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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医推拿学》是我社组织编写的高等中医药院校教学参考丛书之一，由上海中医学院曹仁发教授主
编。
全书共四篇。
第一篇为总论、概述了推拿基础理论、常用腧穴、小儿推拿特定穴位、推拿手法、推拿作用机制、生
物力学与推拿以及临床常用诊断方法等。
第二篇为成人推拿，详述了近80种运动系病症、内妇科病和五官科等杂病。
第三篇为小儿推拿，主要介绍了推拿儿科常见病症18种。
第四篇为练功、膏摩与其他，包括易筋经与少林功以及膏摩、热敷和自我推拿等内容。
    此次修订本的内容更趋实用性、指导性与时代性，结合推拿临床及手法的技术特点，增加了“生物
力学与推拿、枕寰枢关节错位，颈椎间盘突出、颈部扭挫伤、冠心病、心悸、感冒”等章节内容；充
实了推拿专业检查的内容；对推拿治疗各种病症的方法及具体操作要求，予以实实加强，使其拓展读
者对推拿疗法的思路，从而提高临床疗效。
    为便于读者参考，本书每章节后都附了按语、文献摘录和思考题。
全书给90万字，195幅插图，文图并茂，便于理解、应用。
本书主要供中医药院校师生参考，也可供从事中医推拿临床，科研以及攻读本科硕士学位的研究生学
习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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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推拿专业工作者身体的灵敏素质　　灵敏是人体运动过程中所表现的一种复杂的素质，手法
的灵敏素质只有在操作技能掌握非常熟练后才能表现出来，它表现为推拿专业工作者对患者伤情病情
变化的灵敏感知及根据伤情病情变化灵敏变换手法操作和控制手法力量的能力，正如《医宗金鉴·正
骨心法要旨》所说：“机触于外，巧生于内，心随手转，法从手出。
”　　灵敏素质的发展与各种分析器的功能改善有密切的关系，在手法操作过程中则表现为对时间、
空间上的认知和控制能力。
要提高灵敏素质，必须提高大脑皮层神经元神经活动过程的灵活性；而要提高皮质细胞处理信息的灵
活性，必须使第二信号系统从对第一信号系统活动进行严密控制的负担中解放出来，使第一信号系统
有不依赖于第二信号系统独立工作的能力，即达到手法操作动力定型的自动化阶段，以便运动中枢及
时处理感觉神经传人冲动信号及对感觉传人冲动作出正确的应答。
　　灵敏素质的建立必须通过长期的临床实践。
手法训练过程的外在条件是固定不变的，而临床实际情况则是千变万化的，灵敏素质就是指对千变万
化的伤情病情作出正确的治疗操作变换。
如何发现千变万化的伤情病情需要临床实践经验的长期积累，如何对所发现的伤情病情变化作出正确
的决策及正确地体现在手法操作上，更需要长期临床经验的积累。
　　四、以低能量消耗产生最大动力输出　　中医推拿手法素以重视操作技能而著称于世，如传统的
一指禅推法、攘法输出的独特动力所产生的刚柔相济的人体感受曾令前来我国进行手法医学学术交流
的欧美同行惊叹不已。
中医传统手法理论同样十分重视整骨手法的技巧性，反对采用暴力整复。
如《医宗金鉴》称：“使患者不知其苦，方称为法也。
”但仅仅把动力输出的优化作为改进手法目标是不够的，还应该以现代人体工程学的角度出发，改进
传统手法的操作方式，实现手法操作的最低能量消耗或耐疲劳性。
　　外国同行在评价中医推拿手法的优点时认为：“以最小的能量消耗来产生最大的治疗作用”，甚
为精辟。
站在人体工程学的角度看，中医推拿手法的精髓在于通过肌肉和关节运动方式的优化，提高肌肉收缩
的机械效率和能量转化效率。
从人体工程学的观点就是，中医推拿手法通过肌肉和关节运动方式的优化来提高肌肉收缩的机械效率
和能量转化效率。
因机体能量消耗必然会出现运动疲劳，因而肢体运动的耐疲劳性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其能量消耗情况
。
如振法在临床上有两种不同的操作方式，一种是手臂屈伸肌群同步强直性收缩所产生的肌震颤方式，
一种为手臂屈伸肌群快速交替性舒缩所产生的关节微细振动方式。
前者因操作过程中能量的无谓消耗及能量补充的障碍而迅速发生耗竭，很快出现疲劳；后者则因能降
低能量的消耗及能量物质的不断补充而具有良好的耐疲劳性，只要掌握该操作方式，一般可持续操作
几十分钟而不显疲态。
　　要达到以低能量消耗实现最大动力输出，取决于可以从操作方式是否正确、动作是否协调、各种
手法间互相衔接是否连贯、自然等三个环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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