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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秘论”推拿学术思想是由杭州市中医院詹强

教授在《内经》理论指导下结合自己多年临床经验所

提出的。詹教授强调“平秘论”学术思想的核心是推

拿临床要如《内经》所论述的那样：“察阴阳所在而

调之，以平为期”。即通过推拿手法调和患者阴阳平

衡，帮助患者构建力学结构平衡、调节经络气血运

行、改善脏腑功能，使患者力学结构、脏腑气血、
阴阳达到平衡状态，从而起到祛病健身，导形引气

的作用。
“平秘论”学术思想不仅被应用于项痹证、肩痹

证等经筋骨节病的临床推拿治疗中，在推拿治疗内科

功能性疾病中，也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詹教授强调，

临床推拿治疗的前提是从整体出发，结合现代医学相

关理论，全面了解病情；再正确选择手法、作用力大

小、作用力方向、着力范围、频率和作用时间，根据

四诊八纲辨证施治。以“平秘论”理论为核心，可以

将推拿治疗灵活运用于临床失眠、肿瘤放化疗后副反

应、癌症厌食综合征、慢性疲劳综合征等功能性内科

疾病中。
1 以安神镇静推拿为主改善失眠症状

中医学认为，失眠不寐的主要病机是阴阳气血及

脏腑功能的失调，导致阴不入阳，神明被扰，神不安

舍[1]。詹教授强调在治疗过程中，要注重整体，以外

治内调节患者精气神的平衡。安神镇静手法治疗失眠

可先选择头颈部穴位，因为头部与人体脏腑器官联系

密切，手足阳明经布于额前及面部，手足少阳经分布

于头侧部，手足太阳经分布于头顶及颈部，督脉行于

头部正中。手少阴与手足厥阴经直接上行，其余阴经

通过经别合入相表里的阳经之后也到达头面部，头穴

推拿可通过经络穴位的作用调节五脏六腑的功能。脏

腑充，脉气盛，则精气神均得以濡养。在此基础之上

再治疗疾病，必然会“标本相得，阴平阳秘，精神乃

治”。配合足底涌泉穴，功擅潜阳镇静，上病下治，

引火归元，使阴阳平衡，营卫气血调和。阴阳不和，

阳不入阴是失眠症发生的主要病机，头穴为阳，足穴

为阴，两者配合使用，体现了“平秘论”中通过推拿

手法的穴位选择不同进行补泻，达到补虚泻实、调和

阴阳、气血复归于平衡的疗效。
具体操作可揉按百会穴，其位于巅顶，入络于

脑，可清头目宁神志；四神聪为经外奇穴，具有温养

脏腑、安神益智的作用；安眠穴为治疗失眠经验效

穴；一指禅推拿印堂、神庭，及于头部两侧穴位行扫

散法，能调和阴阳、安神定志；点按头面部诸穴亦能

清心安神，诸穴合用，增加疗效。在头面部穴位进行

安神镇静手法治疗可达到潜阳而益阴，使阳入于阴，

阴阳调和则不寐可愈。现代研究证实，头穴推拿作为

一种机械性刺激直接作用于头部，可使毛细血管扩

张，脑部血流增加，改善颅脑血液循环，从而改善大

脑皮层缺氧状况。同时节律性的柔和手法刺激可调节

植物神经系统，使大脑抑制过程增强，以此产生镇静

作用[2]。涌泉穴刺激强度可由浅到深，患者有酸麻胀

感即可。
2 以运腹推拿为主改善肿瘤相关肠胃症状

以肿瘤患者纳差、厌食为例，根据患者的临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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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此病当属中医学癌症虚劳范畴。初缘于机体正气

