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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探讨·

津沽脏腑推拿治疗功能性内科疾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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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津沽脏腑推拿作为天津推拿学术流派的重要分支，以中医基础理论为指导，深谙“外治之理亦内治之理”，

在临床诊疗中强调谨守病机，注重调畅气机、调节脏腑阴阳之间的平衡。津沽脏腑推拿特色术式组合思路来源于中医

处方“君臣佐使”的配伍原则，根据不同证型，将脏腑推拿手法有机配伍结合的施术模式，具有灵活性、整体性、辨证观

的特点。津沽脏腑推拿特色术式主要有温阳调冲式、补气养脏式、理气行滞式、行气化湿式、抑木扶土式五大术式，在

治疗功能性内科疾病方面疗效显著，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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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拿因其独特的手法治疗体系与绿色无不良

反应的治疗理念被广大患者所接受。津沽推拿作为

中国具有创新代表性的推拿流派已有百余年发展

历史，现已经形成以古法腹部按摩为主的津沽脏腑

推拿、以松筋易骨疗法为主的津沽伤科推拿和以核

心特定穴疗法为主的津沽小儿推拿三大稳定学术

分支[1]。津沽推拿流派代表性传承人王金贵教授，从

“脑—肠互动途径”研究腹部推拿治疗功能性内科

疾病的机制，在原有腹部推拿理论基础上，创新性

地提出“通脉”为功能性内科疾病治疗总纲 [2]，其手

法操作主要以腹部操作为主，配合推拿特定穴。王

教授认为脏腑推拿治疗疾病中临证思维与方剂组

方有异曲同工之妙，创新性地提出了极具津沽特色

“用推即是用药”的特定推拿术式处方，手法与经脉

穴位相配伍，可取得良好的临床疗效[3]。

1 津沽脏腑推拿理论体系
津沽脏腑推拿理论基础主要源自安纯如、胡秀

章、刘希曾、陈志华等推拿名家，再结合王金贵教授

推拿创新理论[4]，深谙中医气机升降的基本规律，认

为“百病皆生于气”，许多疾病的发生多为脏腑经脉

气机失调所致，以“通脉调气，调畅三焦”为理论基

础。手法主要施术于腹部，腹部位于人体正中，分布

循行着人体的十二正经及奇经八脉。腹部推拿[5]可

以“通和上下，分理阴阳，去旧生新，充实五脏，驱外

感之诸邪，消内生之百病”，通过不同手法作用于任

脉穴位，调节伏冲之脉，平衡阴阳，调节十二经脉及

五脏六腑之气血，从而起到“通脉调气”的作用。其

推拿手法以调畅三焦气机贯穿始终，以收敛气机、

柔肝缓急的手法治其标，以补虚的手法温运脾肾两

脏治其本，标本兼顾，补虚泻实[6]。腹部推拿通过沟

通脏腑经络之间的联系而达到调节全身脏腑经络

机能的效果[7]。津沽脏腑推拿学术带头人王金贵教

授根据穴位具有双向性，重视穴位的配伍及不同手

法因操作时间、频率、力度的不同而形成的补泻关

系之间的相互配合，结合方药的“君臣佐使”配伍应

用，创新性的提出脏腑推拿术式组合概念，根据病

性的虚实寒热选择相应的术式。

2 津沽脏腑推拿特色术式与临床应用
津沽脏腑推拿特色术式是根据不同证型，将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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腑推拿手法有机配伍结合的施术模式，具有灵活

