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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康复医学的优势与发展前景探索
张亚丽

（河南科技职业大学，河南 周口 466000）

摘要：在健康中国的背景下，人们对中医康复医学的关注度越来越高，中医康复医学作为中医药学的重要组成之一，其优势越来越凸显，

发展前景也比较可观。本文通过对中医康复医学的内涵、优势与发展现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重点围绕中医康复医学的发展前景与中医康

复医学应用模式的设想展开深入探究，旨在促进中医康复医学更快更好地发展，使其为全人类保健事业做出突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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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在社会经济大力发展的背景下，人民群众对中医康复

医学的内涵、优势与未来发展有了更全面的认识与更高的期待，

同时中医康复医学的服务范围与能力也面临着空前挑战。但是科

学技术的蓬勃发展切实为中医康复医学水平的提高创造了更多可

能。中医康复医学是伴随着康复医学的发展与临床康复需求而诞

生的新兴学科。作为一门崭新的学科体系，本文有必要对其优势

与发展前景进行深入探究，以期为相关专家带来启发与思考。

一、中医康复医学的内涵

（一）中医康复医学的来源

中医康复医学的主要研究内容以中医康复保健理论与思想为

主，同时还要结合中医康复理念与临床应用价值。从根本上来讲，

中医康复医学的许多理念都是在传统中医学概念的指导下提出的。

从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开始，鉴于西方先进的康复医学理论与康

复技术向着国内医学市场涌入，在传统中医康复医学与现代中医

康复医学理论的激烈碰撞中中医康复医学的发展势头越来越猛，

在不断吸收国外先进概念与理论精华的基础上中医康复医学的未

来发展趋势越来越可观，并且蕴含着深厚的中医学传统思想，真

正为现代中医康复医学发展创造了有利机会与条件。

（二）中医康复医学与现代康复医学的联系和区别

中医康复医学与现代康复医学存在诸多相似之处。首先，

中医康复医学对现代康复医学进行了针对性的补充与完善。展

开来讲，中医康复医学的核心理念为中医相关内容，在此基础

上又拓展了脏腑经络学说，慢慢地，中医康复医学有了进一步

进步与发展，并且能够对临床医学工作展开实际指导。从整体

出发，中医康复方法涵盖的内容极其丰富，例如饮食疗法、推

拿按摩疗法等都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康复医学作为中医

学的重要组成之一，其对临床疾病预防、治疗与康复都发挥着

至关重要的作用。总而言之，中医康复医学与现代康复医学的

共同目标为提高患者的个人生活与生存能力，更重要的是助力

他们重返康复生活，同时，他们共同的研究治疗对象主要以身

心功能缺损的病伤残者为主。

中医康复医学与现代康复医学也表现出来诸多不同之处，如

在学科理论基础与康复治疗方法选择方面都存在着本质不同。首

先，从学科理论基础的层面出发，中医康复医学主要以阴阳五行

思想，精、气、血、津液、神学说、五运六气学说为理论基础，

而现代康复医学的指导思想主要集中于生理病理学、运动机能学、

运动解剖学等方面。其次，学科理论基础不同随之导致二者在康

复治疗方法的选择上面也呈现出了较为明显的差异。中医康复医

学主要强调的是从整体到局部进行辩证康复治疗，最常用到的康

复治疗方法包括推拿、针灸、音乐疗法等，相比之下，现代康复

医学更重要的是对个体功能障碍进行认识与评估，在临床治疗的

过程中最常用到的方法包括假肢、矫形器等人工装置协助的方式，

以达到康复治疗的目的。

二、中医康复医学的优势与发展现状

（一）中医康复医学的优势

中医康复医学的核心指导思想为中医学理论，主要的研究内

容为中医康复疗法及其应用。具体来看，它主要针对的是功能障

碍以及先天发育障碍的残疾者，最终目标为帮助患者减轻疼痛或

者消除由于伤病带来了身心障碍，旨在使其重新步入社会，更健

康地生活。砭石、骨针治疗是其重要的康复方法之一。在此基础上，

随着治疗方法的不断优化与完善，针刺疗法应运而生，经络学说

也得以形成与发展。《黄帝内经》是我国现存的最早的中医理论

专著，真正为中医康复医学奠定了扎实的理论基础，同时，经过

一代又一代医学家的深入研究与实践，与中医康复医学相关的内

容得到了进一步丰富与拓展，康复方法也随之得到了补充。

（二）中医康复医学的发展现状

推摩、揉捏、滚法等手法同样是中医康复医学的重要组成之一，

通过按摩患者颈椎、肩背等部位，能够更好地帮助患者缓解肌肉痉

挛，改善局部血液循环，最终达到减轻疼痛以及舒筋活络的目的。

针对术后患者康复治疗，可以采用口服中药汤剂、调理饮食的手段

进一步舒缓患者紧张的情绪，更有利于术后恢复，缩短病程。以上

这些康复疗法已经逐步应用于临床之上且效果显著。然而，当前，

虽然中医康复医学的发展趋势异常可观，但是由于社会对中医康复

服务的需求较大，从人才培养角度出发，我国现有的人才难以在具

备扎实现代康复理论的同时熟练运用中医康复技术手段，人才培养

方面仍然比较薄弱，应得到相关专家以及部门的特别关注。

三、中医康复医学的发展前景

（一）中医康复医学社会需求大，服务对象覆盖面广

社会经济在不断进步的同时也使得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有了

质的飞跃，正是因为如此，他们的健康保健意识也在随之增强。

在此背景下，中医康复医学被更多人熟知，更重要的是得到了越

来越多人的认可与青睐。然而，令人忧愁的是，人们的生活、学习、

工作压力也在不断提升，很多人在健康与疾病之间徘徊，“亚健康”

