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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自上个世纪90年代Jenet Travell和David
Simo合作编著的《肌筋膜疼痛与机能障碍激痛点手册》传入我国后，国内的临床医生越来越重视由骨
骼肌功能失调引起的疾病。
多年的临床实践表明，中医推拿疗法是治疗肌筋膜疼痛触发点引起的肌筋膜疼痛综合征的有效手段之
一，且推拿疗法无创，患者容易接受，非常值得推广，但目前市面上涉及这类内容的书籍很少。

书中概述了肌筋膜疼痛综合征的发病机制、病理生理学、临床特点、诊断条件、治疗方法，阐述了推
拿疗法治疗肌筋膜疼痛综合征的主要作用、适应证、禁忌证、注意事项及常用手法。
《图解肌筋膜疼痛触发点推拿手法》由谭树生、黄强民、庄小强主编，本书的重点在于对头项部、肩
臂部、胸背部、腰臀部、腿部等的主要肌肉的肌筋膜疼痛触发点，给以准确定位，并在照片中的人体
体表进行标示，扼要陈述其发生原因、临床表现，详细介绍上述骨骼肌各自肌筋膜疼痛触发点上适宜
采用的推拿手法的种类、操作要求、注意事项，并交代了上述骨骼肌的自我牵张方法以辅助治疗。

《图解肌筋膜疼痛触发点推拿手法》理论联系实际，实用性强，文图对照，直观易学，主要供骨科专
业人员临床参考应用，其他医务人员也可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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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谭树生，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族医院康复医学科主任，副主任医师。
现任世界手法医学联合会副秘书长，广西康复医学会常务理事和广西中医推拿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
广西康复治疗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广西医师协会康复医师分会常务委员，中华中医药学会整脊分会委
员，广西中医药学会整脊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与人合作主编了专著《韦以宗论脊柱亚健康与疾病防治》、《肌筋膜疼痛触发点的诊断与治疗》。
　　黄强民，上海体育学院运动医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毕业于瑞典皇家医学科学研究院，是留欧医学博士。
曾参与瑞典劳动保护基金、吴阶平科研基金、上海市教委和科委科研基金等项目的研究工作，并荣获
一项省部级科技进步三等奖，十多项地市级科技进步二、三等奖。
与人合作主编了专著《肌筋膜疼痛触发点的诊断与治疗》和《运动损伤与康复》。
　　庄小强，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族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
中华医学会广西骨科学会常务委员，中国康复学会骨关节、风湿病专业委员。
近年来主持和参与了科研项目5项，其中获市级科技进步一等奖1项、二等奖3项。
有30多篇学术论文在国家级和省级期刊上发表，与人合作主编了专著《肌筋膜疼痛触发点的诊断与治
疗》。
　　韦贵康，男，1938年生，1964年毕业于河南平乐正骨学院。
现为广西中医药大学终身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
工作后到天津、北京、上海等地进修骨科两年。
从事骨伤科医疗、教学与科研工作48年，曾先后担任广西中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院长、广西中医学院
院长、广西中医学院骨伤科研究所所长、广西科协副主席、中国中医骨伤科学会副会长、广西国际手
法医学协会理事长、世界手法医学联合会主席、世界中医骨伤科联合会资深主席、全国高等中医院校
骨伤科研究会资深会长、香港中医骨伤学院院长、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科技进步奖终评委员会委
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科研项目评审专家等社会职务。
　　长期从事脊柱损伤性疾病与相关疾病的研究，以手法治疗见长。
发表医学论文90多篇，获国家专利3项和省部级科技成果奖5项，主编学术著作14部，作为副主编参与
编著学术著作12部，是“旋转复位法治疗颈椎性血压异常”、“脊柱损伤性疾病与骨伤手法治疗”、
“脊柱四个生理曲度内在联系及其变化对颈肩腰背痛的影响”、“移动式均衡牵引架的研制与临床应
用”、“中药痛安汤临床应用”、“脊柱科研成果的应用推广及意义”等科研项目的负责人。
已培养硕士研究生103人，博士研究生5人。
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被评为八桂名师、全国骨伤名师、全
国名老中医，成立了全国先进名医工作站韦贵康名医工作室。
　　由他发起并注册成立的广西国际手法医学协会与世界手法医学联合会联手，分别在南宁、上海、
台北、河内、迪拜及新加坡举行过多次国际学术会议。
他多次应邀到新加坡、美国、澳大利亚、德国、奥地利、瑞典、日本、俄罗斯、马来西亚、泰国、越