性、整体性、辨证观的特点。术式组合思路主要来源

于中医处方“君臣佐使”的配伍，将穴位、手法的特

性与药性相类比，遵循中医理法，参照中医内科中

辨病辨证、处方用药法则，总结脏腑推拿手法取效

经验的规律，划分手法之间的君臣佐使，合理配伍。

《素问·至真要大论》言：“主病之谓君，佐君之谓臣，

应臣之谓使。”[8]津沽脏腑推拿的核心手法层按法、

捺法施术于核心穴位，根据病情虚实，施用不同补

泻之法，其治疗作用最为显著，是为“君”。通过层按

腹部穴位，刺激伏冲之脉，鼓荡十二经脉之海的精

气，可调节周身气血，荣养五脏六腑与肌骨筋脉[9]。

捺法可调三焦气机，行三焦水湿，发挥补虚泻实的

作用。“佐君之为臣，味数稍多，而分量稍轻”，津沽

脏腑推拿的重要手法旋揉法、掌运法、团摩法属于

“臣”，通过旋揉腹部可起到健运脾胃、调气补血的

作用。君臣相配既调节了人体的水谷之海，又刺激

了人之血海，气血调畅则百病难生。“大抵药之治

病，各有所主……与君药相反而相助者，佐也。”津

沽脏腑推拿将捋法、揉滚法、提拿法、迎法、合法等

归为佐、使的方法，诸法合用进一步调畅三焦气机，

激发脏腑精气，导邪外出。津沽脏腑推拿秉承中医

理念，深谙内治之理，灵活遵循君臣佐使遣方规律。

2.1 温阳调冲式 主要适用于阳气虚衰的虚寒证，

以达到温阳散寒、调和气血的治疗目的，适用于因

脾阳不足、肾阳虚衰等所致的阳痿、胃痛、泄泻、水

肿等病证。基本术式是以层按之提法作用于伏冲之

脉、关元穴为“君”，从根本上解决“阳虚内寒”的问

题；以旋揉神阙穴为“臣”，进一步达到温补元阳，使

阳气布散周身的目的；“君”“臣”之法皆为温补先天

之法，而“佐”以迎巨阙穴、捺补建里穴从后天脾阳

入手；最后“使”以捺扫背俞穴、督脉，最大程度调动

脾肾阳气。诸法合用，不仅达到温阳散寒的功效，更

使得“君臣佐使”的理论在临床推拿中充分体现。

临床应用分析：以肾系病证中命门火衰型阳痿

为例，肾脏功能虚弱、精气亏少，先天真阳不足，则

有宗筋无以作强，阴茎痿而不举，或举而不坚等症

状[10]。临床治疗常采用温阳调冲式以温肾壮阳，配法

术式以助阳行气、调节带脉。基本术式层按提法是

津沽脏腑推拿最为核心的补益类手法，寒当温煦，虚

当补益，施用层按之提法于关元穴为“君”，关元为

下丹田，是一身元阴元阳交汇之处，从而畅达十二

经脉气血，层按提法施用于此穴功效类似右归丸，纯

补而无泻。阳气不能温煦周身四末，治以层按之提

法施于伏冲之脉以通达四末阳气。配伍以神阙穴为

中心旋揉腹部为“臣”，神阙穴为生之门、元神之门

户，旋揉此穴可温阳益肾、补气培元，君臣相配增强

温阳祛寒的作用，是治疗命门火衰证的主法。此外，

在温补先天之阳的基础上，津沽脏腑推拿强调“以

后天滋先天”，所以“佐”以迎巨阙、捺补建里手法来

温补中焦。最后施以捺扫背俞穴和督脉来调控督脉

的阳气和五脏六腑输注背部的经气，激发五脏六腑

的功能，最大程度调动脾肾阳气，使寒无以生。配伍

术式选用揉滚命门穴以温补命门相火，配合指按气

冲穴将足阳明经血气导向冲脉，以利于血气流转运

输。术式温通结合，温以治本，通以治标，诸法合用，

达到温固元阳、润养宗筋的功效。

2.2 补气养脏式 主要针对气虚证所施的一类术

式，以达到补益气虚、益气养血的治疗目的。适用于

“气虚”引起的不寐、感冒、心悸、癃闭等病证。基本

术式是以层按提法施用于伏冲之脉、三脘穴为“君”

发挥补益气血的作用；以迭揉关元、气海穴为“臣”

可补益肾之元气；补益的同时注重调畅气机，“佐”

