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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摘 要要]] 揉法是推拿临床常用的治疗手法，指揉法、掌揉法临床应用广泛，本文结合近十年的相关临床文献，简述揉法在痛

症、内科、妇科、儿科疾病中的应用现状，为拓展揉法的临床应用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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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bstract Massage is a commonly used therapeutic technique in clinical massage, which has the effects of relaxing tendons and unblocking collater‐

als, activating blood circulation and removing blood stasis, relieving swelling and pain, eliminating accumulation and guiding stagnation, and calm‐

ing the heart and mind. Finger kneading and palm kneading are widely used in clinical practice. Based on the relevant clinical literature in recent ten

years, this paper briefly describes the current application of kneading in pain, internal medicine, gynecology, pediatrics, providing reference for ex‐

panding the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kn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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揉法是临床常用的推拿手法，广泛用于内外妇

儿科等疾病的治疗当中，具有舒筋通络、活血祛瘀、

消肿止痛、消积导滞、宁心安神的功效，如《厘正按

摩要术》：“揉以和之…可以和气血，可以活筋络，而

脏无闭塞之虞矣。”《石室秘录·摩治法》：“脏腑癥结

之法，按其小腹揉之…数千下乃止…如是七日，癥

结可消。”《修昆仑证验•揉积论》：“气血因感伤而

停，则津液变诞沫以凝结…此积之所由成也…积之

非揉不消。不论太小内外病症，揉之，使经络气血

通畅，则病无不愈者。”临床常用的揉法包括指揉法

和掌揉法。

指揉法以手指着力，有利于力量的渗透，适用

于穴位和肌肉附着处等部位，掌揉法接触面积大，

适用于腹背腰臀部，揉法着力部位的差异性使其在

拓展临床应用范围时也在适应症上有所侧重。本

文综述近十年的相关临床文献，简述揉法在伤科、

内科、妇科、儿科疾病中的应用现状，为拓展揉法的

临床应用提供一些思路和方法。

11 揉法在痛症疾病中的应用揉法在痛症疾病中的应用

疼痛是推拿治疗的优势所在，揉法可直接解除

肌肉痉挛、缓解肌肉疲劳、减轻纤维增生程度并减

缓甚至逆转肌肉的纤维化，有效改善相关的临床症

状。其中，指揉法多用于颈肩部，而掌揉法多适用

于腰背部。

1.1 指揉法放松颈部肌肉治疗头部痛

指揉法力量渗透，有利于放松局部组织，可以

单独使用，也可以配合拨法、按法同时使用。王成

远等[1]在治疗颈源性头痛时，采用指揉法放松颈部

寰枕筋膜区及枕下三角区肌群，再以拇指指端揉拨

枕下三角肌群，结果发现指揉法可有效松解寰枕部

肌肉紧张，降低交感神经兴奋，改善经颅局部微循

环，比仅用㨰、拿法放松颈肩部肌肉在改善颈源性

头痛程度方面表现出更好的临床疗效。胡艳平等[2]

以揉拨法治疗椎动脉型颈椎病，用拇指指腹揉拨风

池、风府、玉枕，用力逐渐稳重渗透以患者局部有酸

胀感为佳，然后分别从风池、天柱、风府穴开始沿足

少阳胆经、足太阳膀胱经、督脉经脉循行线施以揉

拨法，结果显示揉拨颈部可明显改善患者的椎-基底

动脉血流动力学指标、缓解患者局部肌肉组织痉挛

与紧张，恢复颈椎两侧肌肉的肌力肌张力，从而改

善患者的头颈部的血供，缓解患者头晕头痛及颈项

部疼痛症状。王朝辉等[3]以拇指按揉法治疗枕大神

经痛患者，拇指按揉放松胸锁乳突肌及前、中斜角

肌并以示指点揉下斜肌、半棘肌、头后大斜肌、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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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肌及枕后腱弓，发现指揉法可松解肌肉、筋膜，解