南、阿联酋等国家与中国港、澳、台地区讲学并进行学术交流，在国内外有一定的学术影响。
　　王和鸣，1965年毕业于福建医学院医学系。
现任福建中医药大学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福建省骨伤研究所所长，兼任国家药典委员会委
员、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骨伤专业委员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常务理事、中华中医药
学会骨伤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国中医骨伤科杂志》执行主编等职。
大学毕业后，任福建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骨外科医师，1978年调入福建中医学院。
同年受福建省卫生厅与福建中医学院派遣，师从我国著名骨伤科专家、南少林骨伤奇人林如高老中医
，学习中医骨伤3年6个月。
1982年从卫生部第一期中西医结合骨科进修班结业。
1984年5月任福建中医学院骨伤系副主任，1987年9月任福建中医学院骨伤系主任，1992年6月至2006年2
月任福建中医学院副院长，兼任福建省中医药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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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后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补骨方对骨折愈合的实验研究”、“巴戟天影响骨髓基质细胞转化的分
子生物学研究”等科研课题20余项；主编《中医骨伤科学基础》、《中医伤科学》、《骨伤科基础研
究》、《中医骨伤科学》等教材、专著19部，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获部、省级科技进步奖7项；其
科研成果“我国第一个中医骨伤专业的创建与发展”获1989年度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奖；其科研成果
“中医骨伤科基础课程体系的创立与发展”获2005年福建省优秀教学成果特等奖，2010年被评为国家
精品课程。
1984年获福建省政府工资升级奖励，1985年获福州市劳动模范称号，1989年获福建省优秀教师称号
，1992年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1994年被评为福建省优秀专家和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
，2007年中华中医药学会授予其“中医骨伤名师”称号，2008年荣获福建省高校名师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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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节 肌筋膜疼痛综合征的病理生理　　David Simons教授和其他的临床康复专家们进行了大量
的临床和实验方面的研究，证实了肌筋膜触发点的存在及其病理生理学及神经生理学基础。
肌筋膜触发点的研究基于电生理和组织学两方面，其研究结果获得了下述的理论假设。
近年来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个理论假设的可能性，肌筋膜触发点引起的疼痛是因为梭外肌纤维上运动终
板的功能异常所致的一种神经-骨骼肌疾病。
洪章仁教授的加盟加速了对肌筋膜触发点疼痛研究的进展。
他首先建立了肌筋膜触发点疼痛的动物模型，然后用肌电生理学的方法研究，同时提供了大量的临床
研究和实例，证实针刺引起的局部抽搐反应（local twitch response）与拉紧的张力带密切相关，而且还
是治疗的关键。
最近的微电极诊断证据证实异常肌运动终板神经末梢处的乙酰胆碱浓度在休息状况下存在着病理性增
高，结果引起神经膜后连接处的细胞膜持续地去极化，导致肌质网内的钙离子释放，从而产生持续性
肌节缩短和肌纤维收缩，因此出现了运动终板处的收缩结节。
这种慢性持续肌节缩短明显地增加局部能量的消耗和减少局部血液循环；局部缺血和低氧可刺激神经
血管反应物质的释放，这些物质使传入神经致敏而引起触发点疼痛。
这些物质又可以刺激异常的乙酰胆碱释放，形成一个正反馈环的恶性刺激。
对短缩肌节的拉长可以打破这个环。
如果长期短缩肌节，还会导致受累骨骼肌周围筋膜挛缩而妨碍对肌肉的牵张治疗。
当伤害性感受器被致敏时，由传入神经将疼痛信号传人脊髓，产生了中枢疼痛信号，再扩散到邻近的
脊髓节段引起牵涉痛。
长期的中枢疼痛致敏可以增高感觉神经元的兴奋性并使神经元受体池扩大，造成顽固性牵涉痛。
神经血管反应物质的释放是引起局部交感症状的主要原因，这些症状为：皮肤触摸疼痛、对触摸和温
度高度敏感、异常出汗、局部有烧灼感、有皮肤划痕症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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