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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志华教授腹部推拿原理浅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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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志华教授师承已故内功推拿大师胡秀璋先

生，继承和发展了内功推拿特别是腹部推拿。临床应

用刚柔并济，攻补兼施，可达调和阴阳之功。笔者有

幸随师侍诊F获益匪浅，现总结如下。

! 腹部与脏腑的关系

吾师认为，五脏六腑就其所居处的位置而言，

脾、肝、肾及胆、胃、小肠、膀胱、大肠、三焦均居于腹

中，而位于胸中的心、肺两脏及腹中的小肠、大肠通

过经络构成表里关系。经云：“有诸内，必行诸外”，因

此，脏腑发生病变必有相应的症状和体征表现于腹

部。肠位于腹部中央，脐窝又名神阙，内与脏腑一气

相通，在人体占有重要位置，脏腑有病，亦可有相应

的症状和体征表现在脐部。脾胃位居腹部，为人体元

气生化之源，元气是健康之本，若脾胃之气受到损

伤，必然造成元气衰惫。使阴阳平衡遭到破坏，脏腑

经络，气血营卫等相互关系失调而诸病丛生。脾胃的

升降出入失常，则清阳之气不能上升和敷布，后天之

精不能归藏，饮食清气无法进入，脏腑组织无气以

养，浊阴之气不能下降，废浊之物不能排出，从而变

生诸病。由此可见，腹部与脏腑尤其脾胃的关系极为

密切。大量临床实践证明腹部推拿的确可对脾胃的

功能发生影响。吾师常以腹部按法作用于上脘、中

脘、下脘等穴，可以健运脾胃，畅中调气；以腹部揉法

施于神阙穴，则引达调节脏腑气机，温通血脉，祛风

散寒；推按关元穴则具有温补元气，调气回阳的作

用。综合运用即可通过补脾胃，调气机，进而取得治

疗脏腑及与其相连属的器官组织疾病的目的。这也

正是腹部推拿对治疗以胃肠为主的消化系统疾患具

有卓著疗效的道理所在，正所谓“后天之本在脾，调

中者摩腹”。

" 腹部与经络的关系

腹部与十二经脉、奇经八脉有着密切的联系。如

手太阴肺经起于中焦，下络大肠，还循胃口，上膈属

肺；手阳明大肠经下膈，属大肠；足阳明胃经下膈，属

胃，络脾；足太阴脾经入腹，属脾、络胃等等。所以疾

病发生后，又必然表现于相关连的经脉。吾师所创之

腹部推拿多施手法于神阙、气海、石关、肓俞及气冲

等穴。神阙、气海为任脉位于腹部的穴位；石关，肓俞

为足少阴肾经位于腹部的穴位，又是冲脉寄附于足

少阴肾经的穴位；气冲虽隶属于足阳明胃经，但又为

冲脉之起始部，冲脉又上行于头，下达于足，贯穿全

身，为气血之要冲，五脏六腑之海，十二经之源。由此

可见，腹部推拿虽仅作用于冲任，但其正是通过任冲

之脉直接影响冲、任、督三脉的功能，进而对五脏六

腑、十二经脉的气血起到调节灌注之功，通过疏通气

血、扶正祛邪、平衡阴阳，达到治疗全身疾病的目的。

# 腹部与背部的关系

冲、任、督三脉“一源而三歧”，冲、任二脉分布于

腹部，以督脉为其分支；督脉分布于背部，以冲、任为

其分支。三脉本为一源，加以分支连接，更加强了腹

背部脉气的相互联系。任脉居于腹部正中，其经亦布

于腹部；冲脉以足少阴经为主干，并受纳足阴明的脉

气，夹脐布于腹两侧；督脉居于背部正中，其络在背

部“左、右别走太阳”使督脉与足太阳经相通，从而构

成了腹部的冲、任、足少阴经、足阳明经与背的督脉、

足太阳经的横向性联系。加之带脉环绕背腹 A 周，束

腰如带，进一步沟通了腹、背的脉气联系。

腹部之募穴为脏腑之气集聚于体表的部位，背

部之俞穴为脏腑之气输注与体现的部位。《难经本

义·六十七难》曰：“阴阳经络，气相交贯，脏腑腹背，

气相通应”。因此，腹部募穴与背俞穴之间的关系，亦

是腹背存在横向性功能联系的具体说明，而腹部神

阙穴与背部命门穴的相对应位置，更充分体现了这

一点。《厘正按摩要术》曰：“脐通五脏，真神经来之门

也，故名曰神阙，与肾附于脊之十四椎相对，如南、北

极是也。

由此可见，人体的腹部和背部、体腹和体表，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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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体腔内的脏腑器官与体表的腹部、背部之间，均