除神经卡压，分解神经与周围组织的粘连。

1.2 掌揉法治疗腰部筋伤

腰部肌肉丰厚，常用掌揉法放松腰部肌肉。李

征宇等[4]用拇指按揉法以中等刺激量（力的均值为

5.6kg）揉腰部压痛点、委中穴，发现按揉法可使单侧

型发作期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血清 β-内啡肽水平

明显升高，血清 p物质水平明显降低而发挥镇痛作

用。王子杨等[5]采用掌揉、指揉腹部治疗腰椎间盘

突出症，以叠掌揉腹部配合拇指按揉鸠尾、中脘、天

枢、关元及腹部经脉上的敏感点，发现可降低腹压，

缓解腹主动脉的痉挛，降低窦椎神经周围压力，降

低椎管压力而改善腰痛。

吕立江等[6]在腰椎实体网络模型L4、L5棘突外

部肌肉处予以大鱼际及掌根揉法施加平面作用力

50N，发现揉法主要通过肌肉进行力学传递，揉法可

使髓核向椎间盘中部及周边集中而增加椎间盘内

负压。临床治疗腰部筋伤时常将掌揉法与扳法配

合应用提高临床疗效，在扳法施术前充分放松腰部

肌肉有利于避免扳法导致的肌痉挛和疼痛。周楠

等[7]以掌揉法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时，在掌揉法放

松腰部后施以腰部斜板法可提高腰背伸肌群运动

神经元募集数量和运动单位放电频率，提高腰部主

动肌群和拮抗肌群的协调平衡能力，改善腰背伸肌

群失衡状态。曹晔等[8]在治疗急性腰扭伤患者时，

掌揉腰背两侧竖脊肌及骶部、股后部施以腰部斜扳

法可明显缓解腰部的疼痛程度和改善腰部的活动

功能。

1.3 揉法治疗四肢疾患

掌揉法也常用于四肢关节疾病治疗中，并常与

拿法及运动关节类手法配合运用。张弛等[9]治疗早

期股骨头坏死时注重将整体调节和局部治疗相结

合，以手掌按揉腰背部膀胱经、督脉及髋后侧和外

侧肌肉，拿揉大腿并以拇指按揉肾俞、腰阳关、大肠

俞、八髎以患者感觉到酸胀为度，可有效改善患侧

股骨头血供及血液流变学指标，促进髋关节功能恢

复，提高临床疗效。范春兰等[10]从经筋的连续性出

发治疗膝关节骨性关节炎，以手掌按揉法及拇指按

揉法按揉骶部及下肢后侧、前侧肌群，并重点按揉

肌群中的阳性反应点直至松弛为止，并配合被动活

动下肢，发现按揉法可充分伸展肌肉、韧带、关节，

减轻骨内压，改善骨内微循环，解除肌肉痉挛及膝

关节交锁症状，恢复骨与关节的定稳性和灵活性。

唐宏亮等[11]运用掌揉法和拿揉法治疗躯体疼痛性亚

健康患者，以掌按揉肩背腰骶部，拿揉颈部及上下

肢，指揉后枕部肌肉附着处及肢体关节附近穴位，

发现可明显改善躯体疼痛性亚健康人群的疼痛强

度。

22 揉法在内科疾病中的应用揉法在内科疾病中的应用

2.1 揉法在脑卒中中的应用

《素问·异法方宜论》：“其病多痿厥寒热，其治

宜导引按”，提示推拿也用于脑卒中的治疗。掌揉、

指揉脑卒中患者躯干、四肢及穴位配合肌肉牵张训

练可刺激外周感受器并将相关信号反馈至皮质感

觉中枢，提高肌肉收缩效率及肌肉协调能力，修正

异常运动模式[12]。王晅等[13]发现拇指指腹按揉合谷

穴可使中央前回、中央后回信号升高，并激活双侧

小脑、纹状体、视觉联合区、颞叶听觉区等多个部

位，证实指揉合谷可激活头面肢体相关运功、感觉

中枢。

掌揉法、指揉法用于治疗脑卒中后肢体活动障

碍，并常配合被动活动关节。曾庆云等[14]以掌揉法

及指揉法治疗右侧肢体瘫痪急性期缺血性卒中患

者，指揉患者前额、耳后及后枕部穴位，掌揉、指揉

手足三阳经四肢循行部位及腰背部和相应背俞穴，

配合被动活动四肢关节，发现可调节中枢张力反馈

通路促进脑功能重塑，促进缺血性卒中肢体运动功

能恢复。汪瑛等[15]在康复训练的基础上以掌揉法治

疗中风后偏瘫患者，掌揉患侧肢体痉挛拮抗肌并以

四肢关节为重点治疗部位，发现可促进偏瘫患者肢

体平衡能力及肌张力恢复，改善临床症状，提高日

常生活能力。周亚等[16]以拇指按揉法及拿揉法治疗

脑卒中后肩痛及上肢功能障碍患者，以拿揉法放松

患侧肩胛带肌群及上肢后，以拇指按揉肩胛内侧夹

脊穴及肩胛周围和肩肘腕关节附近穴位，力度以患

者自觉局部酸胀但疼痛可耐受为宜，发现可明显减

轻脑卒中患者肩痛，恢复正常的肩肱节律，促进偏

瘫侧上肢运动功能的恢复。

2.2 揉腹治疗消化系统疾病

掌揉法多用于腹部推拿当中，掌揉腹部可调节

脾胃之气的升降，掌揉法对腹部的机械刺激可促进

腹腔内的血液循环和肠道蠕动。高俊平等[17]以腹部

掌根揉法治疗膀胱癌根治术后患者时，于术后 6h以

掌根揉法依次按揉升结肠段、横结肠段和降结肠

段，发现掌揉法可促进胃泌素的分泌，缩短术后肠

鸣音恢复时间及首次排气排便时间，降低肠梗阻发

生率及平均住院日。王朝辉等[18]在口服二甲双胍的

基础上以鱼际揉法及指揉法治疗辨证为湿热困脾

证的肥胖伴 2型糖尿病患者，通过腕关节的运动使

右手小鱼际、食中无名小指指腹及左手小鱼际依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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揉动腹部，发现可加快胃肠蠕动，促进体内代谢产

