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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法在小儿常见疾病治疗中的使用

针灸来 骨伤教研室 王红

小儿推拿疗法
,

是祖国 医学宝库中的一个组成

部分
,

它根据小儿
“

稚 阳未充
.

稚阴未长
”

的生理特

点
,

以及发病部位和性质不同
,

采用不同穴位和手法

进行操作
,

从而达到人体阴阳平衡
,

营卫调和
,

正气

旺盛
,

邪气衰退
,

治愈疾病的目的
.

在小儿推拿的常

用手法 中
“

推法
”
以其作用部位全面

,

动作温和而稳

定
,

适应疾病广泛
,

疗效明显
,

使患 儿特别是 5 岁以

下的幼儿更易于接受
。

1 小儿推法的操作要领

操作
,

根据施术方向可分为直推
,

分推
、

旋推三

种
。

1) 直推法
,

以拇指挠侧或拇指螺纹面
,

或食中二

指指面
,

或掌根在穴位上作直线推动
。

2) 分推法
,

用 两手拇指挠侧或指面
,

或食中二指

指面 自穴位向两旁分向推动
“

~
.

~
” ,

或作
“

了
.

、
”

方向分推
。

3) 旋推法
,

以拇指螺纹面在穴位 上作顺时针方

向的旋转推动
。

推法一般在操作时根据不同的病症选择不同的

介质
,

一方面能保护小儿的皮肤
,

另一方面可以提高

疗效
,

推动时要有节律
,

频率大约每分钟 200 ‘ 300

次
,

用力宜柔和均匀
,

始终如一
,

旋推为补
,

直推为清

为泻
,

(向指根方向 ) ;
屈其指直推为补

,

直其指直推

为泻
;

往上推为清
,

往下推为补等
.

2 小儿推法的应用

2
.

1 小儿厌食症

操作
,

以姜汁或食盐末为介质

1 )推五经
:

脾经
,

补 4 0 0 一 6 0 0 次
,

清 2 0 0 一 3 0 0

次
,

肝
,

清 3 0 0 一 4 0 0 次
,

心
:

补 2 0 0 一 3 0 0 次
,

清 1 0 0 一

2 0 0 次
,

肺
:

补 2 0 0 一 4 0 0 次
,

清 2 0 0 一 3 0 0 次
,

肾
:

补

1 0 0 一 2 0 0 次
。

2 )推大肠 1 0 0 一 2 0 0 次
。

3) 推三关
,

推六腑
,

推下七节 10 。一 20 。次

治疗过程中还可根据情况需要配合揉按一些相

关穴位
;
如中脱

,

足三 里
,

神阴
,

丹 田
.
临床能取得较

好疗效
。

例 l
:

杨某
,

男
,

2 岁
,

1 9 8 7 年 7 月 22 日初诊
.

患

儿见食不贪
,

不善饮食
,

多次服用 山植丸
、

醉母片等

药物
,

未见良效
。

十月前因受寒致泄泻
,

服药即泻 止
,

2 4

而摄纳日差
,

时而拒食
.

就诊见
:

形体 消痰
,

面色少

华
,

精神欠佳
,

舌淡苔薄
,

指纹淡紫而滞
.

诊断
:

厌 t

症
.

按上法施治先清后补 4 次后
,

诉已不拒食
,

改用

先补后清
,

手次逐渐增多
.

治疗 7 次诉饮食大增
,

精

神佳
,

近访二月未复发
。

按
:

小儿厌食症祖国医学认为是由于脾胃不和
,

受纳运化失健所致
,

常导致疮症
,

临床以厌食为主
,

兼易受外感
,

尿床
,

咳嗽
,

多汗
,

多梦
,

易惊
,

腹痛
,

磨

牙等症
.

故治疗
“
脾健贵在运

,

胃健贵在通
” ,

以健脾

助运
,

和胃益气
.

为治则
,

推五经为健脾调中
,

补血生

肌
,
推大肠

,

可以除湿势
,

导积滞
;
推三关

,

推六腑
,

推

下七节可以培实元气
,

助气活血
,

再配以点揉刺激相

关穴位
,

起到调节五脏六腑之功效
,

如湖南的欧阳

氏
,

以此套手法
,

治疗小儿庆食症
,

30 例病人
,

有效率

为 1 0 0肠
。

2
.

2 腹泻

操作
:

1) 分推大横纹
。

2) 清补脾胃法
。

3) 清补大

肠
,

揉鱼尾
。

4) 清补肾及小肠
.

5) 推三关
。

6) 清天河

水
.

7) 清肝法
。

8) 运土入水法
.

9) 捏脊法
.

例 2
:

李某某
,

女
,

10 个月
,
1 9 8 9 年 7 月 3 日就

诊
.

母代诉
,

腹泻一周
,

昼晚六次以上
,

水样型大便
,

四肢欠温
.

面黄神疲
,

哭 闹不安
,

腹胀
,

波清
,

不渴
,

纳

呆
,

苔淡白
,

指纹淡清
,

镜检
:

大便带有淀粉顺粒
。

曾

在 X X X 医院诊为 ,J
、
)L消化不良

,

给予乳酶生耍儿素

等疗效不显
,

辨证为虚寒性腹泻
,

上述手法中以一式

至五式为主
,

推乖 5 次后
,

痊愈
。

按
:

小儿脏腑娇嫩
,

由于乳食不节或感受外邪造

成脾胃功能紊乱
,

升降失职
,

水湿不化
,

而导致泄泻
.

