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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按摩推拿学是研究手法及运用手法防治疾病的一门学科。
在手法的研究中，重点研究的是手法的操作方法、动作要领、治疗作用等相关内容。
在治疗中重点研究的是在中西医理论指导下，运用手法预防、治疗疾病的方法。
按摩推拿学同时也研究推拿练功，其目的是使医生更好地运用手法、增强体质、提高疗效。
　　这门学科曾有过许多名称，古称按摩、按跷、乔摩、案杌、跷摩、推拿。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学科分类与代码》，本门学科已从1993年7月1日正式定名为“按摩
推拿学”，其代码为“360·1051”。
　　《北京高等教育精品教材·北京中医药大学自编教材：推拿按摩学（第3版）》分为上篇、中篇
、下篇和附篇四部分。
　　上篇为基础篇。
重点讲述了按摩推拿学的起源、发展史、名称演变、治疗疾病的作用原理、影响疗效的因素和禁忌证
。
　　中篇为手法篇。
在总论中详尽地描述了手法的基本要求、分类方法。
这部分内容有别于其他书籍。
在讲述具体的手法时，详尽地描述了着力部位、发力部位、用力技巧；对于一些有特殊治疗作用的手
法，还严格地规定了医生和患者的体位。
书中结合作者多年教学、临床经验，描述了手法的作用层次，使学习者能够较容易地掌握每一手法的
力量。
　　下篇为治疗篇。
在这部分中，汲取了大量西医学中的解剖学、骨科学知识，参考了大量文献.力求讲清难点，突出重点
，前后连贯，注重临床技能培养，并在中西医理论指导下提出治疗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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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手法 一、疏皮疗法常用的几种力 二、疏皮疗法常用的几种手法 ⋯⋯ 下篇治疗篇 附篇练功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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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按摩推拿学发展简史 在商朝的甲骨文中已有关于用手治病的记载。
这被认为是按摩推拿学最早的文字记载。
 在秦汉以前按摩推拿学主要记载于《黄帝内经》。
《黄帝内经》是我国较早的医学专著，其中对于按摩推拿有很多的记载，概括起来有以下几方面：第
一，指出按摩推拿的发源地位于黄河中游地区；第二，介绍了用于诊治疾病的手法；第三，记载了圆
针和鍉针是专门用于按摩推拿的工具；第四，论述了什么样的人适合从事按摩推拿；第五，阐述了有
关按摩推拿的适应证、作用机制和注意事项。
 我国最早的按摩推拿专著是《黄帝岐伯按摩十卷》（现已佚），见于《汉书·艺文志·方技略》，成
书于汉朝。
这说明当时人们已经认识到按摩推拿的治疗作用和养生作用。
 1972年11月在甘肃武威发现的汉墓中有大量的医简，其中有关于膏摩的记载，这也是膏摩的最早记载
，其使用的方剂为“治千金膏药方”；膏摩的方法为“薄以涂，三指摩之，摩之皆三干而后止”；使
用这个方剂可用于治疗喉痹、血府恿（血脉或胞宫痛）、咽干、头恿（痛）风。
这个配方不仅可用于膏摩，还可用于内服。
 医圣张仲景在《金匮要略·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第一》中说：“若人能养慎，不令邪风干忤经络，适
中经络，未流传脏腑，即医治之。
四肢才觉重滞，即导引、吐纳、针灸、膏摩，勿令九窍闭塞。
”这说明张仲景对于膏摩是十分重视的。
 晋代葛洪在《肘后方》中有关按摩推拿的内容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第一，以指代针重按人中穴，治疗
昏迷的病人；第二，捏脊疗法作为医疗手段被正式记载，并广为使用；第三，首次记载了用颠簸疗法
治疗卒腹痛。
 隋代有了医学教育机构（太医署），据《隋书·百官志》记载，在太医署中有按摩博士2人。
 唐代有了最早的按摩推拿教学，并将按摩科分为按摩博士、按摩师、按摩工、按摩生不同等级。
这一时期本门学科的发展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按摩推拿已广泛用于治疗骨伤科疾病；第二，按摩
推拿已渗透到内外妇儿诸科；第三，广泛用于养生防病，自我按摩非常盛行并得到了很大发展；第四
，膏摩日渐普及。
 宋金元时期按摩推拿更加广泛地用于临床各科，如《宋史》记载了名医庞安时曾经用按摩配合针刺的
方法治疗难产，在此基础上，总结出了许多经验。
在解释治疗机制上也更加全面，如张从正在《儒门事亲》论述了按摩推拿是汗法的一种。
 明代在太医院的十三科中有按摩科。
这一阶段按摩推拿的发展有以下三方面的成就：第一，形成了小儿推拿体系，即形成了小儿推拿特有
的手法、穴位和诊治方法；第二，杨继洲的《针灸大成》卷十中载有四明陈氏所著的《小儿按摩经》
，这是现存最早的按摩推专著；第三，在明朝出现了推拿一词，该词首见于龚云林的《小儿推拿方脉
活婴秘旨全书》。
 清代在太医院中虽不再设立按摩科，但在民间按摩推拿有了很大发展，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有20
余本按摩推拿专著问世，总结和发展了按摩推拿的理论和临床。
此时吴谦在《医宗金鉴》中将伤科手法进行总结与分类，称之为伤科八法：即摸、接、端、提、按、
摩、推、拿。
 新中国成立前按摩推拿学在民间有了很大发展，形成了正骨推拿流派、点穴推拿流派、一指禅推拿流
派，攘法推拿流派、内功推拿流派（平推法推拿流派）、脏腑经络按摩流派、儿科推拿流派、经穴推
拿流派等。
 新中国成立后按摩推拿学有了长足的进步。
20世纪50年代有了正式的按摩推拿医院和教学单位，；60年代开始在临床上进行了食管癌等疾病的临
床治疗；70年代在推拿止痛的基础上开始有了推拿麻醉，与此同时全国各地对按摩推拿的手法、作用
机制、临床等诸多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科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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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医疗实践和教学、科研的发展，按摩推拿又出现了许多分支，如运动按摩推拿、康复按摩推拿、
保健按摩推拿、按摩推拿麻醉等，使得这门学科的发展日臻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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