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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y sorting out the historical literatures on a children massage technique—kneading umbilical 

region， to summarized the development of this technique in terms of operation methods， effects and 

indications. Besides， its mechansim of arrestting diarrhea and its modern clinical application were 

summarized from meridians and collaterals，local anatomy，holographic theory and operative methods，so 

as to provide more references for the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this technique in chil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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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儿推拿手法揉脐是一种在肚脐局部或周围进

行环旋揉动的手法，临床常用于治疗腹泻、腹痛、

食积便秘等疾病[1]。揉脐有显著的止泻功效，临床实

用性强，安全性高，单独或配合相应手法均能发挥

良好的治疗疾病作用，能够减少药物的不良反应，

备受临床青睐[2-3]。笔者从古代文献及现代研究等角

度梳理小儿推拿手法揉脐的发展脉络，并探讨其止

泻的作用机理及现代临床应用。

1 揉脐的历史源流

揉脐主要是在肚脐上施以揉法操作的一个手

法。《说文解字》 言，脐者，从肉，齐声。为形声

字，月表其意，其形似肉，齐表其声，亦表其位与

腰齐平，故引申为肚脐。见表 1。揉脐一法最早见于

明代中后期龚廷贤所著《万病回春》，此时揉脐功效

是温阳散寒，治疗范畴局限在便闭和腹痛方面，尚

无腹泻相关治疗记载。明代后期，揉脐止泻的功效

开始出现，其代表作为四明陈氏的 《小儿按摩

经》（后收录于杨继洲刊行的《针灸大成》），在书中

首次提到止泻的功效与主治功用，并对其操作方法

进行详细描述，由此，揉脐的操作之法开始流传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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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世。从清代开始，小儿推拿学科进入蓬勃发展阶

段，揉脐法的功效逐渐被医家挖掘，如在《幼科推

拿秘书》《厘正按摩要术》 等著作中出现了“止泻

痢”“定惊”“消积滞”等功效，主治范围较前扩大，

但其操作方法并无太大变化，基本是以肚脐局部运

用揉法操作为主。另外，在《幼科推拿秘书》中还

记载了其与其他手法配合的操作方法，如“揉脐及

鸠尾：揉者以我右掌，从小儿关元……左旋而下，

如数周回”“揉脐及龟尾：其法以我一手……托揉龟

尾，揉讫”等，其中揉脐及龟尾的手法组合一直沿

用至今。直至近代，随着小儿推拿学的兴起，各家

学派著作不断更新，揉脐的操作要求不断细化，逐

渐标准化和规范化。如山东孙重三小儿推拿流派继

承人张素芳教授主编的《中国小儿推拿学》 [4]：“揉

脐操作 100~300次，逆时针方向揉为补，顺时针方向

揉为泻”；海派小儿推拿创始人金义成等所著《中国

推拿》 [5]中提到：“左手掌叠于右手背上按揉脐部，

约 5分钟。”同时手法的功效也被归纳整理，其应用

范围较前扩大，最终编入教材供大家学习。如廖品

东主编的《小儿推拿学》 [6]中：“揉脐的功效为益元

固本、消积泄浊、温阳散寒、补益气血，用于治疗

肾虚所致遗尿、小便频数、五迟五软、久泻、虚秘、

脱肛等，还能增强体质、促进智力。”因而可知在历

代手法流传过程中，后世医家不断吸纳前人经验，

并在前人经验指导下补充拓展新的方向，使手法的

适应证日益丰富和完善。

成书年代
及作者

1587年 
龚廷贤

1601年
四明陈氏

1676年 
熊应雄

1691年 
骆如龙

1695年 
夏禹铸

1888年 
张振鋆

1928年 
涂蔚生

1994年
丁季峰

文献

《万病回春》

《小儿按摩经》

《小儿推拿广意》

《幼科推拿秘书》

《幼科铁镜》

《厘正按摩要术》

《推拿抉微》

《推拿大成》

功效

温阳散寒

温阳散寒、止
泻、定惊风

止泻、温阳散寒

止泻痢、定惊

温阳散寒

止泻、温阳散
寒、消积滞

止泻痢

健脾开胃、安神
定志、通利二便

文献记载

主治

大小便闭、腹痛。

大肠作泻运多移……揉脐龟尾七百奇。
肚痛多因寒气攻……脐中可揉数十下。

“水泻惊”“乌痧惊”“肚膨惊”“盘肠惊”

