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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通過觀察小兒推拿，在改善腦癱患兒脾胃功能及提高免疫能力方面的療效，探討其在腦癱康

復護理方面的應用。方法：對53例體質及營養狀態欠佳的腦癱患兒採用小兒推拿療法，根據中醫辨證分型施治

於不同經絡腧穴，10天為1個療程，6個療程後觀察療效。結果：身體免疫力增強14例，占26%，汗出減少7例，

占13%，食欲好轉，17例，占32%，遺尿減少2例，占4%，總有效率達75%，結論小兒推拿在改善腦癱患兒脾

胃功能及提高免疫能力方面有，較好的療效，可在腦癱的康復護理中加以推廣應用。 

 

[關鍵詞] 小兒腦癱；小兒推拿；康復 

小兒腦癱是一組持續存在的中樞性運動和姿勢發育障礙活動受限症候群，這種症候群是由於發育中的胎兒

或嬰幼兒腦部，非進行性損傷所致。腦部癱瘓的運動障礙常伴有感覺，知覺認識交流和行為障礙，以及癲癇和

繼發性肌肉骨骼問題[1]。小兒腦癱屬祖國醫學的「五軟」，「五遲」範疇。主要因難產窒息，父母精血不足等

先天稟賦不足，或後天調護失當，脾胃兩虛，精血化生不足所致。錢乙在《小兒藥證直訣‧序》中指出：「臟腑

柔弱，易虛易實，易寒易熱」[2]。因此大部分患兒體質較差，常伴有營養不良，出汗多，反復上呼吸道感染等症

狀，這些因素嚴重影響了康復療程的延續，大大降低了康復療效，加重患兒痙攣緊張或手足徐動等臨床症狀。

因此，能否增強患者體質，改善患兒營養狀況，成為小兒腦癱康復治療中的重要環節，在腦癱的康復護理中加

以小兒推拿治療，在改善患兒脾胃功能及提高花兒免疫能力方面取得了較好的療效，現報告如下。 

 

1 一般資料 

選擇2017年1月至2019年1月，在我科住院的腦癱患兒53例，其中男35例，女18例，年齡3月至12歲，平

均年齡2.1歲，53例均易出現反復呼吸道感染，參照中國腦性癱瘓康復指南2015版[3]確診為小兒腦癱。 

 

2 治療方法 

2.1 

所有患兒根據各自的具體情況，依據評估結果，給與相適應的康復治療。包括運動療法，作業療法，語言

療法，認識訓練電子生物回饋，中頻電療，蠟療，音樂療法，啟智博士，引導式教育，懸吊訓練，ABA療法，

閃卡，Motomed上下肢訓練儀等等。 

2.2 

所有患兒給予小兒推拿治療，基本取穴：補脾200次，揉板門100次，運內八卦100次，補腎100次，揉臍

100次，大椎、肺俞橫擦100次，足三里200次，摩腹100次，捏脊3到5遍。每日一次，每次20到30分鐘。 

外 感 病 加 ： 開 天 門 、 推 坎 宮 、 揉 太 陽 、 揉 耳 後 高 骨 。 

飲食內傷者加：清天河水，退六腑、采血針點刺四縫穴（每星期一次）。 

咳 喘 者 加 ： 膻 中 穴 ， 分 推 八 道 ， 分 推 肩 胛 骨 ， 豐 隆 。 

智力低下者加：百會、風池、四神聰。 

語言障礙者加：通裡、廉泉。 

上肢癱者加：肩髃，曲池、外關、合穀。 



下肢癱瘓者加：環跳、伏兔、解溪。 

腰部無力者加：腎俞、腰陽關。 

 

3 治療結果 

身體免疫力增強14例，占26%，汗出減少7例，占13%，食欲好轉17例，占32%，遺尿減少2例，占4%，

餘無明顯變化，總有效率達75%，結論：小兒推拿在改善腦癱患兒脾胃功能及提高免疫能力方面有較好的效果，

可在腦癱的康復護理中加以推廣應用。 

 

