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edical Tribune 医学论坛 第 3卷第 12 期 2021 年

小儿疾病外治疗法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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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小儿疾病的外治疗法最早可以追溯到《五十二病方》中的相关记载。经历千百年的发展，小儿外治疗法已经趋

于成熟。所谓的外治疗法就是通过相关介质来作用于人体的表面或者腔道，实现帮助人体恢复健康的目的。常见的外治疗法

介质有器械、电、光、磁等，这些介质相较于传统的治疗方式而言，是不通过消化道吸收来达到康复目的的。但外治疗法也

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更倾向于预防疾病或者是保健，以此来达到使身体康健的目的。针灸、推拿、电磁以及拔罐等已经成为

比较主流的外治疗法。穴位贴敷也是外治疗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加强皮肤对药物的吸收来刺激体液或调节神经，进而

达到治愈疾病、保健身体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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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外治疗法的发展经过了历史的积累和沉淀，“婴儿孛痉”

“婴儿病痈”已经是我国存在较早的具体外治疗法内容。目

前比较常见的外治疗法有外敷、药浴、喷鼻、洗眼等方法，

既增添了不少国粹光辉，同时也提高了对小儿外治疗法的关

注和优化，结合最前沿的科技来作用于机体的表面，能够更

好的提高小儿的身体素质，减少疾病的发生。总的来说，外

治疗法虽然不是中医学的专利，但最早起源于中医，而今全

球已经有多种高科技手段来优化外治疗法的方式。就目前来

看，外治疗法的主要方式是搭建不同的临床平台，形成一种

新的治疗特色继而加以推广，促进儿童健康成长。

1 外治疗法的概念

相较于传统的治疗方法而言，外治疗法主要是通过药

物、器械、电、光、磁等介质作用于机体表面或者腔道，不

经由消化系统的吸收，达到疾病的治疗和预防的效果。对于

外治疗法概念的理解，部分学者也做出了相应的阐述，但仍

然存在部分问题，一是过于强调药物的外治，忽略了其他介

质的治疗能力；二是过分强调体表的吸收能力，忽略了腔道

的作用。只有充分认识到不同介质作用于人体的作用，才能

够正确把握好外治疗法的方式和作用。

目前比较常见的外治疗法有推拿按摩、针灸疗法、拔罐

疗法以及穴位敷贴等。通过不同的外治疗法来达到强健体魄

的目的，从而提高患者的身体素质。

2 外治疗法的理论探析

在上文中我们详细阐述了外治疗法相关概念，而外治疗

法的理论则缺乏一定的说服力。例如在针灸治疗的过程中，

穴位的说法本就是神乎其神，真实性还有待商榷。但不可否

认的是，在外治疗法结束以后，患者的身体状况确实得到了

改善。

3 西医角度对外治疗法的认识

3.1现代药理学的知识

现代药理学是以改善药物的质量、提高药物的疗效、防

止药物不良反应等内容为主的学科，尤其是对关于化学物质

治疗过程中可能引起的机体机制变化的科学。在传统的药物

治疗中，我们需要从身体机能对药物的吸收、分布、代谢等

角度来探析药物的作用，也就是药效动力学。但是外治疗法

是不同于传统药物治疗的方式，是只经过皮肤或者腔道的吸

收来实现治疗目的的。因此在研究过程中，我们对于外治疗

法的药物分布并不清楚，也不明确外治疗法的药物在进入体

内后发生了哪种变化。也是因为如此，外治疗法的安全性和

疗效性都存在一定的争议。

就治疗效果上来看，虽然外治疗法的吸收速度远远比不

上体内系吸收的速度，

但在一定程度上，药物的吸收和发挥和患者的血液浓度

具有一定的相关性。尤其是在部分的慢性病种，我们发现血

药浓度越低，外治疗法的使用效果就越好。因此对于现代药

理学中的外治疗法和传统疗法之间的差异和共性，仍然需要

经过不断的临床试验来挖掘。

3.2物理刺激的拓展和疗效验证

外治疗法是通过声、光、冷、热、电、力等刺激的方式

来恢复身体原有的机能，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物理疗法或者理

疗。理疗的作为外治疗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也是通过物

力因子来调节人体的机能，从而达到提高人体免疫力，预防

疾病发生，因此需要我们对这一疗法进行广泛的推广和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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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4 中医理论的认识

4.1 整体观念

中医理论和西医理论的最大区别在于，中医在疗法上已

经形成了一个整体性的观念，在治疗方式上也具有一定的辩

证性。在中医的整体观念中，人体是统一的整体，相互之间

是密不可分的。因此一旦某一处机体出现了问题，一定会反

映到身体的表面。

4.2 皮部理论

皮部理论是中医理论中最为重要的理论之一，中医理论

认为，人体一共包括十二皮部，这些皮部是人体的十二经脉

在体表汇聚后产生的反应，同样十二经脉的所属脉络也能够

比较明显的反应人体体表的反应。因此在外治疗法中，一些

艾灸、梅花针以及穴位贴敷等疗法都能够很好的治愈体内的

病变。

4.3 药物作用的病变靶点

在中医治疗过程中，需要找到药物作用后留下的病变靶

点，尤其是在经脉中，由于经脉中遍布着许多穴位，这些穴

位很有可能是不同疾病的靶点。如在阑尾炎这以病症中，具

有较为明显的阵痛，大多数为肠胃痛；脾俞穴有异常变化，

多是由于脾胃的问题而产生的病变；月经不调主要表现为横

骨压痛。因此在外治疗法的治疗过程中，由于穴位处于经脉

之中，便可采用外治疗法的方式来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

4.4 气血理论

气血是中医理论观念中最重要的物质，是中医认为身体

机能生存的根本。气和血是调节人体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

其中气的作用是调控、固摄和防御；血则是濡养、化神等。

通过外治疗法的方式来调节人体的气血平衡，以此来达到强

身健体的目的，提高自身的身体素质，加速疾病的恢复。

5 外治疗法的安全性

5.1外治疗法的特色

相较于传统的治疗方式而言，外治疗法无论是在治疗方

式上还是在安全性能上，都有其独特的特点，具体体现在以

下五个方面：

一是在小儿外治疗法中，可以不吃药，不打针，具有一

定的依从性。

二是在使用和携带方面较为便捷，既简单又方便。

三是在使用方式上，大部分外治疗法的相关工具在使用

方面都较为简单，既能够配合使用，同时也能够单独使用。

四是外治疗法因其独有的特色，更容易被患儿接受和选

择，因此传播速度也更快，传播范围也更加广泛。

五是相较于传统的药物治疗方式，外治疗法的不良反应

比较少，安全性能也更高。

5.2对外治疗法的建议和展望

经过长时间的观察和总结，我们不难发现，外治疗法具

有一定的理论基础，相较于传统治疗方式也更加安全。我们

要用辩证发展的眼光正确看待外治疗法的作用和效果，尤其

是在初期的发展过程中，我们更需要具备对外治疗法的坚持

和推崇，从而进行更进一步的探索，加大对外治疗法的推广

和应用。

6 结论

综上所述，通过对外治疗法的理论分析和治疗特色，我

们有绝对的理由来相信外治疗法的发展和进步是非常有前

景的，同时也能够更好的帮助患者和服务患者。近年来，随

着大多数人对外治疗法的理解和接纳，这一治疗方式也逐渐

被人们关注和采纳。因此在后续的优化过程中，也需要不断

借助新的器械科技，充分打破思维限制，进而达到保护身体

机能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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