久泻不止，元气不固……揉脐及龟尾掏肚角两旁。
寒腹痛者，常痛而无增减也……揉脐及龟尾。

揉脐及龟尾并擦七节骨，此治泻痢之良法也。
“欲止小儿泻痢，揉脐并龟尾”“神阙揉此止泻痢”
“宿沙惊”“肚胀惊”

寒痛则面白，口气冷……推上三关，揉脐五十。

腹痛泄泻……揉脐及龟尾，各一百遍。
食积由乳食积滞……揉脐，二百遍。

泄泻者，胃中水谷不分，并入大肠……揉脐及龟尾。
陈紫山曰：夹冷而痢者，则下纯白也……治法：推
三关，运八卦……揉脐及龟尾。

消化不良、心神不宁、便秘泄泻、小便不利。

操作

用蜗牛三枚……贴脐中，以手揉按之，立通。
寒中厥阴者，则小腹疼痛也……揉脐法用吴茱萸二三合、
麸皮一升、食盐一合，拌匀热炒，以绢包之，于腹上下热
揉熨之，自然有效也。

掐斗肘毕，又以左大指按儿脐下丹田不动，以右大指周围
搓摩之，一往一来。

揉脐及鸠尾：揉者以我右掌，从小儿关元，右拂上至鸠尾，
左旋而下，如数周回。
揉脐及龟尾：其法以我一手，用三指揉脐，又以我一手，
托揉龟尾，揉讫。

两手掌重叠，按在肚脐处，然后揉动30次。
包括掌揉法、指揉法和鱼际揉法。其操作要领为：利手作
用于肚脐局部，手腕放松，用腕关节带动前臂作小幅度的
回旋运动。用力轻柔，揉动频率一般为每分钟120~160次。

表1 揉脐相关文献论述

2 揉脐止泻机理

揉脐是小儿推拿常见的单式手法，可用于治疗

患儿各类腹泻，尤其适用于虚寒性腹泻。一项对小

儿推拿治疗小儿腹泻的数据挖掘发现，脐为治疗小

儿腹泻的核心穴位之一[7]。揉脐手法有温阳散寒、消

积止泻之效，常与摩腹、揉龟尾、推上七节骨配合

治疗虚寒性病证，尤其以小儿消化系疾病效果最为

突出。因其安全性高、疗效确切、易于操作，备受

临床患者及医师青睐，故进一步系统了解该手法作

用机理，有利于明确指导辨证施治，能够更好发挥

其临床疗效。笔者将从经脉络属、局部解剖、全息

理论及施术方法等方面探讨揉脐的止泻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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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经脉络属 揉脐止泻的功效与其所处部位的经

