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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血压病是心血管疾病的重要危险因素。近年来，人们建立了一个新的概念——脑–肠轴，它介导肠道

微生物群和大脑之间的双向沟通，双向相互作用的改变被认为与血压调节有关。然而如何应用现代科学

手段验证、揭示腹部推拿的作用机制尚待进一步研究。脑肠轴理论作为近年来学界研究热点，为解释腹

部推拿治疗原发性高血压提供了可靠的现代理论假设。文章以脑肠轴理论为切入点，初步探讨腹部推拿

干预原发性高血压的可行性及其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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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ypertension is an important risk factor for cardiovascular disease. In recent years, a new concept 
has been established—the brain-gut axis, which mediates bidirectional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gut, gut microbiota and the brain, and alterations in bidirectional interactions are thought to 
be related to blood pressure regulation. However, how to apply modern scientific means to verify 
and reveal the action mechanism of abdominal acupressure has yet to be further studied. The 
brain-gut axis theory, as a research hotspot in recent years, provides a reliable modern theoretical 
hypothesis to explain the treatment of essential hypertension by abdominal acupressure. Taking 
the brain-gut axis theory as an entry point, the article initially discusses the feasibility of abdo-
minal acupressure intervention in essential hypertension and its theoretical ba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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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原发性高血压是常见的慢性病，是以动脉血压持续升高为特征的心血管综合征，简称为高血压病[1]，
是我国心脑血管病最主要的危险因素，也是我国心脑血管病死亡的主要原因[2]。2012 年全国调查结果显

示，我国有高血压病患者约 2.66 亿，然而整体治疗率和控制率分别低于 40%和 10% [3]。目前，西药治

疗高血压病常规治疗主要分为钙拮抗剂、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ACEI)、血管紧张素 II 受体阻滞剂

(ARB)、利尿剂、β受体阻滞剂等，临床指南建议优先选择长效制剂、联合用药及个体化治疗[4]。中医的

针灸、推拿作为辅助的外治疗法，易被人接受，能增强药物疗效，逐渐减低对药物的依赖。腹部推拿，

亦称脏腑推拿，是以腹部操作为主，在中医基础理论指导下辨证论治，通过手法作用于腹部的经络，达

到调整全身经脉脏腑的功能，治疗全身疾病。临床实践已证实，在中医脏腑经络理论指导下，应用腹部

推拿治疗多种系统疾病，疗效显著。然而腹部推拿干预原发性高血压的机制研究仍很薄弱。脑–肠轴理

论的提出不仅为腹部推拿治疗高血压病，更为治疗各个系统疾病都提供了一个研究方向，例如腹部推拿

治疗抑郁症、干预中枢神经系统等疾病都提供了理论支撑[5] [6] [7]。脑肠轴分为从脑到肠的下行通路(脑
–肠轴)及从肠到脑的上行通路(肠–脑轴) [8]。本文拟以脑肠轴理论为切入点，从不同角度论述腹部推拿

治疗原发性高血压的可行性。 

2. 脑–肠轴在腹部推拿干预原发性高血压的可能介导作用 

2.1. 交感神经 

心血管脑中心通过控制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活动来调节血压。交感神经系统支配多个器官，控制

血压调节中的血管收缩、水钠平衡、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renin-angiotensin system, RAS)活性等关键病

理生理过程，并通过支配肠道和骨髓调节全身炎症状态[9]。腹部有着丰富的自主神经系统，主要包括腹

腔丛、腹主动脉丛和腹下丛等内脏神经丛，近期的研究发现，这些自主神经系统可将按摩腹部时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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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激信号通过椎前神经节上传至中枢神经系统，通过对传入信息的整合进行不同层次的调节，经由自主

神经系统的回传通过神经–内分泌通路调控人体[10]。亦有试验结果表明，腹部推拿可以调整交感神经状

态[10]，故在治疗过程中可能抑制了交感神经，减少了 NE 等交感神经系统相关递质的释放，从而起到对

神经–循环系统疾病的调节作用。也可通过调节呼吸间接影响心脏交感神经系统的活跃性，降低心率、

减慢房室结传导、减小心房肌收缩力、降低血管张力而对受试者的血压起到调控作用[11]。 

2.2. 肠神经系统(ENS) 

肠神经系统(ENS)被认为是中枢神经系统与胃肠道之间的重要信号转导子。胃肠道通过 ENS 的神经

支配与自主神经系统(ANS)、中枢神经系统(CNS)直接接触，同时，其自身还有独立反射活动，独立于脑

或脊髓整合神经元活动的能力和控制胃的能力[12]。国内有研究报道[13]，应用腹部推拿干预肠易激综合

征家兔模型其 ENS 系统中的乙酰胆碱(acetylcho line, Ach)、NO 神经纤维及 ICC 数量均明显增多，荧光

IOD 值明显上升，基本保持 ENS-ICC 网络。说明腹部推拿手法对 ENS 系统有直接作用并增加了神经纤

维的数量。 

2.3. 肠道菌群失调 

肠道(GM)被称为人体第二大脑，肠道微生物群由细菌、古菌、真菌、原生动物和病毒组成，其不同

的微生物群落相互作用，影响宿主的健康，体内大部分的免疫细胞和微生物细胞都存在于胃肠道。最近

的基础和临床研究结果表明，肠道菌群失调是一个新的原因高血压的起始和发展[14]。与心血管疾病危险

因素(如肥胖、胰岛素抵抗和慢性炎症)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密切。S. Kim 等[15]人研究表明肠道微生物群

