一百万入滇，分布在昆明、楚雄、曲靖、保山、玉溪、大理等地区，彻底改变了云南汉族人口结构。

据《弥渡县志稿》(卷八)记述：“吾弥种族纯系汉人，聚族而居。盖于傅、沐、蓝三公定滇后，兴屯田制，

以弥渡之垠膏腴，其部多屯于此。” 
小儿推拿在明清时期发展迅速，随着汉民族的迁入流传到滇西地区，并融合到了滇西各民族医药文

化当中。现滇西各地民间推拿所用捏脊之法，主要为明清时期流传而来。本文将从操作方法、作用原理、

病症应用几个方面对滇西民间推拿捏脊法与常规捏脊法的异同进行论述。 

2. 手法操作特色 

2.1. 常见捏脊操作方法 

吴高鑫等[3]运用文献溯源法和文献计量学方法对《肘后备急方》、《外台秘要》、《小儿按摩经》

等 13 部文献古籍中有关捏脊疗法的资料进行整理，通过特征提取，发现其部位为龟尾穴至大椎穴，操作

方法有从大椎穴起向下直推、从龟尾穴起向上直推、从大椎穴起向下旋推、从龟尾穴向上提捏推移、先

从大椎穴向下提两侧皮肤再向上提捏、摩脊柱两侧皮肤 6 种操作方式。冯氏捏脊手法是使用推、捏、捻、

放、提、揉、按法，拇指伸直在上，食指半屈在下，从龟尾穴起向上捏拿至大椎 4~6 遍，第 2 遍起，可

根据患儿的具体情况在相应背俞穴上采用“重提”操作，最后以双手拇指指腹按揉肾俞穴[4]。《中华推

拿医学志——手法源流》[5]则将捏脊法分为以下三类：补法——自龟尾穴向上捏 3 遍；泻法——自大椎

穴向下捏 3 遍；平补平泻——先自龟尾穴向上，再自大椎穴向下，后自龟尾穴向上，共 3 遍。《小儿推

拿学》[6]中捏脊法的操作有两种方式：一是双手拇指指腹在后，与在前的食指、中指指腹对合，夹持住

皮肤后，自龟尾穴向项枕部捏提推移并交替捻动；二是手握空拳，拇指指腹在前，与屈曲在后的食指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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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缘对合，夹持住皮肤后，自龟尾穴向项枕部捏提推移并交替捻动。 