其中一式可以平衡阴阳
,

调和气血
,

行滞消食 , 二式

中补能健脾和 胃
,

调气血助运化
,

清能清热利湿
,

和

胃降逆
,

消食导滞 .三式补能温中止泻
,

涩肠固脱
,

泻

能清热通便
;
四式补能壮阳温肾

,

清泻下焦郁热
,

利

小便
;
五式可以补气行气

,

温阳散寒
.
六式清热解表

,

泻水除烦
,

七式清肝胆之热
,

镇惊安神
,

八式能清脾

胃湿 热
,

利尿止泻
,

九式可调阴 阳
,

理 气血
,

和血舒

筋
,

这套以推法为主
,

采取走线落点
,

带面均匀等手

法
,

时间要持久
,

对于几种作用相同的手法和穴位 不

能同时过多配用
,

一般 3 一 5 个部位最宜
,

以免刺激

太大而导致不良后果
,

另外对急症
,

慢性病刺激量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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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些时间持续宜长
,

每 日可二 次以上
,

愈后仍然巩固

治疗
,

并适当节食
,

按摩介质冬天宜用姜汁
,

春夏秋

可用滑石粉
,

在临床中疗效很好
,

如曲阜市孔 氏 50

例患儿
,

治愈率 1 0 0 %
。

2
.

3 咳喘

操作
:

1) 先揉天突 1 00 次
,

腔中 300 次
,

乳突 100

次
,

定喘 20 次
,

肺脯 200 次
,

分推稚巩 20 次
,

分推肩

押骨 20 次
.

2) 分推腹阴 阳 20 次
,

配康腹 5 分钟
,

加

揉足三里 20 次
,

脾胃愉各 20 次
.

例 3 :

袁某
,

男 10 一 12 岁
,

咳嗽
,

气喘一周
.

患儿

一周前有受凉史
,

后出现咳嗽
,

喉间痰鸣
,

咳吐不爽
,

呼吸气粗
,

咳啥日轻夜甚
,

经 3 天的消炎
,

拍液治疗
,

疗效不显
,

现精神尚可
,

饮食未减
,

小便黄
。

查
:

一般

情况可
,

双肺呼吸音粗
,

肺底可闻及痰鸣音和哮鸣

音
,

无干湿罗音
,

舌苔微黄
,

指纹青紫至 风关
。

诊断
:

咳喘
,

给予上 述手法治疗 1 次
,

第二天症状 明显 减

轻
,

继治 2 次
,

咳喘消失
。

随访一月
,

情况良好
。

按
:

肺为华盖
,

易被外邪所侵
,

脾常不足
,

运化无

力
,

易发本病
,

在手法中
,

分推狡巩
,

肩脚骨
,

揉相关

穴位
,

可以清肺热
,

化痰
,

止咳平喘
,

分推腹阴阳
,

堆

度可以增强 脾胃吸收和运化功能
,

使生血益气功能

强盛
,

脾 , 健
,

精气与精徽物质上摘于肺
,

使肺气宜

降有序
,

推拿治疗小儿咳喘无药害
,

无扭伤
。

疗效稳

定在手法治疗同时
,

又可增强患儿体质
,

达预防疾病

的作用
,

有防患于未然之功效
,

如镇江市的仲氏
,

采

用此法
,

62 例患儿
,
6 次为一疗程

,

经 一个疗程治愈

达 90 %
,

二个疗程达 1 00 写
。

2
.

4 便秘

操作
:
1 清大肠

,

二手各 1 00 次
.

2 退六腑二臂各

50 一 1。。次
,
3 推下七节骨 10 0 一 200 次

,

康腹
,

顺时

针方向 3 一 15 分钟
,

揉龟尾 100 一 200 次
.

例 4 :

张某
,

女
,

六个月
,

人工喂养
,

素来大便干

操
,

数日一行
,

常用开塞露通便
,

状如羊粪
,

多汗
,

喜

饮
,

食纳尚可
,

发育良好
,

予按摩治疗二次
,

大便变软

易解
,

二周后大便又操
,

再行二次治疗后痊愈
,

随访

半年
,

大便正常
。

按
:

小儿便秘
,

症为大便干燥难解
,

有时数 日一

行
,

便呈羊粪状
,

略带少量鲜血
,
口 渴喜饮

,

小儿为纯

阳之体
,

代谢旺盛
, “

阳常有余
,

阴素不足
. ”

便秘多由

阳旺而致
,

运用推幸手法可以清腑泻热
,

推下七节骨

清热通便
,

加之摩腹健脾和 胃
,

揉龟尾调整大肠功

能
,

诸法合用奏清热通便
,

健脾和胃之功
,

如安徽王

氏及储氏
,

应用此法
,

50 例患儿
,

有效率 98 %
。

综上所述
,

小儿推拿手法及取穴与成人推拿有

较大的不同
:

1) 在取穴部位上多侧重于手穴及体穴
,

手穴又多集 中分布在两肘以下
,

它打破了通常经穴

局限在一个刺激点
;
2) 线状穴

,

面状穴往往是经络的

某一段或经络之间的相关连系部位 . 3) 这种手法刺

滋既加大信息t
,

调动机体功能
,

又因摩擦生热的能

t 传递机力的作用增强脏腑功能 . 4) 其位里上便于

临床操作
,

且避免打针吃药之痛苦
. 5 )小儿发病当以

外感病及饮食 内伤居多
,

推法可达到解表 . 如推攒

竹
,

推坎宫
,

推太阳 : 清热
:

如清河水
,

退六腑
,

推脊 .

消导
:

如推脾经等作用
。

纵观其小儿推拿特点
,

推法

又为诸法之冠
,

因它分直推分推及教推
,

既可推及点

状穴
,

又可兼顾面状穴及线状穴
,

手法用力平稳着

实
,

不过分用力
,

更易让患儿接受
,

并在应用中恰当

地使用介质
,

更能获得较好的疗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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