4 典型病例 

某女，1.1歲，以全面性發育遲緩，入院時肌力和肌張力偏低，全身疲軟，豎頭不穩，不能翻身，不會坐，

不會爬，口流清涎，面紅，盜汗，納差，手心熱，舌紅，苔厚膩，脈滑數，患兒時常反復發燒，咳嗽，每月至

少輸液1到2次，患兒家長非常無耐和煩惱，醫囑患兒家長清淡飲食餵養，採用運動療法，作業療法，電子生物

回饋，水療等另外採用小兒推拿療法取穴補脾200次揉板門，100次輕為100次運內八卦，100次清天河水100

次，順摩腹100次，分腹陰陽100次，揉膻中100次，分推八道50次，揉肺俞100次，分推肩胛骨100次，捏脊3

到5遍，用采血針點刺四縫穴，擠出黃水，每星期一次，如有外感症狀，加開天門，推坎宮，揉太陽，揉耳後高

骨。經兩個月的系統治療，不僅運動系統有了較大進步，納差的症狀也有了大的改觀，體重較前重了5斤，發生

發熱，咳嗽等症狀的次數逐漸減少，避免了或減少了用藥量。 

 

5 體會 

小兒推拿又叫小兒按摩，是在中醫基礎理論的指導下，根據小兒的生理病理特點，在其體表特定的穴位或

部位施以手法具有疏通經絡調和氣血提高機體免疫力的作用，從而達到防病治病和助長益智的一種外治療法。

由於小兒肌膚嬌嫩，神氣怯弱，因此在推拿治療時，不僅要用介質如滑石粉，按摩油等。特別要注意手法，強

調輕快、均勻、柔和、持久、滲透。操作的基本手法，有推法、揉法、摩法、掐法、捏法、拿法、搓法、擦法
[4]。根據穴位的性狀，分為點狀線狀和麵狀穴位，小兒腦癱患兒先天不足，臟腑嬌嫩，形氣未充，脾胃運化能

力弱，乳食不潔或肥甘厚味食入過多極易停滯，生濕生痰生熱。影響肺氣宣降，引發咳嗽急喘，現代中醫名家

關幼波通過多年臨床中不斷探求，提出了「內裡無伏熱，不易受外感」的觀點[5]，俗話說得好，「若要小兒

安三分饑和寒」，小兒一定要合理膳食，營養搭配合理。脾胃為後天之本主運化水穀和輸布精微，為氣血生化

之源，由於小兒運化功能尚未健全，再加上乳食不節，故易為飲食所傷，表現出小兒「脾常不足」的病理特點
[6]故取補脾經，揉足三里，運內八卦，揉板門。達到健脾胃，助運化，消食導滯的作用。肺為嬌髒，外合皮毛，

小兒肺衛尤弱，小兒「肺常不足」，因此，外邪襲表，易犯肺系，肺失清肅，則容易出現發熱，咳嗽等症[7]，故取

大椎、肺俞橫擦至局部溫熱感為宜，達到固表衛外的作用。神闕穴，即肚臍是任脈上一個重要穴位，又名臍中，

《內經》指出，其通過奇經八脈與十二經相通，與五臟六腑相通，為五臟六腑之根，神元歸藏之本[8]，達到溫

陽散寒，補益氣血，健脾和胃，消食導滯的作用。腦癱患兒往往先天不足，腎氣虧虛，補腎經，具有補腎益腦，

溫養下元的作用。 

摩腹：中醫認為，人體腹部為「五臟六腑之宮域，陰陽氣血之發源」，經常揉腹，可通和上下，去舊生新，充實

五臟。在古代就有「腹宜常摩，可去百病」之說[9]。捏脊：具有調陰陽理氣血和臟腑，通經絡強健身體的作用，

臨床上常採用捏三提一法，效果更佳。 

總之，在小兒腦癱康復過程中，配合小兒推拿療法，將起到事半功倍的功效，無毒副作用，可避免或減少

患兒打針服藥的痛苦，簡便易行，值得在臨床上廣泛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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