2.2. 滇西民间捏脊操作 

滇西民间推拿受到明清时期从南京等地迁入的汉族影响，所用捏脊法的操作，包含捏、提、推、捻、

放、抹五个动作，患儿取俯卧位，术者坐于其身侧，具体操作可分为如下三个步骤：第一步，拇指在下，

食指和中指在上，三指指腹对合，捏持住皮肤，自龟尾穴起，沿着脊柱，向上捻动推进至大椎，2~3 遍；

第二步，两手略分开向两侧足太阳膀胱经处，三指动作同前，捏持住脊柱两侧皮肤，稍向上用力提捏，旋

即放松，再提捏，如此重复提捏两次，散开手指，放下所夹持的皮肤，略向前移动后，按相同的方法做提

捏、放松、再提捏的动作，自骶尾向项部往返移动 2~3 遍；第三步，五指并拢，掌指伸直，双手放于脊

柱及两侧，指尖朝向项枕部，自上而下抹动 4~6 遍，既可增强手法作用，又可缓和捏提捻动带来的刺激。 

2.3. 滇西捏脊特色 

滇西民间捏脊法特色有二：一是注重对背俞穴的刺激。滇西捏脊法操作分为三个步骤，重点在督脉

和膀胱经，整个过程中无“捏三提一”的操作，但在使用时，会根据具体情况，在第二步捏提膀胱经时

重点刺激相应背俞穴，针对性地调节脏腑、阴阳、气血。二是重视三因制宜。滇西民间捏脊法亦遵守三

因制宜原则，即因时、因地、因人制宜。因时者，用于消化系统疾病、促进生长发育时，宜于上午捏脊，

以醒神健脾、升发阳气。因地者，滇西脾胃系疾病常见，捏脊法在滇西运用时，通过对背俞穴的刺激，

达到健脾和胃的效果，故在滇西运用有较好效果。因人者，不同年龄、性别、体质的小儿，在捏脊时，

手法的轻重有异。一般三月内小儿，因其皮肤娇嫩，不宜重刺激，故操作时以推、抹为主，不用捏、提、

放；年龄稍长、体制壮实的小儿，则可捏、提、推、捻、放、抹皆用。 

3. 手法作用机理 

3.1. 对经络的作用 

滇西民间推拿之捏脊法的操作部位为脊背部，捏取的经络首为督脉。督脉者，起于会阴，并于脊里，

上风府，入脑，上巅，循额[7]。督脉的作用有三。一为“阳脉之海”：背部属阳，督脉亦属阳脉，手足

三阳经与督脉交会于大椎穴，故督脉总督一身阳经，对全身阳经有调节、统摄作用。二与肾的功能相关。

《针灸大成》有言：“督任原是通真路”，即督脉为原气所发之意，而原气发于肾，藏于丹田。督脉所

起之处为小腹，即为丹田所在之处，是男子藏精、女子蓄血之处[8]，且督脉“侠脊抵腰中，入循膂络肾”，

故督脉与肾功能相关。三与脑髓的功能相关。《灵枢·经脉》记载：“督脉者……上额交巅，入络脑，

还出别下项。”《难经·二十八难》也记载督脉“入属于脑”，脑为髓海，督脉的循行与脑髓关系密切

[8]。捏脊法捏取脊柱部位皮肤，对督脉给予适量的刺激，可提振阳气、温通经络、温煦脏腑、益脑生髓，

既可促进小儿生长发育，又可治疗各种阳虚病症、神志病、脊柱病症等。 
捏脊法亦捏取到足太阳膀胱经。《灵枢·经脉》记载：“膀胱足太阳之脉……其直者，从巅入络脑，

还出别下项，循肩髆内，挟脊抵腰中，入循膂，络肾，属膀胱；其支者，从髆内左右，别下贯胛，挟脊

内……”，由此可见，足太阳膀胱经伴督脉而行，或行于脊正中旁。膀胱经为十二正经中循行路线最长、

部位最广、腧穴数量最多、联系脏腑组织最多、涉及病症最广的经脉[9]。捏脊法捏取足太阳膀胱经的背

部循行节段，不仅可以治疗本经病症，还可调治其联系的脏腑组织病症。 

3.2. 对穴位的作用 

脊柱及两旁的腧穴有督脉穴、足太阳膀胱经穴、华佗夹脊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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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脉贯穿脊柱，联系胸腹，上通于脑。根据“经脉所过，主治所及”的理论，督脉穴可主治脊柱病

症、脑(神志)病症等。督脉交汇诸经，联系众多脏腑，贯通上、中、下三焦，其穴多依所在部位不同，而

用治三焦各部位疾病[10]。在背部，第一胸椎至第七胸椎腧穴主治上焦心肺病症；第七胸椎至第二腰椎腧

穴主治中焦脾胃肝胆病症，第二胸椎至尾骨端腧穴主治下焦生殖、泌尿系病症。 
膀胱经穴共 67 个，刘立公等[11]运用计算机对 93 种古医籍中有关膀胱经穴的主治进行分析，发现在

2958 条文献中，涉及症名 310 个，总计 8500 症次；膀胱经穴的常用功效共有 19 项，包括健脾和胃，壮

肾利尿，补虚，调腹，安神，消肿，止血，清头健脑，宣肺，清热，散寒，梳理脊背、腰臀、下肢等。

足太阳膀胱经在背部左右各 39 个穴位，通过提捏背部刺激膀胱经穴位，可调治脏腑、气血、脊背、腰臀、

下肢等病症。 
华佗夹脊穴位于背部，自第一胸椎至第五腰椎，每个椎骨棘突下旁开 0.5 寸，各有一对夹脊穴。夹

脊穴从属于督脉和足太阳膀胱经，穴位的提捏刺激可同调二经，平衡一身阴阳，通调脏腑气血。侃会玉

[12]等以“夹脊穴”为关键词，检索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2014~2019 年临床应用夹脊穴的文献 412 篇，

发现临床应用华佗夹脊穴治疗各系统疾病已达 70 种以上。 

3.3. 对皮部的作用 

《素问·皮部论》云：“欲知皮部……以经脉为纪者，诸经皆然。”又云：“凡十二经络脉者，皮

之部也。”说明皮部是十二经脉以及其所属的络脉在皮肤表面的反映。《素问·皮部论》有载：“邪客

于皮则腠理开，开则邪入客于经脉，络脉满则注于经脉，经脉满则人舍于府藏也。”由此可知，皮部的

位置为人体最表层，病邪侵袭人体，最先犯于皮部，再内侵经脉，最终损及脏腑。皮部既是人体抵御外

邪的第一道屏障，也是中医外治方法的最先作用部位。从发病角度看，小儿捏脊疗法通过刺激皮部，促

使病邪自皮部而出，以达到治疗疾病的作用[13]；同时通过激发卫气，加强皮部门户的防护，以达到增强

免疫能力而治未病的作用。另外，因皮部隶属经络，并内联于脏腑，故捏脊法通过捏、拿、推、捻等动

作对皮部产生刺激，可疏通皮部气血，调整脏腑功能[14]，从而起到全身的调节作用。 

4. 临床应用 

捏脊法应用范围较广，《肘后备急方》将其作为治疗卒腹痛之法，最早运用于成人，而非小儿。在

推拿发展过程中，后世医家将捏脊法运用于儿科疾病的防治之中，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滇西主要为亚