脉循行有着密切的关联。《灵枢·海论篇》曰：“夫

十二经脉者，内属于腑脏，外络于肢节，夫子乃合

之于四海乎。”认为经脉具有沟通内外、运行上下的

作用。中医认为营卫之气与经脉并行，《难经·第三

十难》言：“营行脉中，卫行脉外……如环之无端，

故知营卫相随也。”脐，又名气舍、神阙，属任脉，

为人体非常重要的穴位之一。任脉既为十四正经，

又属奇经八脉，有“总任诸阴”“阴脉之海”之称，

其与手、足三阴经脉和阴维脉相会，和冲脉、督脉

起于胞中而下出会阴，构成一源三岐；又通过穴位、

经筋、经别与其他经脉相连，故脐可沟通、联络周

身经脉，调节五脏六腑及其络属下的五官九窍、五

体五志等。脐位于腹部中下方，为下焦枢纽，在经

脉循行上包含直接关联和间接关联，其中直接关联

有足阳明经下挟脐，足太阴经筋结于脐，足厥阴经

经别上行入脐，足少阴经夹脐上行，手少阴之筋下

系于脐；间接关联包括手厥阴心包经历络三焦，手

少阳三焦经循属三焦。故在脏腑方面，神阙与心、

肝、脾、胃、肾、心包、三焦关系密切。同时在内

临近大小二肠，又能调节肠道功能。故本法有温阳

止泻之效，能治疗脾胃系统病证，如脾虚湿盛、清

阳下陷或脾肾阳虚，火不暖土，运化失司，表现为

久泻久痢、小便不利等症。从现代组织形态学角度

分析，人体从胚盘转变成胚体的发育过程中，内胚

层向胚胎腹部弯曲形成了原始消化管，同时向腹部

生长过程中的中胚层组织在前中线处融合形成了任

脉，即任脉与消化系统均来源于内胚层，故在功能

上可能具有一定同步性[8]。

2.2 局部解剖 在局部解剖学方面，脐是腹壁在发

育过程中闭合最晚的部位，皮肤角质层最薄，屏障

功能最弱，皮下无脂肪层，向内直达筋膜层和腹膜

层，对理化刺激的弥散、渗透性强。封玲等[9]通过动

物实验结果发现，神阙穴相对非穴位区而言，对药

物的渗透、吸收性更好。有学说认为脐的形态学实

质为筋膜，认为脐部主要由筋膜组织构成，并且是

神经、血管和自主神经丛分布丰富的区域，覆盖并

连接全身的脏器，对于理化刺激十分敏感，能够响

应外部干预信号，调节内脏功能，从而维持机体平

衡、营养和调节周围的肠道组织器官[10]。现代研究发

现，揉脐的治疗效应依赖于脐局部独特的血液循环

和丰富的血管网络，在内皮细胞和微血管内皮细胞

构成的基础上起到关键作用[11]。从局部微血管层面延

伸到分子层面，香草酸家族的瞬时感受器电位香草

酸家族（TRPV）通道和内皮细胞释放的神经肽是促进

这一治疗效果的关键因素。另外，具有神经递质和

激素功能的脑肠肽在脑-肠轴各通路中起桥梁和调节

作用，多种脑肠肽之间关联复杂，共同调控胃肠道

的生理活动[12]。徐心田等[13]发现，神经肽中的脑肠肽

能通过脑-肠轴抑制肠道释放白细胞介素（IL）-1、肿

瘤坏死因子-α（TNF-α）等炎症因子，同时，调控肠

道自主神经功能，使交感-副交感功能恢复平衡，从

而降低肠道炎症反应、纠正排便习惯[14]。神阙穴具有

特异性，通过局部操作针刺、推拿等外治法能对腹

泻、便秘、肠梗阻等消化系统常见疾病发挥确切疗

效[15]。有研究发现，神阙穴区的皮肤微循环数值高于

其他常用腹部穴位，且越靠近脐部的穴位皮肤微循

环数值越高，进一步明确了神阙在腹部穴位中独特

的微循环特性，以及外治法对于消化系统疾病治疗

的优势性[16]。

2.3 全息理论 全息理论是研究事物之间具有全面

关系特性和规律的学说，其本质是诸事物之间有局

部或全面的关联性。小儿推拿在临床应用中，其病

情诊断、穴位选取及手法操作均可体现生物全息理

论[17]。脐是人体最大的全息元之一，其中保存了许多

人体先天与后天的信息能量，通过不断研究和探索，

就可以获取其中的信息，为临床与科研所用[18]。全息

元既是生物的一部分，也是相对独立的个体，其中

蕴含生物的全部信息，全息理论与中医的整体观念

不谋而合[19]。在八卦全息对应上，脐位于任脉上，形

态向内凹陷似井，取象为阴中之阴，亦称老阴，对

应八卦中的坤卦；而坤卦五行属土，为阴土，与五

脏之中的脾相对应，脾胃互为表里，故坤可指代人

体整个消化系统，脐与消化系统具有密切的关联。

同时，在脐内部亦有八卦全息规律存在，以后天八

卦的方位对应人身体的相应部位及脏腑疾病[20]。权春

分等[21]通过针刺肚脐艮、震二卦方向，形成“山雷颐

卦”，治疗肝郁脾虚型泄泻，治疗后症状明显改善，

治疗 5 次后症状痊愈。《难经·十六难》“假令得肝

脉……脐左有动气……假令得心脉……假令得肾

脉……脐下有动气”。反映出脐中各部位与五脏六腑

具有对应性[22]。揉脐或许正是通过在肚脐局部揉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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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全息对应理论作用于全身及相应脏腑，调动人