用迎巨阙穴，捺补建里穴，捺调膻中、中府穴，助脾

升举又调畅肺气；最后“使”以捺扫背俞穴，使五脏

六腑之气输布于全身。

临床应用分析：以心系病证中心脾两虚型不寐

为例，脾胃为后天之本，脾胃虚弱，气血生化无源，

心神失养则引发不寐，主要表现为多梦易醒，心悸

健忘，倦怠乏力，头晕目眩等[11]。临床治疗可选用补

气养脏式以健脾益气养心，配法术式以安神助眠。通

过基本术式捺补建里以健运脾胃，气血生化有源则

心有所养。临床运用补药时，要注意气机的调节，防

止壅滞，脏腑推拿手法穴位配伍也不例外，所以要

佐以行气手法。巨阙穴位于上中焦交界处，施迎法

可防止在补气过程出现气机逆乱。根据“三脘定三

焦，三焦通四海”理论可知，上焦心系疾病应选用上

脘穴，施以层按提法于上脘同时作用于伏冲之脉，

通过补气来生血，助心行血以充养髓海为君。配伍

迭揉关元、气海、神阙穴可补益肾之元气，达到“指

下丹田暖全身”的效果，辅助层按提法激发脏腑精

气，振奋一身之气。佐以捺扫两侧心俞至脾俞穴，通

过刺激背俞穴，可加强经络表里上下的联系，使五

脏六腑之气输布全身，于上可充养心气，于中可调

畅脾胃气机，促进精微输布，益气生血；于下可充补

肾气，固封元气，从而达到补一身之气的功效。配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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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式选取捺调肝脾肾三经交会之处三阴交、肾经的

太溪穴来滋阴养神，同时与捺调期门、章门、血海、

气冲、内关穴相合，助气血运行，充养心神。本术式

益气安神结合，益气以治其本，安神以治其标，标本

兼顾，共达益气宁心，安神助眠之功。

2.3 理气行滞式 主要针对“气机失调”引起的气

滞证所施的一类术式，以达到疏理气机、行气导滞

的治疗目的。适用于肝郁气滞、肝气犯胃等所引起

的郁证、胃痛、便秘等病证。 基本术式以层按散法

作用于上脘穴、中脘穴为“君”，可通调肝肺脾胃气

机；以捋法作用于双侧肝经、脾经或胃经腹部循行

区域为“臣”，抑制调达的肝气又保障脾主升清的功

能；“佐”以迎巨阙穴、捺补建里穴、捺泻阑门穴来防

止气机上逆；最后“使”以扣按彧中拨阴陵泉，两穴

一扣一拨，共同达到调畅气机、解郁行滞之功。

临床应用分析：以气血津液病证中气郁化火型

郁证为例，主要症状为肝气郁结，气郁化火扰心，则

出现性情急躁易怒；肝经布散胁肋，经气滞涩则胸

胁胀满；肝火上炎煎灼营阴，则感到口干口苦，舌红

苔黄，脉数皆为肝气郁热的征象[12]。临床治疗常采用

理气行滞式以行气疏肝解郁，配伍术式以通腑泻胃

降火。施以基本术式层按散法作用于上脘穴可对肝

肺之气有调理作用，使肝气疏泄有度，肝升肺降形

成龙虎回环，畅达胸中气机；中脘穴对于脾胃之气

有升降调节作用，可斡旋气机，升清降浊，气机得

顺。捋法施术在胁肋和少腹部，可调节肝的疏泄功

能，抑制条达的肝气，不至升发太过，从而保障脾主

升清的功能，发挥气机枢纽的作用，配合层按散法

于上、中脘穴，共达行气顺气之效。因木郁克土常伤

及胃腑，巨阙穴位于上焦和中焦交汇处，迎巨阙可

防止施用手法时出现气机上逆；阑门穴位于大小肠

交界的地方，属于水谷运化暂住场所，捺泻阑门配

合捺补建里穴，可健运脾气，调畅中焦，泄其有形实

邪，疏其无形气滞。扣按彧中与拨阴陵泉相配，可助

疏通人体头、胫部纵行气街，宣畅胸腹瘀滞之气。以

上各式结合，通过疏泄刚脏郁结，同时通降腑气以

助化散瘀滞之气和火热之邪，使气血阴阳运行有常，

则郁证可解。

2.4 行气化湿式 主要针对湿浊困阻证所施的一

类术式，以达到调畅气机，化湿利浊的治疗目的。适

用于痰湿中阻等所致的眩晕、痞满、肥胖等疾病。基

本术式以层按带法泻中带补法作用于中脘穴为

“君”，可轻散中焦湿浊之气来调畅气机；以迎巨阙

穴、捺泻阑门穴、捺补建里穴为“臣”，增强宣上、畅

中的作用；“佐”以提拿建里、气海穴，迎左梁门、右

石关穴，捺泻水分、太乙、中极穴，捺调膻中、中府

穴，扣按彧中拨阴陵泉，诸穴合用可畅通三焦则气

行水散、水湿自除；“使”以捺扫背俞穴，增强行气化

湿的目的。

临床应用分析：以肝胆病证中痰湿中阻型眩晕[13]