热带高原型湿润季风气候，少数民族众多，虽仍以汉族为主，但受气候和各民族文化影响，饮食文化独

具特色，如白族喜食生肉和乳制品，傣族、景颇族喜食酸辣，各民族喜饮酒水等。滇西各民族的生活习

惯、饮食偏好等，易致脾胃系统损伤，脾胃系病症也因此较为常见，民间对脾胃系疾病防治较为重视，

并做了一定的观察和研究，小儿推拿在防治脾胃系疾病上各有心得，而其中捏脊法的运用极为普遍。 

4.1. 小儿积滞 

积滞亦称为“伤食”“食积”“食滞”“食不消”“乳滞”“乳积”等[15]，是因小儿喂养不当，乳

食停积于体内，脾胃运化失司所致，症见不思乳食、脘腹胀满，嗳腐酸馊或呕吐食物、乳块，大便酸臭

或便秘，舌红，苔白腻或黄厚腻，指纹紫滞[16]。滇西民间小儿推拿治疗积滞者，既有乳积，亦有食积。

处方：腹部按诊、摩腹、捏脊。具体操作如下：患儿先仰卧位，术者以手按腹，自右下腹起，以脐为圆

心，顺时针方向移动，至有板滞或硬结处，以掌面或指面揉至松软，而后顺摩腹部约 5 分钟。患儿再取

俯卧位，术者捏脊：先捏提捻动自下而上推进 3 遍，继而提放往返移动 3 遍，提放时，以脾俞、胃俞、

大肠俞为重点；最后，掌指伸直，两手并拢，自上而下抹动 5~6 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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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小儿厌食 

滇西各民族喜食生冷肥甘，小儿喂养不精，常随大人食之，故易于损伤脾胃而致厌食。症见长期食

欲不振，强迫进食则腹胀，甚则拒食，伴形体瘦弱，短气懒言，面色少华等。处方：腹部按诊，摩腹，

捏脊，按揉脾俞、胃俞、足三里。具体操作如下：患儿先仰卧，术者自右下腹起顺时针按其腹部，中脘、

气海处重点揉之，时间约 3 分钟；环摩腹部 5~8 分钟。患儿俯卧，行捏脊之法，后以拇指按揉脾俞、胃

俞、足三里各 1~2 分钟。 

4.3. 小儿泄泻 

泄泻是以大便次数增多，粪质稀薄或如水样为特征的婴幼儿常见病[17]，可因感受外邪、内伤乳食、

脾胃虚弱等所致，证型繁多，滇西民间小儿推拿擅治伤食泻和脾虚泻。伤食泻者，治宜消食导滞，处方：

补脾经、揉板门、腹部按诊、捏脊、揉龟尾。具体操作：患儿仰卧，补脾经、揉板门各 100 次，自右下

腹起顺时针按腹部，在板滞处揉动至松软，然后两手掌指并拢伸直，自剑突下直推至耻骨联合上缘 5~6
遍；患儿俯卧，行捏脊之法，后揉龟尾 100 次。脾虚泻者，治宜健脾温阳，处方：补脾经、摩腹、摩丹

田、捏脊、揉龟尾、按揉足三里。具体操作：患儿仰卧，补脾经 100 次，摩腹、摩丹田各 3 分钟；患儿

俯卧，捏脊、揉龟尾。 

4.4. 小儿腹痛 

腹痛是小儿常见病，可由各种内外科疾病引起。推拿所治的腹痛，主要是功能性腹痛。滇西民间推

拿多治疗乳食积滞和脾胃虚寒所致之腹痛。乳食积滞所致腹痛者，其治疗与积滞相似，加用拿肚角、按

揉足三里之法；脾胃虚寒腹痛者，则与脾虚泻治疗相似，方用补脾经、补肾经、揉外劳、揉中脘、摩揉

丹田、捏脊、按揉足三里。 

4.5. 小儿夜啼 

夜啼是指小儿白天能安静入睡，但入夜则啼哭不安的病症[18]。小儿夜啼常因脾寒、惊恐、心火、食

积所致[19]。上个世纪，滇西地区四种原因所致的小儿夜啼皆可见，但随着现代生活观念的改变，惊恐所

致者不再常见，脾寒所致者亦越来越少。惊恐者，因神气怯弱，异常响动或非常之物致心神不安而夜啼。

脾寒所致的夜啼，因孕妇素体较弱，胎儿禀赋不足，或日常护理不当，致使寒邪犯于脾脏，夜间阴盛，

脾寒更甚，致腹痛而啼哭，治宜温脾散寒。处方：补脾经，揉外劳，推三关，腹部按诊，摩神阙，捏脊。

心火所致的夜啼，因孕母性情急躁，或嗜食炙煿之品等，小儿为纯阳之体，“心常有余”，感邪易化火(化
热)，心火上炎，阳浮于外，烦躁不安而啼哭。治宜清心安神。常用清心经、揉小天心、按胸腹、捏脊等