概念应运而生。亚健康，主要指的是一种临界状态，处于亚健康

的人群，他们需要得到及时的疏导，如果有效他们慢慢地会走出

亚健康状态步入正常生活，反之，如果任由亚健康状态持续且深入，

那么这一群体会遭受亚健康对身体的侵蚀，慢慢地，他们的身体

状态会越来越差，最终很可能会转化成某种疾病。在亚健康高危

人群中，糖尿病、肿瘤、高血压成了关键导火索，稍有不慎，可

能就会危及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有可能会造成早亡的局面。因

此，及时干预，尽早帮助人群抵御亚健康的风险成了中医康复医

学未来重点关注的课题。尤其是残疾人康复市场，其对中医康复

医学的需求是巨大的。伴随着我国老龄化市场的加剧，老年疾病

与保健问题愈发突出，由此看来，中医康复医学的市场发展前景

尤为广阔。以慢性病人为例，由于他们治疗时间较长，与西医相比，

中医康复治疗的优势更突出，如副作用小、契合慢性疾病病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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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着广泛的应用范围。总而言之，中医康复医学的服务对象几乎

涵盖了各个阶段、各种疾病的大部分人群，社会需求大，其发展

空间十分广阔。

（二）中医康复医学具有向世界发展的广阔空间

中医康复医学正在满足人们日渐增长的健康需求，尤其在我

国人口老龄化加剧的背景下，其能够很好地满足残疾人的康复需

求。当前，各国都在积极发展本国的康复医学事业。中医康复医

学已经逐渐从国内走向世界并且得到了各国的认可与关注。在传

统中医康复医学的基础上还逐渐衍生出来了针灸按摩、气功、自

然疗养等一系列绿色自然的康复疗法，赢得了国内外医学专家的

广泛认可。由此来看，中医康复医学正在逐步向着国际化、世界

化方向迈进。为了有效促进中医康复医学的国际化发展，具体可

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首先，充分发挥出来中医药以及针灸等传统中医疗法在老年

卫生保健中的优势与作用。

其次，科学研究表明，针灸与中医药在治疗疑难病症方面大

有作为，尤其麻醉与针灸镇痛作用已经得到了世界的认可，在未来，

中国应在这方面投入更多精力与时间。

最后，中国加入 WTO 真正为中医康复医学走出国门迈向世界

提供了有利契机，中国应构建系统且完善的 WTO 市场体系并且将

在世界卫生保健服务中具有优势的中医药、针灸作为一个重要出

口项目纳入其中。

（三）中医康复医学应向社区康复及基层康复发展

中医康复医学除了走向更宽阔的世界舞台之外还应扎根基层

与社区，努力服务基层与社区患者，唯有如此，中医康复医学的

发展才更接地气，实效性才更高。当前，很多功能障碍患者并不

需要长期待在医院接受治疗。此时，如果引入中医康复医学的话，

那么必然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这类患者的康复需求，同时也有利

于有效提升他们的日常生活能力。此外，中医康复疗法有着物美

价廉的突出优势，尤其契合基层或者社区患者的资金现状，更便

于中医康复医学推广，有利于整体提升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与幸

福指数。

（四）组建具有中医药特色的中西医结合康复医学科

鉴于中医康复医学的优势与特征尤为明显，以中医康复医学

理念为基础，通过与现代康复医学思想紧密融合，在不断吸收现

代康复医学先进思想与技术的基础上我们可以组建具有中医药特

色的中西医结合康复医学科，并且将其引入到各大综合型的医院，

例如建设康复评定室、心理治疗室、门诊、物理治疗室等。同时，

还应建立一系列与之相对应的病房与诊室，并且为之配备专业的

康复治疗师、康复师、评定师。此外，针对治疗原则，应始终坚

持以患者为中心，充分发挥出中西医康复诊疗方法的独特优势，

以便帮助患者重获健康之身，使其更自由健康地生活。

（五）中医康复医学应用模式的设想

中医康复医学是中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在具体实施过

程中自然而然应遵循相应的理论原则与操作程序。

首先，功能测评。虽然中医康复医学主要面临的诊疗对象为

伤残或者功能障碍患者，但是基于辩证分析理论，中医康复医学

能够精准确定其病变或者导致病变的内在本源，在此基础上，依

托中医康复医学理论基础，运用中医辨证方法判断当前其病变的

性质与程度，以便为下一步设计康复方案提供有力的数据与理论

支撑。

其次，调试技术。这一环节又可以叫作确定康复原则，该环

节是中医康复真正的特色与优势。第一步先判断残疾和功能障碍

有关的脏腑经络，之后从病症的气血、阴阳、寒热、虚实出发确

定具体的诊疗康复方案，将整体康复的理论思想体现得淋漓尽致。

纵观现如今对于中医康复的研究与报道，虽然都能体现出这点，

但是很多时候也只是注重人体的整体观念而真正忽略了“天人合

一”的整体观念，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这里所研究的整体观

念主要指的是康复的心理学与社会医学技术），最终导致相较于

现代康复，中医康复的运行模式并不完整，缺乏一定系统性【15】。

作为准康复对象，虽然残疾和功能障碍对他们造成的伤害是巨大

的，但是患者对未来康复之路充满着更大的恐惧，周围的人与物

会对他们的心理造成直接影响，也会影响康复效果。

四、结语

总而言之，中医康复医学发展应以“康复”为主题，既要积

极引进现代康复技术，又要重视从多个角度挖掘传统中医康复治

疗方法的优势，坚持以适应并且促进康复医学发展为根本原则，

在充分展现传统中医康复医学优势的基础上推进技术创新，最终

真正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中医特色康复疗法，并且坚持不断补充

与拓展，更好地与临床实践结合，最终促进中医康复医学与现代

康复医学的进一步融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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