物的排泄,降低体重指数，调节糖脂代谢从降低胰岛

素抵抗。杨璐等[19]在药物纠正心衰的基础上以掌揉

法治疗老年气虚血瘀证心力衰竭患者，用叠掌揉法

顺时针揉脐周及结肠走行区域配合指揉气海、关

元、天枢，发现可提高肠黏膜神经传导反射，增强肠

道分泌功能及肠蠕动，改善便秘症状。

2.3 揉法改善失眠

张红石等[20, 21]以掌揉腹部治疗心脾两虚型失眠

患者，采用手掌按揉腹部至患者自感腹部温热并配

合震法，发现可降低慢性失眠患者外周血清P物质、

脑啡肽、食欲刺激素含量，提高神经太Y含量，具有

改善睡眠作用。庞军等[22]在以拇指按揉足少阳胆经

循行路线率谷至风池一线治疗失眠的多中心研究

中，发现在足少阳胆经上施以指揉法可有效提高患

者睡眠效率和睡眠质量,消除睡眠障碍和降低日间

功能障碍。岳波等[23]以指揉法治疗围绝经期睡眠障

碍患者时，拇指按揉前额及安眠穴、神门穴、三阴交

除能有效改善围绝经期患者的睡眠质量外，还能降

低围绝经期睡眠障碍患者的焦虑、抑郁水平。雷龙

鸣等[24]将指揉法、掌揉法共同用于治疗亚健康疲劳，

先后以拇指揉法、叠掌按揉法、肘揉法揉患者背部、

腰骶臀部及夹脊穴，发现可有效地缓解其躯体及精

神疲劳症状，改善情绪、睡眠及食欲。张海英等[25]以

指揉法、掌根揉法治疗失眠型亚健康状态患者时，

以拇指及掌根按揉小腿足三阴经循行路线，拇指按

揉双侧三阴交、太溪、太冲、涌泉以患者酸胀为度，

发现能有效地改善亚健康人群的睡眠质量, 提高生

活质量。

33 揉法在妇科疾病中的应用揉法在妇科疾病中的应用

3.1 揉法治疗痛经

冲任气血失调，瘀阻胞宫常用来阐释妇科疾病

的病机，揉法可活血化瘀止痛，掌揉法、指揉法常用

于痛经的治疗。陈勇等[26]以指揉法及拿揉法治疗原

发性痛经时，拿揉患者腰骶部肌肉紧张处、肾俞、大

肠俞、八髎并予拇指按揉气海、关元、天枢、地机，于

经前 1周开始治疗直至月经来潮，治疗 3个月经周

期后发现可降低子宫动脉阻力，调节 PGF2α、PGE2

水平，减轻子宫平滑肌痉挛，改善局部缺血缺氧状

态而发挥止痛效应。王宗佼等[27]从人体结构、经络

及肌筋膜整体性出发采用掌揉法治疗原发性痛经，

以掌揉法揉患者腰腹及下肢前表线、后表线、体侧

线上的显性及隐性激痛点，并根据寒凝、气滞、肝肾

亏损的证型差异以拇指按揉相应的背俞穴、交会

穴，发现可改善原发性痛经患者子宫动脉血流指

标，减轻疼痛程度及疼痛持续时间。王景梅等[28]以

掌揉法配合扳法治疗原发性痛经时，在掌揉背腰部

膀胱经第 1侧线的基础上予以腰椎定位扳法，发现

可有效缓解疼痛且表现出稳定的远期疗效。

3.2 揉法治疗产后缺乳

掌揉法、指揉法也用于治疗产后缺乳。朱云飞

等[29]以拇指按揉法治疗剖宫产后缺乳初产妇时，于

术后第 3天拇指按揉膻中、乳根、屋翳、期门、复溜、

足三里，发现可刺激下丘脑-垂体-性腺轴,激活脑内

多巴胺系统,调整脑-垂体-卵巢的功能,降低泌乳素

抑制激素的释放,促进乳汁的合成与分泌，增加泌乳

量和乳房充盈度。陆萍等[30]于产后 24h以掌揉法及

多指揉法揉自然分娩初产妇前胸部及乳房基底部，

中指或拇指按揉胃经前胸部穴位及脾、胃经募穴、

合穴等，可提高产后泌乳量和产后 48h血清泌乳素

水平，并提前产妇始乳时间。郑娟娟等[31]以鱼际揉

法及指揉法治疗产后缺乳患者，以鱼际揉法及多指

揉法揉乳房基底部及胃经胸部穴位，指揉胃经下合

穴及足三阴经交会穴，拿揉肩井，发现可促进产妇

早泌乳，明显增加产妇泌乳量,延缓血清泌乳素下降

水平,缓解产后乳房胀痛。

44 揉法在儿科疾病中的应用揉法在儿科疾病中的应用

4.1 指揉法治疗儿童呼吸系统疾病

儿童脏腑娇嫩，形气未充，易受邪侵，揉法可刺