法治之，其中，捏脊法操作时，先自上而下推脊柱，再以前法捏脊。食积所致的夜啼，常因喂养不当，

乳食积滞于胃肠，胃不和而卧不安，故夜啼。滇西民间小儿推拿治疗食积所致之夜啼，重点在消食导滞，

方法与积滞治疗大致相同，在捏脊时，除了脾俞、胃俞、大肠俞外，亦刺激心俞。 

4.6. 案例举隅 

患儿，男，3 岁 5 月，2020 年 9 月至保山市龙陵县朱氏处就诊。其母代诉：纳少伴腹胀 1 月余。患

儿近 1 月来纳食减少，脘腹胀满，时有腹痛，间见呕吐食物残渣，气味酸馊，大便秽臭，烦躁，夜寐欠

安。来诊时，患儿神清，精神欠活泼，面色尚可，低热。咽稍红，腹胀满且热，舌红，苔稍黄厚腻，脉

弦滑。诊断为积滞–乳食内积证，治以消积导致兼清热。处方：补脾经、清天河水，腹部按诊、顺摩腹、

捏脊。连续治疗 3 日，患儿热退，腹温正常，腹胀明显缓解，纳食稍增，大便通畅，未见呕吐。前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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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天河水继续治疗 2 日，患儿无腹胀、腹痛、呕吐，纳食增加，余症状明显好转。再以补脾经、摩腹、

捏脊巩固 2 日，诸症皆除。按语：本案患儿为乳食内积，中焦气机郁滞，故见脘腹胀满疼痛；胃部不舒，

则夜寐不安、烦躁；积滞中焦，胃失和降，气机上逆则不思乳食、呕吐；食积化热，则腹温升高，全身

低热。清天河水可清凉退热，热退后不必继续使用；腹部按诊，先按诊后治疗，即先找到硬实板滞之处，

后加以局部按揉，可除胀导滞；顺时针摩腹能理气消积；捏脊法重点刺激脾俞、胃俞，既能消积导致，

又能健脾和胃；“小儿脾常不足”，补脾经健脾和胃，脾胃和则纳食佳。补脾经、摩腹、捏脊合用，可

疏通经络、调和气血、调整脏腑阴阳，不仅可用于积滞的巩固治疗，也可用于小儿日常调护和保健。 

5. 结语 

从上述所举的病症推拿治疗中可发现，滇西民间推拿在应用时，更加注重对脏腑所对应局部的手法

操作和调理，选用特定穴较少，擅长使用腹诊推拿和捏脊疗法防治消化系统疾病。文中所述捏脊法的操

作方式和应用方法，为滇西民间推拿之共识，先提捏推捻脊柱正中，再捏放两侧膀胱经，最后抹动局部，

既可以增强对督脉、膀胱经、腧穴和皮部的刺激，增强手法疗效，又可以有效缓解手法刺激后的疼痛不

适感。捏脊法在儿科疾病的防治中应用广泛，包括脾胃系病症、儿童保健等，亦有将其用于夜啼、小儿

脑瘫[20]等病症的报道和研究，因其操作简便，效果明确，在滇西民间推拿中广受欢迎。但滇西小儿以脾

胃系病症最为多见，故捏脊法在脾胃系疾病的应用最广，积累的经验最为丰富，使用时多与腹诊推拿相

结合。腹部的推、按、揉等推拿操作，可直接刺激脏腑组织所对应的局部，同时可刺激腹部的足太阴脾

经、足阳明胃经等与消化功能相关的经脉，从而对消化系统产生直接的影响；背部的捏脊法则通过对经

络、背俞穴等的刺激，调节消化系统的生理病理状态。滇西民间小儿推拿亦将捏脊法运用于其他病症如

肺系疾病中，但积累的经验较脾胃系病症少，疗效较脾胃系病症也稍差。 
滇西民间推拿传承以家传方式为主，其操作方法、应用方式和范围等主要靠口传心授，无明确、完

整的文字记载，其传承中易生他变，且易于遗漏。再者，因缺乏交流，手法的发展受到地域、习俗及常

见病等的影响。综上两点，滇西各地捏脊法的操作方法虽有共识，但各家应用时仍有一定差异，且总体

来看，其发展日渐衰微，令人遗憾，故搜集整理其相关资料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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