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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法节奏变化在推拿治疗腰肌劳损中的
临床价值分析
付春雨 叶佳锋 姚斌彬

（北京中医药大学，北京 100029）

【摘要】腰肌劳损是推拿疗法的优势病种，劳损型腰肌紧张作是其主要类型，针对劳损型腰肌紧张患者的“拨五捋三”

法将拨法与捋法有机结合，利用推拿手法节奏变化使力量刚柔相济、方向纵横交错、衔接连贯顺畅，将复合刺激平稳柔和

地作用在病灶处，能够达到快速松筋、延长作用时间等目的。推拿手法节奏变化是手法形态、力量、频率顺畅衔接的关键，

以深透之力达渗透之功，可解决推拿治疗劳损型腰肌紧张时效性问题，有助于提高临床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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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拿手法操作应保持力量、频率、幅度相对

稳定，即基本要求中的均匀［1］，但同一手法作用

于不同位置的效果不同，不同手法的特性也各有

不同［2］。推拿医生在治疗操作时应在满足稳定性

的基础上，注意同一手法或不同手法间的节奏变

化。《医宗金鉴·正骨心法要旨》曰：“诚以手本

血肉之体，其宛转运用之妙，可以一己之卷舒，

高下疾徐，轻重开合，能达病者之血气凝滞，皮

肉肿痛，筋骨挛折，与情志之苦欲也。”以腰肌劳

损为例，运用推拿手法治疗本病疗效确切，但部

分患者常因腰肌的高张力状态，导致推拿手法的

力量难以深透、渗透，出现手法松解效率不高、

疗效持续时间较短等问题。优化推拿手法节奏变

化是改善此类问题的有效思路。本文从推拿速效、

长效松解劳损型肌紧张入手，将推拿手法节奏变

化的临床价值与意义阐述如下。

1 优化推拿手法节奏变化可提升临床疗效 
腰肌劳损是软组织慢性损伤性疾病，其主要表

现为腰骶部弥漫性酸痛或胀痛，是慢性腰痛的常见

原因之一。推拿治疗本病具有依从性强、有效率

高、不良反应小等优势［3-4］，临床可采用㨰法、揉

法、点法、拨法、捋法、擦法等多种手法，松解脊

柱旁肌肉降低肌肉张力、松解组织粘连、改善局部

血液循环［5-6］。劳损型腰肌紧张是腰肌劳损的常见

类型，此类患者的腰部肌肉力量较强，但不能或不

会放松腰肌，导致肌肉长期挛缩、紧张，短时间的

推拿治疗过程中难以达到充分松筋的效果，患者症

状易反复。因此，寻找更速效、长效、患者易接受

的推拿手法方案，是重要的研究方向［7］。

推拿手法节奏因各部位耐受度不同，或为共

同产生均匀、柔和的复合刺激而出现手法的主动

变化，后者中对不同手法形态、力量、频率等方

面转换连贯性的追求是讨论的主要内容。劳损型

腰肌紧张患者的腰肌常处于高肌张力状态，可耐

受且喜高强度刺激，故临床推拿治疗多采用力量

较强的手法，如拨法、捋法等。但手法刺激较强

时会显著增大受损处的黏滞度，导致胶原纤维挛

缩、粘结，使紧张的腰肌会进一步收缩、痉挛［8］，

力量效应和热效应起效虽快，却只能停留在浅表

的感觉层面，难以深透、渗透至病位，造成劳损

软组织松解效率一般，整体持续性疗效欠佳的后

果。针对上述临床现象，姚斌彬教授以推拿手法

节奏变化为核心理念，按照手法配伍逻辑有机结

合拨法与捋法，总结出“拨五捋三”法，形成对

骶棘肌等腰部软组织紧张的松筋速效、效用延长

的推拿手法新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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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拨五捋三”法的手法节奏变化 
“拨五捋三”法是针对劳损型腰肌紧张的治疗

