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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现代医学中解剖学、生

理学、病理学、医学影像学、

神经生物学等研究成果来促

进推拿诊疗过程中的客观化、

科学化

运用生物力学测定，数

字模拟人、影像学技术

等继承推拿手法技术特

征

通过循证医学研究（系统评价、

Meta分析、德尔菲问卷、回顾性

研究、随机对照实验研究、病例

报道…)，验证方法及疗效。

建立中医推拿文献数据
库、进行理论文献溯源

推拿科研现状



推拿科研现状



推拿科研现状

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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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拿科研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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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技术传承科研



理筋推拿技术的提取——运用测力分析仪，对手法操作者的手臂各关节
进行标定，通过摄像机记录数字图像进行力学分析，记录一指禅手法…

临床技术传承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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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拇指指间关节对拇指第一节作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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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拇指掌指关节对拇指第二节作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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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腕关节对手（除拇指外）作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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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肘关节对前臂作用力 

━━轴向力
┅┅径向力 

一指禅力学特征

一指禅推法（屈指）各关节的力可分解为沿骨骼轴向和径向两个方向上的分
力，其中轴向力的作用是将关节对骨骼一端的作用力传递到骨骼另一端的关节上；
径向力的作用是产生力矩，使骨骼发生旋转。

临床技术传承科研



讨论：你的手法与专家的手法差别在哪里，如何评测？

临床技术传承科研



筋伤类疾病的推拿文献挖掘——基于文献数据库的数据挖掘

肌肉骨骼和结缔组织中医推拿疾病谱

文献挖掘



文献挖掘

筋伤类疾病的文献挖掘——基于技术门类的数据总结



文献挖掘

讨论：我想了解松解肌肉的推拿治疗技术，该如何查找资料？

-中医文献库“中医e百”- -美国国家图书馆数据库pubmed-



临床疗效评价

《太极拳治疗纤维肌痛综合征的随机对照临床研

究》新英格兰杂志（2010，影响因子47.05）

Therapeutic massage on pain relief for fibromyalgia: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Arthritis & 
Rheumatism,Vol.63, No.10, pp.747, 2011.(Abstract) (IF: 8.435) 推拿治疗纤维肌痛的疗效评价
Chinese massage combined with herbal ointment for athletes with nonspecific low back pain: a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Evid Based Complement Alternalt Med, 2012, 2012: 695726, 
doi:10.1155/2012/695726. (IF:4.774) 推拿治疗下腰痛的疗效评价
Tuina-focused integrative Chinese medical therapies for inpatients with low back pain: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Evid Based Complement Alternalt Med, 2012, 2012: 578305, doi:10.1155/2012/57830
5. (IF: 4.774) 推拿结合中药治疗下腰痛的疗效评价
A massage therapy on pain relief for knee osteoarthritis: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OSTEOARTHR CARTILAGE, Vol.20, No.1, pp.281, 2012. (Abstract) (IF:3.904) 推拿治疗膝关节痛的
疗效评价
Massage therapy for neck and shoulder pain: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Evid Based 
Complement Alternalt Med,2013,2013:613279,doi:10.1155/2013/613279. (IF:1.722) 推拿治疗颈痛和肩
痛的疗效评价

……

• 团队开展的临床疗效评价研究



临床疗效评价

• 团队开展 德尔菲问卷调查、专家访谈 评价推拿导引功法改善躯体疲劳的临床疗效



起效机制研究

1.起效机制研究——生物力学机制研究

-手法力学测定设备- -手法力学模拟设备-

-力学数据建模-



起效机制研究

起效机制研究——生物力学机制研究

依次C3-4、C4-5、C5-6、C6-7 椎体前缘交界处和右侧
关节部插入微型传感器，分别进行节段压力测试；在标本上、
下固定盘后方安置模拟拉力传感器。

例如



从上表和图提示，随着前屈角度的增大，颈椎间盘内的压力增加，其中C4-
5椎间盘所受的压力最大，其次是C5-6椎间盘。C4-5是颈曲形成的弧度的弧顶，
是颈椎间盘所受应力集中的节段，该节段退变发生的程度较重。

颈椎前屈时各颈椎间盘内压力情况

起效机制研究



2.起效机制研究——神经生物学机制研究

起效机制研究



• 理筋推拿手法对中枢神经调控情况

-按揉手法激活脑区- -小儿捏脊手法应激效应促进肠道蠕动-

起效机制研究



• 理筋推拿手法对外周的调控作用

-轻重推拿手法激活外周疼痛感受器- -轻重推拿手法激活外周神经元放电-

起效机制研究



中医推拿现代科研的一些思考

 中医推拿不忘“根”

[ 中医的理论体系一直受着朴素唯物论和自然辩证法的支配

[ 中医推拿是中医外治法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 从经络、经筋理论认识推拿起效原因

– 从自然、社会与身心一体化认识推拿疗效

– ……

思考一：你更倾向于用科研研究成果还是中医理论解释推拿疗效？



中医推拿现代科研的一些思考

 手法的共性与个性

[ 科研为手法的共性提供了客观指标，随着科研的深入，更多共性的东西会产生，

个体的差异会消失

[ 推拿手法中的个性部分具有文化属性，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被继承

思考二：对于人工智能最终能模拟出会推拿的智能人，你怎么看？



中医推拿现代科研的一些思考

 中医推拿国际化

[ 各国都有自己的手法医学，日式指压、美式整脊、瑞典式按摩、泰式按摩…

[ 运用一套国际通行的语言（现代科研）推荐中医推拿，产生经济与社会价值

思考三：中医推拿国际化，还有什么好的推广方法？



-↓ 下图是推拿研究所步态分析室的“步态分析图”-

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医学科研路，

推拿人在路上…



•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中医推拿临床重点专科

•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信息管理中心推拿科人才培养基地

•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推拿重点专科协作组组长单位

•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推拿医疗技术协作组牵头单位

•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推拿重点学科

• 中华中医药学会推拿专业委员会挂靠单位

• 上海市重中之重中医针灸推拿临床医学中心

• 上海市中医特色专科

• 上海市丁氏推拿流派传承研究基地

• 上海市中医脊柱病临床基地

• 上海市中医药学会推拿分会和继续教育分会主任委员单位

• 上海市中医医疗质量控制中心推拿质控组组长单位

• 上海市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中医针灸推拿科专家组组长单位

• 上海市医师协会中医类别针灸推拿专科医师定期考核专家组组长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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