为例，临床表现为头重昏蒙，视物旋转、胸闷恶心，

呕吐痰涎等，多因湿浊困阻中焦，脾的运化功能失

职，湿聚成痰，蕴于中焦则气机不畅所致。临床治疗

常采用行气化湿式以运脾畅中化湿，配伍术式以化

痰息风止眩。中脘穴为胃之募穴，又为八会穴之腑

会，有健脾理气的作用。基本术式层按带法泻中带

补法可健脾化湿，一是轻散中焦湿浊之气来调畅气

机，气动则湿动；二是湿邪易困脾气，使脾运化失

职，水湿停聚，所以要健脾避免在排湿中损伤正气。

理气是化湿的关键，重点施用捺穴疗法调畅气机，

将其分为宣上、畅中、渗下三法。捺调膻中、中府穴

以宣发上焦气机，即所谓“宣上”，使气行则湿化。中

焦是水谷精微集散地，可通过捺泻阑门穴、捺补建

里穴来畅通中焦气机，即为“畅中”。再配合提拿建

里、气海穴可沟通中上二焦气机，增强宣上、畅中的

作用。为使下焦水液顺利排出，津沽脏腑推拿选用

迎住左梁门、右石关穴，捺泻水分、太乙、中极穴来

渗利水湿之邪，给邪以出路，即“渗下”。扣按彧中、

拨阴陵泉，可疏通上下气分作用，使气行水散，水湿

自除。捺扫脾俞至小肠俞，是津沽推拿俞募配穴的

体现，不仅可调动脾气，还能通过疏通足太阳膀胱

经的经气来畅达一身之气，从而促进水液代谢。配

伍术式选用捺调百会、四神聪、太阳、风池、完骨等

穴来开头窍以祛风止眩，同时捺扫足少阳胆经头部

循行区域来清利头目。以上诸法共用，脾运得健，三

焦气机通畅，痰湿得化，内风得除，头眩得止。

2.5 扶土抑木式 主要针对“木旺乘土（肝旺脾

虚）”引起的病证所施的一类术式，以达到健脾益气、

疏肝理气的治疗目的。适用于肝脾不和证所引起的

泄泻、带下等疾病。基本术式以层按带法于中脘穴

为“君”，发挥健脾益胃、补中益气的作用；以迎巨

阙，捺调建里、阑门，捺泻期门、章门穴为“臣”，使气

机输布有度、脾胃健运如常；“佐”以拨按带脉来调

理胆经疏泄和三焦水液代谢；最后“使”以捋两侧肝

经达到疏肝理气的作用。

临床应用分析：以脾胃病证中肝气乘脾型泄泻[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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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例，主要临床表现为胸胁胀满，因情绪紧张易腹