体正气，令气血阴阳得以平复，从而发挥止泻的

作用。

2.4 施术方法 从施术方法上，揉法亦是协助增强

止泻作用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揉法是由摩法演化而

来，揉法的手法描述最早见于 《推拿精要保赤必

备》：“揉者，医以指按儿经穴，不离其处而旋转之

也。”《推拿大成》中记载：“用手掌大鱼际、掌根或

手指螺纹部分着力于一定部位或某一穴位上，作轻

柔缓和的环旋转动，并带动该处的皮下组织，称为

揉法。”揉法主要包括掌揉法、指揉法和鱼际揉法。

揉法操作要领为利手作用于施术部位，手腕放松，

用腕关节带动前臂作小幅度的回旋运动，用力轻柔，

揉动频率一般为每分钟 120~160次。揉法具有健脾和

胃、活血化瘀、消肿止痛等作用，临床用以治疗脘

腹胀痛、胸闷胁痛、便秘泄泻等五脏六腑病变或功

能失调[23]。《厘正按摩要术》言“缓摩为补，急摩为

泻”。用频率慢、刺激量小的手法可兴奋脏腑的生理

功能，具有益气健脾、温阳止泻等扶正的作用[24]。现

代医学研究显示，该类手法能兴奋植物神经，提高

机体免疫力，治疗脏腑功能虚损类疾病[25]。廖正烈

等[26]通过实践证明轻柔、和缓手法的持续刺激能够兴

奋机体的周围神经和副交感神经，使消化系统得到

正向反馈，增强消化吸收功能、调整异常的肠道蠕

动状态，恢复正常的排便习惯，使其在外表现出

“补”的作用，从而发挥健脾止泻的功效。

3 现代临床应用

揉脐法具有益元固本、消积泄浊、温阳散寒、

补益气血的作用，其临床应用以小儿脾胃系统疾病

为主，包括小儿腹泻、便秘、厌食、消化不良等病

症。此外，揉脐法还可用于腰痛、盆腔疾病等成人

疾病防治。笔者以揉脐、揉神阙、小儿推拿揉脐等

为主题词在中国知网（CNKI）平台检索 1990 年 7 月—

2023年 6月有关揉脐的相关临床文献，共得到文献共

84篇，其中关于小儿脾胃疾病的文献达 78篇，占总

量的 92.86%，其中关于小儿腹泻的文献记载最多，

有56篇；其次是小儿便秘10篇、厌食 7篇，腹痛、胃

痛、积食、消化不良、腰痛等疾病的文献记载相对

较少。由此可知，揉脐在小儿腹泻的临床实际应用

非常多，并且临床疗效显著。如王梅珍[27]对 108例腹

泻患儿分别予西药和揉脐推拿干预，发现推拿组总

有效率和痊愈率均明显高于对照组；王文波[28]发现用

揉脐配合其余止泻三法治疗小儿腹泻 120例，总有效

率高达 98.3%；程正合[29]采用揉脐法治疗 4 种证型小

儿腹泻，治疗后推拿治疗的总有效率为 100%。这些

研究表明临床单用揉脐或联合其他手法治疗腹泻均

有非常突出的疗效。

表2 揉脐现代临床疾病应用

疾病种类

腹泻

便秘

厌食

盆腔病

腹痛

文献篇数

56
10

7
4
2

占比（%）

66.67
11.91

8.33
4.76
2.38

疾病种类

胃痛

消化不良

积食

胃潴留

腰痛

文献篇数

1
1
1
1
1

占比（%）

1.19
1.19
1.19
1.19
1.19

4 小结

揉脐手法是基于脏腑经络等中医理论指导下形

成的一种单式手法，该手法演变过程中，定位与操

作上仅有微小变动，但在功效及主治上发展较大，

由单一性治疗变为多元化覆盖，能够治疗儿童虚寒

证型的腹泻、便秘、积食等病症；同时其手法参数

不断细化，由原先的模糊化向精细化转变。揉脐的

现代临床应用广泛，以儿童腹泻、便秘、消化不良

等脾胃系统疾病为主，同时兼顾腰痛、盆腔炎等其

他系统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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