方法，筋喜柔而恶刚，所以本法中各手法要求柔

和，柔和指手法应持续、协调的将产生的力轻柔缓

和的作用于治疗部位上，使患者感到舒适，选择恰

当大小的力，而并非力量越大越好。柔和与有力的

调和可通过手法节奏变化实现。本法 操作时应逐

步缓慢加力和减速，达到刚柔相济、快速松筋的临

床效果。冲击式发力虽然可能使患者病灶处疼痛得

到暂时缓解，但会提升局部敏感度，导致肌肉紧张

加重，甚至还会对患处造成进一步伤害［9］，故使用

本法时切忌冲击式发力。推拿手法配伍宜选择操作

形态相似者，拨法以拇指罗纹面着力于施术部位，

下按后保持压力做垂直于软组织的往返用力推动；

捋法以拇指罗纹面着力于施术部位，下按后保持压

力沿软组织方向往返用力推动，“拨五捋三”法为

使手法产生的力作用于深层软组织，故拨法多选取

掌指、叠指拨法，捋法多选取掌指、叠指捋法，其

中掌指拨法、掌指捋法均为手掌置于拇指指间关节

上进行操作，叠指拨法、叠指捋法均为两拇指指端

重叠进行操作。本法中拨法与捋法刺激量大、作用

层次深，由于手法转换时手型变化小、连贯性强，

所以医生通过前、后和左、右往返推动将手法的力

均匀、持久、有节奏地作用在软组织处，使患者感

受到病灶处连绵不绝的力量，使劳损肌肉得到充分

放松［10］。

持续、单一的重刺激手法常导致紧张的软组

织痉挛进一步加重，即“推拿疲劳”［11］，而复合刺

激更能提升肌肉柔韧度以及性能。拨法和捋法的

力相互垂直，在不同方向对局部软组织进行交替

反复刺激。拨法较捋法刺激量更小，捋法较拨法

频率更慢、作用层次更深，二者结合可形成一种

截然不同的节律性刺激。两种力虽然方向垂直、

深浅不一、快慢不齐，但各自稳定地相互交替可

避免“推拿疲劳”的发生，进而提升松筋的效率

和效果。同时，手法的主要作用方面，拨法为放

松类手法，而捋法为温通类手法，“拨五捋三”法

不仅有缓解肌肉痉挛、放松止痛的作用，还兼有

温经通络、益气活血的作用。

3 手法节奏变化是“渗透效应”的基础 
3. 1　将多种手法组合形成完整流程　

在推拿治疗劳损型腰肌紧张的整个手法操作

过程中，推拿节奏变化不仅体现在“拨五捋三”

法中拨法与捋法间的衔接，还同样存在于每种不

同手法的转换中。劳损型腰肌紧张患者受损部位

主要集中于腰部，若直接对局部区域进行强刺激

会导致患者疼痛加重，引起局部肌肉进一步紧张

或痉挛，将影响手法的放松效果。所以，治疗时

应首先采用推法、擦法等接触面积大的温通类手

法，对患者背、腰、臀部肌肉进行广泛放松，以

活血通脉、改善腰部软组织血液循环。再选取㨰

法、揉法等刺激量适中的放松类手法，进一步缓

解肌肉痉挛，为针对性治疗做好准备。随后，可

采用拨法、捋法、肘点法等接触面积较小的强刺

激手法对高肌张力部位进行松解，以舒筋通络、

缓解疼痛。若患者腰部肌肉经过上述常规手法治

疗流程后已得到充分松解，医生可结束本次治疗。

但如果患者腰部肌肉紧张程度缓解并不明显，就

可以采用“拨五捋三”法对病灶区域做进一步松

解。操作时应注意根据腰肌的走行方向转换拨法

和捋法，根据腰肌的丰厚程度控制手法的力量和

时间，以达到最佳效果。其中，拨法主要松解深

层的骶棘肌，而捋法松解骶棘肌以及各棘突旁肌

肉附着点处。最后，若患者存在活动受限或神经

根粘连，可以采用腰背肌牵拉法作为结束手法，

以展筋活络、增加活动度。

3. 2　以“深透之力”得“渗透之功”　