痛泄泻，腹中雷鸣，攻窜作痛等，多因肝旺乘脾则发

腹痛，脾虚不能运化水湿造成泄泻。临床治疗常采

用扶土抑木式以疏肝健脾，配法术式以祛湿止泻。

层按带法于中脘穴是“实脾”的核心，可调节水谷之

海，发挥健脾益胃、补中益气的作用，从而恢复脾脏

运化功能。建里穴作为调理中焦脾土的要穴，可补

益脾胃之气，斡旋中焦；而阑门作为调畅气机升降

的关键，又在补脾气的基础上，调节中焦气机，从而

促进气血运行。在“实脾”的同时还要“泻肝”，期门

穴为肝之募穴，主要是疏肝理气，章门穴即为肝经

腧穴以疏肝解郁，又为脾经募穴有募集脾经气血的

作用。在进行捺法时，要加用迎住巨阙穴，防止气机

逆乱。带脉有约束固摄作用，若带脉不固，可造成湿

浊泛滥而下注。拨按带脉可加强带脉的约束固摄作

用，从而约束肝的疏泄与脾的运化功能。还可达到

调理胆经疏泄气机、调节三焦水液代谢的作用。捋

两侧肝经，以疏肝理气，防止郁滞过久的肝气亢逆

上冲。诸多手法配合使用，补而不滞，泻而不伤，治

本以疏肝健脾，治标则以除湿止泻。

3 小结
推拿与针灸、中药同为中医经典治疗手段，是中

医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因其无创、易操作等特点相

对于其他学科具有明显优势，易被患者所接受。津

沽脏腑推拿不同于传统腹部推拿，因其重视脏腑经

络、“伏冲之脉”的介导作用及强调手法的分层导疗

理念，故在内科等疾病中广泛应用。王金贵教授在

古法腹部按摩的基础上，挖掘整理出具有天津地方

特色的推拿手法，并结合中医理论下方药的组方和

辨治思路来治疗脏腑功能失调所致的内科、妇科、

儿科等病症及常规疗法难以见效的疑难病，如：痉

挛性斜颈等，根据脏腑推拿手法的治疗功效不同，可

按君臣佐使进行配伍运用，创新性的提出具有“补虚

泻实”作用的术式组合，并在临床实践中发现有明

显推拿治疗优势的病证。医者根据病性的虚实寒

热，选取相应术式手法进行配伍运用，体现了在中

医基础理论指导下的辨证论治的治疗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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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礼院士：循证医学助力中医药高质量发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消 息·

近日，在由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人民日报社健康时报、中国循证医学中心、现代中医药海河实验室联合主办的第十四届健

康中国论坛循证中药平行论坛上，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医大师张伯礼介绍说，临床疗效是中医药传承发展的根本，引入循证医学

方法促进了中医药临床研究质量提升，推动了中医药临床诊疗水平和国际影响力的提升。

张伯礼很早就从事中医药循证研究实践，完成了中医药界组织实施的第一个多中心大样本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临床研究，

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并培养了一批既懂中医又懂循证医学的复合型人才。在他指导下，张俊华教授带领团队创建了世

界首个中医药临床证据数据库（EVDS），对中成药 RCT 进行结构化的数据提取和系统的质量评价，并建立了智能化证据生产和

转化系列关键技术。EDVS 的特点是能够实现中医药系统评价/Meta 分析自动生成、证据可视化展示、证据指数分析和证据分类

检索等多种功能，极大提高了中医药临床证据的收集、评价和转化应用效率。基于 EVDS 大量数据，研制了中药临床证据指数等

量化方法，已在前几届健康中国论坛循证中药平行论坛上发布了治疗心绞痛、中风、肿瘤、肺炎、流感等疾病的中成药临床循证

评价证据指数 TOP 榜。此次论坛，基于中医药临床研究证据的量化评价，结合心血管领域专家的共识意见，发布了中成药治疗

优势病种心律失常和心力衰竭的证据指数榜单。

张伯礼表示，面对人民群众对高质量健康服务需求的增长，中医药也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特别是要解决好中药产品

质量和临床疗效证据两个关键问题。循证医学是基于证据指导医疗卫生实践和科学决策的国际公认方法,不仅适合西医，也可

以指导中医药开展高质量临床研究。运用世界公认的研究方法生产彰显中医药临床疗效优势的高质量证据，是实现中医药高质

量发展的重要任务。

Analysis of oper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Jingu Zang鄄fu massage in the treatment of
functional internal diseases

ZHANG Haining1，2，FAN Shun1，2，LI Huanan1，3，CHEN Yingying1，3，WANG Jianwu1，3，WANG Jingui1，3

（1. First Teaching Hospital of Tianjin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National Clinical Research Center for Acupuncture and
Moxibus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Tianjin 300193，China；2. Tianjin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Tianjin

301617，China；3. Tertiary Laboratory of Biological Effects of Tuina Techniques of state administr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ianjin 300193，China）

Abstract：As an important branch of the academic school of Tianjin massage，Jingu Zang鄄fu massage is guided by the basic theor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t is well versed in the theory of “external treatment and internal treatment”. In clinical diagnosis and
treatment，it stresses to keep the pathogenesis，pay attention to regulating qi machine，and adjust the balance between Zang鄄Fu and yin.
The combination idea of characteristic surgical methods of Zang鄄Fu massage in Jingu comes from the compatibility principl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prescription “the monarch，the minister and the minister”. According to different syndrome types，the combination of
Zang鄄Fu massage techniques is an organic operation mode，which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flexibility，integrity and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The characteristic surgical methods of Jingu Zang鄄fu massage mainly include warm yang adjustment type，nourishing qi
and nourishing viscera type，regulating qi and stagnation type，gasification and wet type，wood and soil suppression type. It has significant
curative effect in the treatment of functional internal medicine diseases and is worthy of promotion.
Keywords：Jingu Zang鄄Fu massage；manipulation compatibility；monarch，minister，assistant and guide；characteristic surgery；clinical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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