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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推拿又称“按摩”，是以中医的脏腑、经络学说为理论基础，并结合西医的解剖和病理诊断，而用手法作用于人体体表的特定部位以

调节机体生理、病理状况，达到理疗目的的方法。康复是采用医学的、工程的、心理的、社会的和教育的各种手段，使残疾人的功能恢复

到尽可能好的水平，以便在身体、精神、社会活动、教育就业等方面的能力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从而最大限度地实现回归社会。推拿与

康复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二者结合，不论在疾病的诊治方面，还是在功能的恢复方面都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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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拿是一种非药物的自然疗法、物理疗法，也是我们祖祖辈辈

传下来的一种治疗手段，一种非物质遗传文化，通过推拿这种治疗

手段我们达到驱逐疾病的目的。推拿一词是由摩挲、按矫、按摩逐

渐演变而来的。它不仅是名词的变更，而且包含着千百年来，从事

推拿医术的医师不断总结，不断创新，不断发展的结果。推拿医术

是中国古老的医治伤病的方法，是中医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推拿属

于崇尚的自然疗法的一种。由于它的方法简便无副作用，治疗效果

良好，所以几千年来在中国不断的得到发展，充实和提高。康复是

指综合地、协调地应用医学的、教育的、社会的、职业的各种方法，

使病、伤、残者（包括先天性残）已经丧失的功能尽快地、能尽最

大可能地得到恢复和重建，使他们在体格上、精神上、社会上和经

济上的能力得到尽可能的恢复，使他们重新走向生活，重新走向工

作，重新走向社会。 

1.推拿与康复的定义 

1.1 推拿的定义 

推拿[1]为一种非药物的自然疗法、物理疗法，是以中医的脏腑、

经络学说为理论基础，并结合西医的解剖和病理诊断，而用手法作

用于人体体表的特定部位以调节机体生理、病理状况，达到理疗目

的的方法，从性质上来说，它是一种物理的治疗方法。从推拿的治

疗上，可分为保健推拿、运动推拿和医疗推拿。医疗推拿通常是指

医者运用自己的双手作用于病患的体表、受伤的部位、不适的所在、

特定的腧穴、疼痛的地方，具体运用推、拿、按、摩、揉、捏、点、

拍等形式多样的手法和力道，以期达到疏通经络、推行气血、扶伤

止痛、祛邪扶正、调和阴阳、延长寿命的疗效。一个民族的发展离

不开精神的支撑，推拿作为中医学的一员起源于于中华文化，它是

传统中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千年来，它为中华民族的繁衍与昌

盛起着不可抹灭的作用。经过历史的考验，人们总结出推拿是所有

传统治疗方法中最为古老的技法。发展到今天，它不但没有被人们

摒弃，反而在现实社会中徐徐升起，成为了防治疾病的重要手段。

我们在看到推拿的有益之处的同时也应该认识到推拿的弊端，推拿

是千年前的古老方法，但是并没有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有发展。同整

个中医学一样，传统的推拿体系也具有相对的封闭性和排外性，所

以其发展始终停留在一定水平，其技法难于得到提升和普及。 

1.2 小儿推拿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获取知识和信息的途径增多，越来

越多的西医缺点被暴露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心中，使得人们对健康得

要求越来越高尤其是对小儿的健康越来越重视——小儿推拿就在

这样的环境下冉冉升起。小儿推拿是隶属于推拿类的，他与成人的

推拿又有区别，小儿推拿是根据小儿的脾胃虚弱和易受风寒的特点

以调理脾胃和祛风散寒为主的推拿手法。小儿推拿是传统医学中不

受重视的，近年来小儿推拿能成为流行趋势一方面是人们对小儿健

康的重视，另一方面得益于国家层面的重视，认为发展中医药是发

扬传统的中医文化。小儿推拿目前更多地是你针对小儿咳嗽、厌食

等症状，并且取得良好的效果，使得小儿推拿更多地活跃在妈妈们

的群里面，这也为推拿的推广起到一定的作用[2,3]。 

1.3 康复的定义 

康复医学是由理疗学，物理医学逐渐发展形成一门新学科。康

复医学主要面向慢性病人及伤残者，强调功能上的康复，而且是强

调体功能康复，使患者不但在身体上，而且在心理上和精神上得到

康复。它的着眼点不仅在于保存伤残者的生命，而且还要尽量恢复

其功能，提高生活素质，重返社会，过有意义的生活。为了能够使

患者回归社会，康复不只是单纯医学方面的康复，而且还应包括心

理的、社会的、经济的、职业的、教育的等多方面的康复。康复医

学是一门有关促进残疾人及患者康复的医学学科，更具体地说，康

复医学是为了康复的目的而应用有关功能障碍的预防、诊断和评

估、治疗、训练和处理的一门医学学科。康复的原意是“复原”、

“恢复原来的良好状态”、“重新获得能力”、“恢复原来的权利、

资格、地位、尊严”等。康复医学出现的时间很短，但是发展却很

快，发展是多方位的，包括定义、理论、对象、方法和技术等，而

且其学科还借鉴与学习一切有助于实现其康复目的的东西，包括吸

取传统针灸与推拿技法之长，不断完善自己，使他以惊人的速度进

入到人们的内心世界被接纳，康复也凭借他独特的优势发展出康复

护理，康复运用于护理学上，更好的为患者服务，为医疗服务。 

2.推拿与康复的联系与区别 

2.1 推拿与康复的联系 

2.1.1 治疗目的相同 

推拿治疗的目的是防病治病、养生保健。与《内经》同时问世

的《黄帝歧伯按摩十卷》乃记载养生保 健按摩的推拿学巨著，张

