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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国高等医药教材建设研究会规划教材：小儿推拿学》系小儿推拿学教学领域的第一部本科规
划教材。

　　《全国高等医药教材建设研究会规划教材：小儿推拿学》在确定疾病的推拿基本方时，除了整理
古代文献外，也对现代相关病症的小儿推拿防治文献进行了整理，提炼出常用手法和穴位；还进行了
一些小儿病症推拿基本方的全国专家咨询。
所以，本教材病症的基本方及其加减较好地反映了古今推拿治疗的成果，融合了小儿推拿各大流派的
经验。

　　《全国高等医药教材建设研究会规划教材：小儿推拿学》可供针灸推拿学专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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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阴阳学说认为，疾病的本质在于阴阳失调，包括天人阴阳关系失调和人体自身阴阳
关系失调。
治疗疾病的根本原则是调整这种紊乱关系使之复归于阴平阳秘状态。
 小儿推拿通过运用不同穴位和不同手法，将调整阴阳具体化。
 1.阳穴阴穴，属性迥异小儿推拿有阳穴和阴穴。
阳穴其性似火，具有温煦作用；阴穴其性似水，具有滋润作用。
阳穴位于阳份，如手背、前臂桡侧、上半身、背部、下肢外侧；阴穴位于阴份，如手掌、前臂尺侧、
下半身、腹部、下肢内侧等（古人谓手背属阴，手掌属阳，见《小儿按摩经》，与传统中医划分阴阳
掌有别）。
一般而言，阳病治阴，阴病治阳。
如高热、神昏、急惊、热哮、便秘等的阳证，可取小天心、天河水、六腑、阴池、内八卦、任脉、腹
等阴部穴位；而久泻、久喘、畏寒、肢冷、遗尿等的阴证，可取外劳宫、一窝风、阳池、三关，督脉
等阳部穴位。
 2.阴阳配穴，以平为期 （1）相反相成配伍：将阴阳部位和属性不同的穴位配伍，以加强疗效或制约
穴位或病症阴阳之偏。
如清天河水与揉二马同用，以交通心肾之阴阳；点百会与擦涌泉交通上下之阴阳；内、外劳宫双点和
内、外八卦同运以调节内外之阴阳；上三关与下六腑按次数比例（如5:2或3:6等）操作，使水火不致太
过，阴阳不致太偏，恰到好处地适应具体小儿的阴阳状态。
 （2）同类穴位配伍：将阴阳属性相同的穴位配伍，以加强功效。
如头面四大手法将调节天人阴阳的天门、调节脏腑阴阳的坎宫、调节左右阴阳的太阳，和宁心安神镇
惊的耳背高骨相配伍，加强了调节阴阳的力度，扩大了调节阴阳的范围；又如双风展翅，先提耳以调
肾中阴阳，后点穴从承浆（任脉终点）起，至人中（督脉体外终点）止，通过调任督而强化阴阳调节
；古人补益，常取小腹与腰骶，小腹丹田，腰骶命门，增强温助元阳之效；捏脊与拿肩配合，二者均
升提温助，则升阳举陷之功更著。
 3.讲究次数传统小儿推拿操作多用次数为度量单位。
次数中，奇数为阳，偶数为阴。
凡补阳多用奇数，凡补阴多用偶数。
而一年有12个月、24个节气，人有左右各12条正经，共24条。
小儿推拿据此在头面四大手法中，开天门、推坎宫、运太阳均取24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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