在分类和功能上发生了变化，尤其是高血压患者中产生丁酸菌显著减少，肠道屏障功能异常，局部炎症

升高。与健康对照组相比，高血压前期人群和高血压人群的微生物丰富度和多样性均降低，与健康状态

相关的细菌减少，有害细菌过度生长，疾病相关的微生物功能明显不同。腹部推拿通过刺激腹部，使其

热与力最终渗透于肠道，而且腹部推拿可以加速肠道的蠕动，研究证实脏腑推拿能增加肠道微生物群落

数，其丰富度和多样性均有提升，提升免疫细胞数量，进而降低高血压。 

2.4. 神经炎症 

活化的小胶质细胞产生许多促炎介质，包括细胞因子、趋化因子、活性氧和一氧化氮，它们有助于

清除病原体感染，但长时间或过度活化可能导致病理性神经炎症[16]。高血压中小胶质细胞的激活是血压

升高的部分原因。有研究表明心血管脑中心的神经炎症导致交感/副交感活动失调，交感神经激活增加会

影响调节BP的靶器官，如血管、肾脏和心脏，并通过直接刺激骨髓导致外周和中枢免疫系统炎症活化[17]。
肠道交感神经活性的提高能够改变 GM 的成分，激活小胶质细胞调节自主核回路(PVN，NTS，和 RVLM)，
并导致这些大脑区域的神经炎症，从而导致与高血压相关的低级别炎症[18]。高血压的肠–脑–骨髓轴被

提出：肠道–脑–骨髓(BM)轴的重要作用涉及肠道微生物群(GM)、肠道上皮壁通透性、促炎性 BM 细胞

的增加和高血压(HTN)的神经炎症。高血压刺激激活自主神经通路导致交感神经增加和副交感神经心血

管调节减少[19]。这直接影响心血管相关器官的功能，使血压升高。对肠道和骨髓的交感神经驱动的增加

也会触发一系列信号事件，最终导致转基因基因的改变、肠道通透性的增加、来自骨髓的针对肠道和大

脑的促炎细胞的增强以及 HTN 的建立[20]。腹部推拿可以利用热的效应及手法刺激调节肠道交感神经，

改变神经炎症情况，进而调节血压。 

3. 腹部推拿干预原发性高血压的中医理论基础 

中医理论中没有明确提出肠脑轴的概念，但是在中医古籍文献研究及临床实践中，不难发现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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肠脑相关的影子，而且中医对肠脑的认识远不只两个器官的关系，中医所强调的“肠”，包含了与其密

切相关的脾、胃等消化器官，它们在生理上相互联系。正如《素问·五藏别论》所载：“水谷入口，则

胃实而肠虚；食下，则肠实而胃虚”《素问·厥论》载“脾主为胃行其津液”。这与中医强调整体观念

认为人体是一个以五脏系统为中心的统一整体，五脏六腑之间通过经络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一致。 

