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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蒙医穴位按摩疗法治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恢复期咳喘症 
包璇 1  萨仁格日乐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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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新冠）恢复期咳喘症状已成为影响人们回归正常生活、工作的重要不利因素。笔者应用蒙医穴位按摩疗法治疗

新冠恢复期咳喘症，取得较好疗效。本文通过阐述疾病的认识、蒙医穴位按摩疗法的实操及分享临床治愈病例，为蒙医在治疗新冠领域的

研究提供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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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新冠）恢复期所表现的临床症状多

样且复杂，其中，咳喘等症状迁延不愈，已成为影响人们回

归正常生活、工作的重要不利因素。蒙医穴位按摩疗法通过

刺激局部穴位，改善赫依琪素（气血）运行，疏通经脉、顺

气宽胸，清除呼吸道巴达干粘液而达到缓解或治愈新冠咳喘

症状的目的。具有操作安全，无不良反应等特点，能够有效

促进患者康复。 

1 新冠恢复期咳喘症的病因病机 

新冠病毒感染可导致气道黏液分泌增加，形成较多痰

液，这是新冠咳嗽的一个重要机制。新冠病毒主要依靠其表

面的 S 蛋白上的受体结合域识别宿主细胞受体血管紧张素

转化酶 2(ACE2)，并与之结合感染宿主细胞。感觉神经元亦

存在 ACE2 受体，因此新冠病毒可能侵袭迷走神经的感觉神

经元与神经胶质细胞等，诱发神经肽与炎性介质释放，从而

引起咳嗽及味觉和嗅觉障碍等。同时，参与新冠病毒感染与

识别的上皮细胞及炎症细胞如巨噬细胞、中性粒细胞、淋巴

细胞等，可释放多种细胞因子与炎症介质，包括干扰素、前

列腺素类和三磷酸腺苷(ATP)等[1]。此外，神经肽与神经炎性

介质可进一步招募和激活免疫细胞，导致肺部与气道炎症，

增强咳嗽敏感性[2]。蒙医学认为，新冠属于“粘疫”[3]范畴。

病因为疫毒侵袭患者呼吸道，继而紊乱机体三根及脏腑、器

官功能。主要病机为，疫毒使机体三根失衡，血热增盛，合

并巴达干，阻塞气血运行，肺部气血交换不畅，使脏腑及器

官功能异常而致病。病程中气血瘀滞，极易使巴达干粘液增

盛，导致病程延长。 

2 蒙医穴位按摩疗法 

2.1 技术概述 

新冠恢复期的治疗原则为调理三根、促进气血运行，清

除巴达干粘液、改善脏腑机能为主。气血运行不畅是新冠康

复的主要障碍，故行气运血是治疗关键所在。蒙医穴位按摩

疗法依据胸、背部呼吸系统疾病相关穴位分布，结合人体解

剖结构，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并常用于临床的胸前 13 穴及

背部 11 穴为治疗穴位，即：胸骨上窝穴、锁骨上穴、锁骨

下穴、胸骨下窝穴、肺上穴、鹰眼穴、大基穴、心房穴、吉

祥穴、肺下穴、肺尖穴、心宽下穴、子肺角穴等胸前穴及巴

达干穴、母肺穴、子肺穴、心穴、肺后穴、肺脓穴、肩甲中

穴、呼和穴、上中下管穴等背部穴位[4]进行重点治疗。 

2.2 技术操作步骤 

2.2.1 摆位：根据穴位分布和患者舒适度依次取仰卧、

俯卧或端坐位,由操作者站在其侧。 

2.2.2 清洁消毒：常规清洁按摩区域皮肤。 

2.2.3 黄油开导:用适量化开的黄油滋润按摩区域皮肤，