亏虚，癌毒之邪走窜，导致气血阴阳精津尽皆亏虚，

脏腑经络功能失调，瘀血痰浊内阻，脾胃运化功能失

司，后天之气无继 [3]。但因癌症患者的体质均较瘦

弱，对推拿刺激的耐受程度相对较低。如何在保证运

腹推拿疗效的前提下，给予患者较为舒适、平和的治

疗体验，维持患者的治疗依从性，存在一定的矛盾。
詹教授特别反对手法千篇一律，所选的手法要具有较

强的针对性和目的性，这体现了“辨证施治”的要

求。采用运腹推拿手法，以轻手法为主，重点在于

“运”法的运用，不予揉、压等重手法，目的以调和

阴阳、扶正固本、调理脾胃为主，穴位点按力度也较

小，以患者有轻微发胀感为度。配合腹部关元、气海

穴，补中益气；背部脾俞、胃俞，加强运化脾胃功

能；重点是在三焦俞处点按，以通达全身气机。
运腹推拿是以中医脏腑经络学说为基础，结合推

拿手法自身特点，直接作用于腹部经穴的治疗方法。
虽然手法仅作用于腹部，以促经气循行流通，但基于

十二经流通后即可促使五脏六腑气机的滋生和恢复，

从而通过经脉改善脏腑疾患。运腹阴阳手法选取神阙

穴左右两侧带脉的循行部位，向左右两侧分别做揉摩

按推的手法，力度速度柔缓适中。运腹八卦则以肚脐

(神阙穴)为圆心，半径为三寸的部位，顺时针方向做

揉摩按推的手法。以上手法是运腹推拿治疗的代表手

法，力度频率均以患者舒适为度，针对癌症患者耐受

力下降的特殊性，体现出手法“运”的核心思想。配

合关元、气海与背俞穴的刺激，温中理气，调理后天

之本，增强脾胃运化的能力。
3 以足穴推拿为主改善多种内科疾病症状

前期詹教授对使用足穴推拿改善内科疾病症状进

行了多项研究，成果斐然。例如进行足穴推拿疗法抗

骨质疏松作用及其机制的动物实验研究，将成年雌鼠

制成骨质疏松模型，发现治疗组的骨密度、子宫重量

及左股骨抗弯曲试验的最大载荷均高于对照组，论证

了足穴推拿疗法有对抗卵巢切除后大鼠骨质疏松的作

用[4～5]。并通过临床实践证明，足穴推拿疗法能明显

提高围绝经期妇女性激素血清雌二醇(E2)水平，降低

血清促卵泡生成激素(FSH)、促黄体生成素(LH)水平，

有效地改善围绝经期综合征患者的临床症状[6]。在足

穴推拿抗衰老方面，从临床效应及动物学机制均做了

研究[7]。动物实验发现，足穴推拿能够在一定程度上

降低老年 SD 大鼠白细胞介素 - 1β(IL- 1β)、白细胞

介素 - 6(IL- 6)水平，其治疗效果的取得，可能与降

低脾脏和垂体 IL- 1β、IL- 6 mRNA 表达有关[8]。中

老年人群血清 IL- 6 水平升高可能是老年人衰老神经

内分泌和免疫机制改变的原因之一，临床研究发现，

足穴推拿疗法能够一定程度降低 IL- 6 水平，推论足

穴推拿可能具有一定的抗衰老作用[9]。
基于平秘论的指导，在使用安全简便的中医足穴

推拿方法的同时，还可配合中药内服，促进人体阴阳

平衡、气血调和。现代医学也认为，人体足部有着与

全身各脏腑器官相对应的反射区，对这些部位进行按

摩时，可使皮肤感受器及神经末梢兴奋并传递电脉

冲，通过中枢神经整合而调节内脏功能。具体操作可

分为放松适应手法、全足推拿手法、重点足部反射区

推拿手法和结束手法。先揉搓按摩足部至全足发热，

再使用食指勾法、拇指推按法和拇指刮法刺激涌泉，

用点按法刺激大钟、三阴交、太冲、足三里等穴位。
用一指禅手法施术于全足各反射区，顺序为：脚尖 -
脚跟 - 脚内侧 - 脚外侧 - 脚背部。并按照疾病的不

同，选用相应的重点反射区，用拇指点按法进行重点

刺激，力量以患者“得气”为佳。最后两手掌各置于

脚底及脚背作搓法约 20 下，拳击涌泉穴三下收势。
运用不同手法在足部不同反射区进行推拿治疗可以促

进血液循环、调节内分泌系统，从而增强人体各部分

的机能。
4 结语

综上，詹教授认为，无论采用何种疗法都是帮助

患者调节阴阳、气血以及力学结构等诸多方面的平

衡，而不是单纯消灭疾病。推拿手法作为中医学的重

要组成部分，强调中医学术思想的指导，是区别于西

式整脊、康复疗法等的关键。限于本人水平和篇幅，

笔者仅就詹教授“平秘论”学术思想在治疗内科功能

性疾病的理论指导意义做初步探讨，在将来临床工作

中，有待深入学习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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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风疮，中医以症状及发病机制命名而得，历代

古文献有相当篇幅论述，可包含多种现代疾病信息在

内。然而，现代医学仅仅将血风疮简单的归属于西医

湿疹、中医湿疮范畴。血风疮所包含内涵和外延并非

湿疹湿疮所能涵盖。血风疮为中医临床常见多发病，

不能单纯理解为湿疹或紫癜之属，是以膝盖以下、踝

骨以上发生形如粟米、脓水淋漓、滋水、瘙痒无度等

为主要表现的一类疾病的概括。有关血风疮病因病

机，古人记载内容翔实丰富，且有多种学说，但均认

为该病为多种因素复合致病。中医将如何能提高对本

病的认识？如何继承发展？中医诊疗的发展需溯源，

才能清流，才能将古人的东西创新性发展，提高中医

的疗效。笔者首次对血风疮古文献的中医病因病机进

行系统整理，并以其丰富的病因病机内涵和临床常见

病为基点，提出有必要将中医血风疮专列单病。供同

道参考，望提出批评指正。

1 血受风邪论

明·申斗垣在《外科启玄》中指出：“此疮多在

两小腿里外，上至膝，下至踝骨，乃血受风邪而生

也。”明·万密斋在《万氏秘传外科心法》中则补充指

出：“血风疮生于两颐后之间，痛痒不一，脓水常

流，盖由产后受风而然也。”两者均认为该病病位在

血，其发生的内因分为血有常和产后血虚的不同，其

外因为外受风邪而发。至清·高秉钧《疡科心得集》
中“血风疮，多生在两小腿里外，上至膝，下至踝

骨，乃风热、湿热、血热交感而成”，进一步补充了

内因为血热而受风的发病机制。至此，血风疮病位在

“血”的不同状态，及所受风邪而发病认识清楚，血

受风邪论的认识达到成熟。
2 三因交感论

在宋《疮疡经验全书》中“该病多因肝经血热，

脾经湿热，肺经风热交感而发者”，明确指出本病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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