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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膏摩”释义、出处和属性



＊“用中药配方制成膏剂涂于体表的治疗部位上，施行推
拿按摩等手法，发挥推拿按摩和药物的综合治疗作用，
以达治病目的的方法，称为膏摩。”



＊“若人能养慎，不令邪风干忤经络，适中经络，未流传腑脏，即医治之，
四肢才觉重滞，即导引、吐纳、针灸、膏摩，勿令九窍闭塞。”

                                                                               ——《金匱要略·脏腑经络先后病脉》

＊ 张仲景.东汉（公元25年—2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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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古代膏摩的相关记载



＊春秋战国和秦汉时期

＊两晋南北朝时期

＊隋唐时期

＊宋金元时期

＊明清时期



＊ 《金匱要略》提出“膏摩”之名。

＊该时代的《黄帝内经》、《五十二病方》、《武威汉代医简》等重要医籍著作
中，记载了大量膏剂的组成、制作及应用。

＊ 《内经·灵枢·经筋》中，“卒口僻急者，目不合，热则筋纵，目不开……治之以
马膏，膏其急者……为之三拊而已。”

＊ 《五十二病方》中，介绍了敷贴方、药浴法、按摩法，其中有膏药的制剂。

＊ 《武威汉代医简》中记载了“千金膏药方”的药物组成、功效、用途、炮制。





＊王叔和的《脉经》、葛洪的《肘后备急方》、《神农本草
经》都有膏摩的介绍。其中介绍较多的是“膏”的作用和
应用。



＊孙思邈的《千金方》、巢元方的《诸病源候论》、王焘的
《外台秘要》较多地介绍了膏摩。这些著作中，对于导引
养生比较重视，因此，膏、丹的内服外用也介绍较多。



＊介绍膏摩的医籍有王怀隐的《太平圣惠方》、《圣济总
录》、《幼幼新书》、《小儿卫生总微论方》、《小儿药
证直诀》。其中《圣济总录》就介绍了57首膏摩方。



＊涉及到膏摩的一些重要医学著作，有《景岳全书》、《医
宗金鉴》、《理瀹骈文》等。吴尚先的《理瀹骈文》（原
名《外治医说》），收存多种膏药，同时也扩展了这些膏
药的使用范围。



三.中医外治法膏摩的应用特点
和认识



内治法

中医药 治疗方式

外治法

将药物制成丸、
散、膏、丹、
汤、酒等内服

即将药制成散剂、膏剂、
油剂、水剂、酒剂等，
涂在身体体表各部，或
使身体某些部位浸、沐
其中，以治疗疾病。



将药物制成有一定粘稠度的膏剂，有利于药物
在人体体表的吸附及渗透，也有利于操作者在
体表摩擦增强渗透。

而相对膏摩而言，其它中药制剂与按摩结合较少。



＊膏摩制剂，如《千金要方》中：“野葛膏，治恶风毒肿，
疼痹不仁，瘰疬、恶疮，痈疽肿胫，脚弱偏枯万病方。野
葛、犀角、蛇衔、莽草、乌头、桔梗、升麻、防风、川椒、
干姜、鳖甲、雄黄、巴豆（各一两），丹参（三两），踯
躅花（一升）。右十五味㕮咀，以苦酒四升渍之一宿以成，
煎猪膏五斤，微火煎三上三下，药色小黄去滓，以摩病
上。”这种膏摩的制剂方式，就是有利于膏摩外治的临床
应用和作用的发挥。



＊有外科皮肤病、内科脏腑病，风湿痹痛病、妇科经痛病、
损伤筋骨病、眼科障翳病、儿科脾胃病等等。不仅应用于
治疗，而且有助养生，促进生长发育。孙思邈在《千金要
方》中指出：“小儿虽无病，早起常以膏摩卤上及手足心，
甚辟风寒。”



＊在临床应用时，需要遵循中医理论原则的指导，辨证施治。
清代吴尚先在《理瀹骈文》中提出，“外治之理，即内治
之理，外治之药亦即内治之药，所异者法耳。”又说：
“外治必先知内，先求其本，本者何？明阴阳，识脏腑
也。”



＊ 1972年出土，约于东汉前成书的《武威汉代医简》中记载
“千金膏药方”的药物组成、功效、用途、炮制，并指出
该膏“可摩、可敷、可服”。当时摩膏制剂的组成与制作，
可以内服和外用，必需立足于内服的基础。内服的基础，
就是辨证论治。



＊ 《圣济总录》中卷四“治法”一章中指出，“可按可摩，
时兼而用，通谓之按摩。按之弗摩，摩之弗按，按止以手，
摩或兼以药，曰按曰摩，适所用也。”该书还提出，对待
骨折患者，“急需以手揣搦，复还枢纽”，“最后加以封
裹膏摩”。“摩或兼以药”、“封裹膏摩”的提法，说明
药膏的使用和作用的发挥，可以以“摩”的动态作用和
“封裹”的静态作用。两者可以结合，也可以交替。



＊膏摩的作用是药物借助于摩擦类手法渗透皮肤屏障，产生
药理作用。因此，手法使用的药膏剂，必须根据药膏的性
质、作用、目的，掌握摩擦类手法的轻重、方向、时间和
部位。许多不能内服的中药药膏，其中不少药物有毒，因
此手法摩动时，不能重滞、不能过久、不能擦破皮肤。



＊经过现代技术提炼的植物精油，使用按摩类手法，则需要
轻柔。

＊有些摩擦类手法，使用摩膏，不是为了取得膏剂的药物作
用，而是为了润滑、不擦伤皮肤，则选择一般的润滑剂就
可。这些膏剂，就是手法的介质，不是“膏摩”。明代张
介宾在《景岳全书》的“痘疹诠”篇中，针对古代膏摩制
剂药物越来越多的问题，提出简化，用“热麻油揉按痛处”
即可，热麻油就是手法介质。



＊当前，无论中药还是在西药领域中，越来越多考虑到不同
药物的药理特点，重视给药的皮肤途径，促进皮肤对药物
的渗透吸收，如离子透入等物理疗法等。



＊但有不少膏摩，不仅仅是为了加强药物的皮肤吸收作用，
而是为了发挥手法外治法和药物外治法的叠加作用。尤其
是慢性退行性疾病的治疗。对这种叠加作用的研究，是推
拿学科和药物外治法专业人员共同配合的任务。

＊同时，通过“膏摩”的研究，对经络系统中，十五络脉和
十二皮部可以有更深入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