操作者用双手手掌在背部顺着胸椎脊柱，自下而上进行轻推

揉法 3～6 遍。 

2.2.4 取穴按摩：取巴达干穴、心穴等背部穴位依次用

拇指持续、柔和、循序有力的点按、摩法，患者局部有酸胀

感为宜，5s/次/穴，3 次/穴。之后同法再行胸前穴位按摩。 

2.3 治疗时间及疗程 

每次总治疗时间 30 分钟，每日或隔日治疗 1 次，7 日/1

疗程，1-2 疗程为宜，选早、晚餐前 30～60 分钟分钟。 

2.4 适应症 

新冠感染轻症、中症[5]患者恢复期出现咳嗽、喘息、胸

闷、呼吸困难，乏力、失眠、情志改变，味觉丧失、食欲不

振等症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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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禁忌症 

2.5.1 禁忌症：对按摩区域皮肤破损、胸部肿瘤、骨折、

肺结核等患者。 

2.5.2 慎用证：严重骨质疏松症、多脏器功能衰退等。 

2.6 注意事项 

按摩治疗时动作应缓慢，切忌暴力、蛮力或动作幅度过

大，以免发生意外。每日进行脉诊，舌诊，尿诊等。极少数

患者出现恶心、头晕等不良反应，可能与交感神经受刺激有

关，采用仰卧位平躺休息片刻一般能缓解，若休息后仍不能

缓解时进一步内科治疗。 

2.7 护理 

嘱患者多饮温开水补充水分，饮食易清淡，忌辛辣、刺

激及生冷，少食多餐。不宜暴晒或受凉，室温适宜，适当活

动、餐后散步，心境平和，忌过喜过悲等。 

3 典型病例 

患者女，50 岁，微胖，该患者于 12 天前确诊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经对症治疗后发热、咽痛等典型症状好转，但咳

嗽、微喘的症状无明显好转，伴味觉减退、食欲不振，睡眠

欠佳，于 2023 年 1 月 2 日就诊我院。查体：体温正常，左

肺下叶呼吸音略粗，余双肺未闻及啰音。胸部 CT 提示：左

肺下叶少量毛玻璃影，心电图及其他实验室检查正常。临床

诊断: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恢复期咳喘症。治疗给予蒙医穴位

按摩疗法，每日 1 次，每次 30 分钟。治疗 2 次后，第 3 天

清晨排出较多白色粘痰，痰中见少量淡黄色丝状物，咳嗽频

次明显减少，又行 1 次治疗后当天晚上继续排出白痰少许。

共治疗 4 天后于 2023 年 1 月 5 日咳嗽症状停止，无喘息，

味觉恢复，食欲改善，睡眠良好。随访 2 周，至 2023 年 1

月 19 日，未再出现咳嗽、喘息等症状，无其他不适，未复

查肺部 CT。评估咳喘症，达到治愈标准[6]。 

4 讨 论 

现代医学对新冠感染恢复期的治疗主要以对症治疗为

主，但易反复，具有一定不良反应。蒙医穴位按摩疗法是给

人体穴位以适度外在刺激的一种传统外治疗法。具有促进机

体新陈代谢、止咳、消肿、改善气血运行、疏通经脉、增强

脏腑器官功能等作用，并能够调节身体生理功能及逆转病理

变化[7],对瘀症有一定疗效[8]。肺脏位置在躯干上部，巴达干

总位，极易巴达干粘液瘀积。在新冠恢复期，通过按摩胸部

及背部相关穴位，达到宣肺止咳，排出瘀痰，促进代谢吸收，

舒缓情志，能有效改善呼吸功能，促进机体康复。黄油是蒙

古族传统食品，味道独特纯香，含有丰富的营养物质，有滋

养、清热、强身功效[9]，操作时涂黄油，起到滋润皮肤，舒

筋散结的作用。蒙医穴位按摩疗法遵循蒙医辩证论治及西医

循证医学理论，不仅有效改善新冠恢复期咳喘症状及其伴随

症状，且操作安全，易掌握，易普及推广等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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