仲景所著的《金匮要略》中 将膏摩疗法列为一项重要的预防保健

方法，由此可见早期的推拿按摩多用于养生保健，后逐渐发展到治

疗和运动作用。推拿治疗的目的包括养生保健、防治疾病、病后康

复，不仅能治未病还能治疗疾病的过程和预后。现代康复的目的主

要是以患者病后遗留的功能障碍为核心，强调改善、代偿、代替的

途径来提高功能，提高生命质量，回归社会[4]。 

2.1.2 工作模式相同 

从定义可知，推拿的本质是一种中医的外治疗法，强调在中医

理论的指导下，寻找疾病的病因和诊断，有目的地运用特定的手法

作用于患者的身体，因此推拿是推拿医师个人具备独立完成诊断、

治疗的过程。由于现代康复是一项多专业性、跨学科的工作，在专

业方面常涉及物理疗法、作业疗法、言语治疗、心理治疗、假肢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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矫形器技术等多个专业，在学科方面常涉及医学、心理学、教育 学、

社会学等多个学科，所以必须依靠多专业联合协作才能实现康复的

目标。不同于推拿的是，康复侧重于评定，康复评定不是寻找疾病

的病因和诊断，而是客观地、准确地评定功能障碍的原因、性质、

部位、范围、严重程度、发展趋势、预后和转归，为康复治疗计 划

打下牢固的科学基础。因此现代康复的工作模式 主要是团队协作

模式，常常是由多专业及学科人员组成的康复治疗组工作方式[5]。 

2.2 推拿与康复的区别 

2.2.1 理论基础上的差异 

传统中医以阴阳、五行、脏象、精气神等古代的哲学观为基础

理论。推拿是中医的组成部分，是在中医基础理论指导下的医事活

动，当然就不能脱离上述框架。推拿不论在认识人体生理与病理，

还是在治疗等方面，都烙上了传统中医的印迹。如针刺治疗以患肢

局部取穴为主，可祛风散寒，活血荣筋，疏通经络，使肩部气血流

通; 辅以电针密波，镇痛效果明显，改善血液的粘、聚、凝状态，

改善供 血，且电针治疗可以降低神经应激反应，对感觉神经 和运

动神经起抑制作用，配合关节松动术治疗，可使患者对手法的接受

程度明显提高，且使医者的操作既省力又到位[6]。康复医学则完全

建立在现代物理学（包括生物力学）、心理学和西医对人体解剖、

生理、行为方式，以及社会学、职业教育等认识的基础上。如康复

治疗有可能成为 21 世纪脑卒中治疗体系中强有力的保障[7，8]。 

2.2.2 临床疗效评价上的差异 

推拿操作简便，经济实用，还可代替药物。比如有些病人使用

按摩后，可使精神振奋，起到兴奋剂的作用，也可使患者安静下来，

起到镇静剂的作用。由于推拿有利于循环系统和新陈代谢，对于一

般慢性病或身体过度虚弱的患者，是比较安全可靠的。对于不便吃

药的孩子，推拿可增强小儿体质，起到预防保健作用。对于某些复

杂疾病，还可配合针灸、药物治疗[9]。但是，对于一些急性的或高

烧的传染病，或脏器有病变，如伤寒、肺炎、肺结核等，推拿只能

起配合作用。康复医学就在评定指导治疗，治疗促进评定的过程中

得到发展，人们对功能活动的认识也在这一过程中进一步深化。而

推拿作为传统中医的一部分，讲求辨证论治，其重点在于对疾病本

身的诊断和证型的辨识上，而对治疗过程中证候的演变和功能恢复

的情况却缺乏严谨的评判方法，因而在对疗效和疾病预后的判定方

面很难作出精确阐释。现代医学研究证明，推拿手法可改善局部血

液循环，有效防止肌萎缩[10]。对于脑梗死导致机体功能障碍的患者，

应及早进行康复介入，实施心理康复护理、综合 康复功能训练、

日常生活能力训练，提高患者日常 生活能力和生活质量，使患者

能尽早回归社会，减轻家庭及社会负担[11-13]。康复医学在借助外界

仪器的同时需要配合患者的心理健康，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漫长的

过程。推拿我们主要是通过对经络、肌肤腠理的改变从而改善身体

的症状或者起到强身健体的作用，讲究的是一个短期的疗效。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推拿与康复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现代社会

的进步对人们的要求也更高，从以前的苦力转变为劳力，再转为现

在的脑力，我们的压力也有身体逐渐转变为了精神，我们大部分都

归结到亚健康，有一颗想健身的心，却没有想健身的力。随着推拿

的兴起，我们都为自己的健身找了个“借口”，时不时去推拿放松

一下，修复一下自己的健康。尤其是小儿推拿的出现为焦急的宝妈

们找到了治病的一条出路，既能小儿减轻不能吃药的困难，又能减

少药物的毒性作用对小儿的影响。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小儿推拿都是

有效的，有些保健场所很多的推拿师仅仅只是一些临时的培训人

员，并没有经过系统中医理论知识的学习，这也导致了中医推拿的

传播有阻碍的一个重要原因。我们应该重点培训具有医学基础的

人，要求持证上岗，取缔临时培训的业外人员，从而获得推拿的效

果，更有利于推拿的推广。推拿机理开始进行研究，取得了初步成

绩，这对推拿又是一个很大的促进。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有人重视中

国这一传统疗法，据了解有越来越多的外来国家来中国学习。还有

一些聘中国专家出国开办学习班。这说明中国的推拿行手法治疗疾

病已受到世界的重视。总之推拿和康复二者的结合，是一种必然的

趋势，不论在疾病的诊治方面，还是在功能的恢复方面都有积极意

义。我们相信随着人们对传统推拿医学的发掘和对现代康复理论与

实践认识的加深，一种全新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推拿医学将屹立于

世界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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