劳损型腰肌紧张患者在推拿治疗后常自觉

“透热”感，此热感与体表的机械摩擦生热不同，

是手法深透、渗透功效的具体表现。充分松解骶

棘肌是推拿治疗劳损型腰肌紧张的主要目标，骶

棘肌肌群下起骶骨，上达枕骨，其腰骶部最为丰

厚，胸背部较薄弱。所以，各手法的力量、持续

时间应随着着力部位由胸背部向腰骶部缓慢移动

逐渐由轻到重、由短到长，于第三腰椎至骶骨处

达到顶峰以确保刺激量充足，力求做到由浅及深

的逐层加力，将手法力量深透至病位深层次处。

医生在施术过程中各手法持久、均匀、柔和的发

力或卸力技巧，即手法节奏变化，是手法产生渗

透效果的基础。当手法的力量深透至病灶区域深

层组织，便可刺激到其中的热源物质，使患者受

损软组织处于高代谢状态，局部细胞释放活性物

质引起治疗部位温度升高［12］。同时，筋得温则舒，

手法向软组织渗透的热效应可提高松筋效率，加

速局部疼痛的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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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病案举例 
患者，男，49 岁，2022 年 12 月 4 日初诊。主

诉：腰部酸痛，伴屈伸不利 1 年，加重 1 周。查

体：腰背部肌肉紧张，以腰骶部为甚，板滞不舒，

压痛明显且广泛；腰椎活动稍有受限，以腰椎前

屈较为明显。舌暗，苔薄白，脉涩。专科检查：

直推抬高试验 （-）、加强试验 （-），4 字试验

（-），梨状肌紧张试验（-）。影像学可见腰椎曲度

变直，椎体边缘骨质增生，腰 4/5 （L4/5）、腰 5/骶
1（L5/S1）椎间盘膨出。曾在某三甲医院推拿科治

疗 10 余次，每次效果持续较短，整体疗效不佳。

西医诊断：腰背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中医诊

断：腰痛，气滞血瘀证。治法：舒筋通络、祛瘀

止痛；处方：推拿腰背部与腰骶部 20 min。操作：

①以掌推法作用于背部督脉、夹脊和足太阳膀胱

经；②以㨰法、揉法作用于腰骶部肌肉；③以

“拨五捋三”法松解腰部紧张肌肉；④以擦法作用

于腰骶部；⑤牵拉腰背肌。治疗后教授患者腰部

功能锻炼方法以巩固疗效，并嘱患者注意保暖、

休息，不适随诊。治疗隔日 1次。治疗 5次后腰部

疼痛缓解、腰椎活动自如。2023年 2月电话随访，

患者诉未出现腰部屈伸不利，腰部偶有轻微酸胀，

于附近中医院推拿科进行间断性治疗。

按：腰肌劳损属中医学“腰痛”范畴，病因

多虚实夹杂，病位位于腰背骶部。本患者长期用

一侧肩部扛摄像机，腰部肌肉、韧带长时间受到

牵拉，导致气血运行无力，筋脉失于濡养，出现

“不荣则痛”；气血运行不畅导致气滞血瘀，出现

“不通则痛”，并引起腰部功能活动受限。故临床

治疗应从松筋、温通为治疗原则。掌推法接触面

积大、刺激量较小，用于广泛放松腰背骶部肌肉

表层，并温通背部经脉气血；㨰法、揉法刺激量

适中，缓解肌肉痉挛，为强刺激手法做好准备；

“拨五捋三”法针对性松解局部深层病灶，达到祛

瘀止痛的目的；横擦腰骶以宣散气血、温通经络；

牵拉腰背肌以展筋通络，增加腰椎活动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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