3.1. 通过经络调节血压 

原发性高血压总由阴阳失调、痰瘀互结所致，初期多以实证为主，与肝火密切相关，多表现有头部

的头晕、头痛、眼胀等不适，木旺克土，则伴有脾胃功能失调的症状；中后期多以虚证为主，与肝、肾

两经联系密切[21]。《难经·四十七难》言“人头者，诸阳之会也”。手之三阳从手走头，足之三阳从头

走足，大肠经、小肠经、胃经循行均过头面及腹部，故从中医理论角度，脑肠之间存在坚实的生理联系。

《厘正按摩要术》曰：“胸腹者，五脏六腑之宫城，阴阳气血之发源，若欲其脏腑如何，则莫如诊胸腹”，

说明腹部与人体五脏六腑关系密切。腹部不仅直接包括肝脾肾三脏和胆胃大小肠三焦等六腑，而且腹部

为十二经脉汇聚之所，奇经八脉中，任、督、冲三脉，皆起于腹部胞中，一源三岐，为经脉脏腑之海，

带脉“总束诸脉”，阴、阳维，阴、阳跷的循行分布亦与腹部密切相关。又《圣济总录》谓：“五脏六

腑之精华，皆见于目，上注于头。”《普济方》亦有：“盖头者诸阳所会，脑者物所受命。”即五脏六

腑之精华，通过经络上输于脑，而脑对全身具有调节作用，脑与全身关系密切。故腹部推拿通过调整全

身经脉的功能，达到降低血压的目的。 

3.2. 通过三焦调节血压 

在古代典籍当中多有“火行三焦”的描述，如《难经本旨》：“所谓三焦者，……其气融洽于其间，

熏蒸膈膜”；《素问玄机原病式》：“右肾属火，游行三焦，兴衰之道由于此”等等，可见阳气多是以

贯通人体上下之三焦为道路上逆而不归下焦，而耗伤上焦心神、心血形成阴血亏虚，阻滞不通之象，形

成“高血压”，引发“眩晕、头痛”。故应用腹部推拿对三焦进行调治，有助于对本病的改善，加大常

规治疗效果。何朝伟[22]采用脏腑图点穴法治疗疾病，取上脘、中脘、下脘、建里、气海、阑门等穴，通

过对腹部进行推拿操作，从而调畅中焦，使水谷精微化生气血而祛生痰之源，渗下下焦，浊阴得降而已

生痰瘀得化得祛，元气得充，有效改善了眩晕、头痛的临床症状。 

3.3. 通过四海调节血压 

所谓四海，即《灵枢·海论》中记载的：“人有髓海，有血海，有气海，有水谷之海，凡此四者，

以应四海也。”“冲脉为十二经之海，又称血海”，在《素问·调经论》有“血有余则怒，不足则恐”

的论述；胃为水谷之海，是气血生化的基础；胸部为气海，又名膻中，实际反映的是心与肺的功能，而

肺主气，心主神明；脑为髓之海，其输上在于其盖，下在风府。《灵枢·海论》云：“髓海不足，则脑

转耳鸣，胫痠眩冒，目无所见，懈怠安卧”。王肯堂认为高血压病症是“三阳六腑清阳之气皆会于此，

三阴五脏精华之血亦皆注于此”，因外邪内伤，阻碍气运血行，郁瘀互结，阳气郁滞，脉络壅满，引发

病证。脑为精明之府、元神之府，神气之本源，脏腑经络活动之宰。四海理论是水谷、气、血、脑髓等

物质在人体重要性的体现，且水谷、气、血、脑髓等相互联系，水谷之海化生气血，上输于气海，下输

于血海，气血之精华又再上聚于髓海。 
神阙穴，位于脐中，内应大小二肠，神者变化之极，阙者通贵之中门，神本为至阳，却居腹之正中，

此阳居阴位，旋揉此穴，可起到调动一身阴阳之变化的作用，为后续手法做准备。“津沽脏腑推拿”[21] 
[23]的核心为“三脘定三焦，三焦通四海”，故选取上中下三脘穴为主要施术部位，意含沟通上下三焦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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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调节内外四海阴阳，同时，在上脘施以轻泻之散法，在中脘施以平补平泻之带法，在下焦施以温补

之提法，并依由上至下的顺序进行操作，旨在由上焦引动过亢冲上之阳气，同时滋补下焦阴气以沟联阳

气，缓解症状。关元穴，位于脐下三寸，为元阴元阳交会调和之处，而“关”为门或出入之孔道的含义，

因此以平补平泻法刺激本穴，可有加强阴阳调和，并周达全身之效果，有很好的收尾作用。柯智淳[24]
等人采用腹部推拿的相关操作手法，旋揉神阙、掌运法、叠掌按上脘、中脘、下脘、关元穴，神阙穴。

实验表明手法参与治疗的试验组在起效时间及降压效果两方面均显著优于对照组，总有效率试验组比对

照组高 11.24%。 

4. 总结 

脑肠轴理论作为现今学界研究热点，它的形成为腹部推拿干预高血压病提供了依据。脑肠轴作为脑

与胃肠道系统关联的枢纽，是临床治疗从胃肠调节脑功能的基础。腹部推拿属于中医推拿学科里的一种

特色治疗方法，通过手法操作作用于人体腹部，使中枢神经系统的下行信号增加了交感神经的输出，影

响上行连接包括免疫系统和迷走神经，并且改变肠道生态状况，也可能通过影响小胶质细胞的激活，控

制神经炎症，对原发性高血压的调节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中医学也从经络调经、三焦调节、四海调

节三个不同层次与角度初步揭示了腹部推拿治疗高血压病的基本原理。本文旨在通过分析腹部推拿对高

血压的影响，探讨腹部推拿的作用，对脏腑推拿干预内科疾病提供一些方向和依据，使临床医师在推拿

时更有信心及更有目的性。但是，针对腹部推拿干预原发性高血压的基础和理论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化，

腹部推拿能从数量和种类改变肠道菌群，影响心血管脑中心的神经炎症，影响小胶质细胞的激活，从而

实现对血压的调节。至于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小胶质细胞的激活，肠道或许是个关键因素，另外，转基因

产生的代谢产物也被认为是控制血压的重要来源，这或许是腹部推拿干预的另一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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