激经络穴位而调整脏腑功能，并可避免因手法过重

诱发的肌肉痉挛。李文等[32]以指揉法治疗肺炎支原

体感染后慢性咳嗽患儿，以拇指推肘膝关节以下肺

经、脾经，并以拇指按揉肺脾两经上的原穴、经穴、

络穴及背俞穴能明显改善患儿咳嗽症状。田福玲

等[33]以指揉法治疗慢性持续期小儿哮喘，手指按揉

揉天突、定喘、乳旁、乳根、肺俞 50-150次，清肺经、

清肝经、补脾、肺、肾经等治疗 3个月，发现可有效提

高哮喘患儿外周血肥大细胞 TLR1、TLR2、TLR4表

达，调节炎性反应,增强免疫应答，减少哮喘发作次

数、呼吸道感染次数。夏天等[34]以指揉法治疗肺脾

气虚型反复呼吸道感染患儿，指揉 2-3岁患儿膻中、

肺俞、脾俞、足三里 50 次（4-5 岁患儿 100 次），配合

推三关、补肺经、补脾经、补肾经、捏脊等，发现可减

少反复呼吸道感染发病次数，缓解临床症状，增强

患儿体液免疫、细胞免疫功能降低复发率。

4.2 指揉法治疗儿童消化系统疾病

彭玉等[35]以中指指腹按揉阑门、揉脐，指端顺时

针及逆时针揉龟尾，拇指指腹按揉足三里 100次，配

合补脾经、补大肠、推上七节骨、捏脊治疗急性腹泻

患儿，治疗 5天获得的短期疗效及疗效持久性优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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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服蒙脱石散。徐珊等[36]以指揉法治疗小儿伤食泄

泻，以指揉板门 200次、揉脐 500次、揉龟尾 300次，

并清大肠、摩腹、清小肠等，发现可缩短伤食泻患儿

大便次数、性状、质地恢复正常时间。陈艳霞等[37]以

指揉法治疗小儿乳食积滞便秘，以治指揉法揉脐、

揉板门、足三里、天枢、长强各 100 次，顺时针揉腹

300次，清大肠、推六腑、推下七节骨等，可改善患儿

便秘症状。

55 小结小结

揉法具有舒筋通络、活血祛瘀、消肿止痛、消积

导滞、宁心安神的功效，尽管揉法作用特点偏于缓

慢柔和，如《易筋经•揉法》：“凡揉之法…徐徐来往，

勿重勿深”，但临床运用时可借助不同部位为着力

点进行揉法操作拓展了揉法的应用范围，使揉法被

广泛用于慢性疼痛性疾病、内科、妇科、儿科，临床

常根据治疗需要选择相应的揉法。指揉法常以指

腹和指端为着力点，手指的灵活性及力量的持续性

使指揉法多用于肌肉附着处及穴位，尤其是颈部及

四肢肌肉附着处。掌揉法弥补了指揉法着力部位

小的缺点，常用于胸背腰腹部及四肢，且在腰腹部

常与按法相结合演化出按揉法，在四肢则与拿法相

结合而演化为拿揉法且常配合运动关节类手法。

肘揉法兼具着力面积大、力量足的优势也多用于腰

部。揉法治疗内科疾病时，常在辨证选取经络腧穴

的基础上沿经络循行施以指揉法或掌揉法。小儿

“脏腑娇嫩、形体未充”，揉法治疗儿科疾患时往往

动作轻快、力量轻柔，刺激量常以操作次数确定，而

成人推拿手法多关注力量的渗透性，刺激量多以患

者有得气感且能耐受或不感疼痛为度。

目前与揉法相关的临床报道注重探索提高临

床疗效的方法而忽视手法产生作用的机制，多手法

的干预方式难以客观观察揉法的临床疗效，影响揉

法临床疗效的力度、频率、手法作用时间等也缺乏

客观的评价方法及量化指标，针对揉法作用及作用

机理的基础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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