存在着横向性的功能联系。故吾师治疗脏腑疾患

时，在行腹部推拿的同时，多施术于背俞穴，以俞募

相配，腹背相通，达到调节脏腑，疏通经脉之气，治

疗疾病之目的。

! 典型病例

隋某，女，9? 岁，初诊时间：@;;A 年 @ 月 @8 日。

患者于就诊两月前人工流产，后肢倦神疲，失眠多

梦，伴头痛，易惊，心悸健忘，不思饮食，曾经口服西

药及中药汤剂治疗，效果不佳，遂就诊于我科。查：

神清，精神弱，形体消瘦，面色少华，语言低微，心肺

（B），神经系统检查无阳性体征，舌淡，边有齿痕苔

薄白，脉沉细无力。诊断：中医：不寐，心脾两虚型；

西医：神经衰弱。患者因术后气血俱损，脾气虚弱，

气血生化之源不足，血不养心，以致心神不安，而成

不寐。治则：补脾益气，养血安神。治疗手法：按、揉、

推 等 法 。选 穴 ：中 脘 、足 三 里 、印 堂 、神 庭 、头 维 、风

池、脑空、心俞、肺俞、胆俞、胃俞。患者仰卧，医者位

于患者左侧。用腹部掌按法于中脘穴，持续按压 C D+&，

继用腹部掌揉法于上腹部，操作 C D+&，再用拇指按

揉足三里穴 @E8 D+&。然后医者坐椅于床头，用双手

拇指交替从印堂穴推至神庭穴 9 D+&。继用拇指揉

头维穴 @E8 D+&。患者俯卧，医者位于患者右侧。用

拇指按揉心俞、膈俞、肝俞、胆俞、脾俞、胃俞、肾俞

穴 。然 后 用 拇 指 禅 推 法 从 心 俞 推 至 肾 俞 穴 C D+&。

8 次 F 3。A 次后开始好转。经 8: 次治疗后，基本恢复

正常，每日睡眠 ?EG 5。且睡眠质量较好，随访半年

无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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颈椎病是指颈椎间盘退行性改变及继发性椎

间关节退行性变所致的邻近组织受累而引起的相

应症状和体征。神经根型颈椎病为颈椎病一种常见

类型，以颈、肩、前臂及手指疼痛、麻木为主要临床

表 现 ，病 机 为 气 机 阻 滞 、瘀 血 阻 络 、寒 邪 凝 滞 而 致

“不通则痛”。针刺疗法和药物熏蒸疗法是中医的传

统 治 疗 方 法 ，具 有 活 血 通 络 、散 寒 除 湿 、止 痛 的 作

用。临床应用针刺加药物熏蒸疗法治疗取得了满意

的疗效，现报道如下。

" 临床资料

"#" 一般资料 本组 GG 例，男 I9 例，女 IC 例；年

龄最小 8G 岁，最大 ?: 岁；病程最短 @ 周，最长 8 ’。

随机分为针刺加药物熏蒸疗法组K以下简称针药组L

和针刺组各 II 例。

"$% 诊断标准 参照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发布的《中

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颈椎病的诊断依据L M@N及《中药

新药临床研究指南》M8N中颈椎病的诊断标准，中医辨

证属风寒阻络型、气滞血瘀型及阳虚型。

"#& 检测指标 简化 67O+((M9N疼痛问卷：由 @@ 个感

觉类和 I 个情感类对疼痛的描述词以及现时疼痛

强度（PPQ）和视觉模拟评分法（<JR）组成，是 @ 种敏

感可靠的疼痛评价方法。PPQ：作为询问现时疼痛的

指标以测定现实疼痛的强度。<JR：病人根据自己所

感受的疼痛强度，在直线上某 @ 点作 @ 记号，以表

示疼痛的强度及心理上的冲击。其优点为简单明

白，易行易评。

% 治疗方法

%#" 治则 祛风散寒，活血止痛。

%#% 处方

%#%#" 针刺组 颈椎夹脊刺、风池、完骨、天柱、肩

I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