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捏脊疗法在新生儿胃肠功能障碍中的运用
丁瑛雪摇 崔摇 红

摇 摇 捏脊疗法最早见于晋代葛洪的叶肘后备急方窑治

卒腹痛方曳袁至明清时期袁捏脊疗法已成为应用于小儿

的主要按摩方法之一咱1暂 遥 捏脊手法经历代推拿医家

的发扬完善袁融合了八种推拿操作手法袁分别为捏尧拿尧
推尧捻尧提尧放尧按尧揉八种袁作用于人体脊背部袁达到防

病治病的目的遥
1摇 捏脊法的操作摇 捏脊自骶尾部开始袁由下而上

连续地挟提肌肤袁边捏边向前推进袁一直到颈部为止遥
患者以俯卧位或半俯卧位为宜袁目的是背部平坦皮肤

松驰遥 施术者在患者脊背的正中线袁首先将肌肤搓热袁
随后在施术过程中袁用力拎起肌肤袁称为野提法冶遥 每

捏三次提一下袁称野捏三提一法冶曰每捏五次提一下袁称
野捏五提一法冶曰也可以单捏不提遥 沿着督脉的循行路

线从长强穴直至大椎穴袁捏拿结束后用双手的拇指指

腹从里向外揉按肾俞穴 3 min袁即予野封肾冶治疗遥 捏

提手法还可分为野三指捏法冶和野二指捏法冶遥 野三指捏

法冶是用拇指指腹与食指尧中指指腹对合袁挟持肌肤袁
拇指在后食指尧中指在前遥 然后食指尧中指向后捻动袁
拇指向前推动袁边捏边向颈部推移遥 野二指捏法冶是手

握空拳袁拇指指腹屈曲的食指格侧部对合袁挟持肌肤袁
拇指在前袁食指在后遥 然后拇指向后捻动袁食指向前推

动袁边捏边向项颈部推移遥
2摇 捏脊法的作用摇 捏脊法治疗疾病的中医学理

论基础主要源于经络学说咱2暂遥 操作沿夹脊野线状冶部

位实施袁脊在背部的正中袁背部属阳袁乃是经络中的督

脉所在袁督脉可统全身的阳气袁亦可络全身的阴气袁因
此袁捏脊能够达到协调阴阳袁治疗疾病袁正所谓野阴平

阳秘袁精神乃治冶遥 另外袁脏腑有病能影响经络袁而经

络有病亦可内传脏腑袁脊柱两侧是足太阳膀胱经循行

路线袁脏腑有病常反应在足太阳膀胱经的背俞穴上袁如
分布于脊旁的肺俞尧心俞尧肝俞尧脾俞尧胃俞尧肾俞尧大肠

俞等背俞穴袁相应的俞穴出现压痛尧酸痛等症状遥 因

此袁捏脊疗法通过作用于督脉及膀胱经上袁能使其野通

经络袁调阴阳袁理气血袁以达调和脏腑尧培补元气尧治病

健身的目的冶遥 在经络学说里袁脾尧胃脉组合为一袁故
捏脊疗法通过刺激背部膀胱经袁尤其是背俞穴中脾俞尧
胃俞尧肾俞等穴位袁可达到健脾益气袁和胃消积袁恢复脾

胃功能的作用咱3暂 遥 捏脊疗法的临床应用日趋广泛遥
因其操作简单袁无不良反应袁家长易接受袁近年来在新

生儿疾病应用亦逐渐增多咱4暂 遥
3摇 新生儿脾胃特点 摇 新生儿脾尧肺尧肾常不足遥

肾为先天之本袁脾为后天之本袁后天之本滋补充实先天

之元气所在袁脾不足是关键遥 钱乙叶小儿药证直诀曳诉
小儿野脏腑娇嫩冶袁脾胃功能容易受损袁一旦有损袁则
野变证百出冶遥 万全在叶万密斋医学全书曳提到 野儿之

初生袁所饮食者乳耳遥 水谷未入袁脾未用事袁其气尚弱袁
故曰不足冶 咱5暂 遥 野小儿脾常不足袁尤不可不调理也冶袁所
以脾胃功能的调节对于新生儿来说至关重要遥 新生儿

阶段是生长最旺盛的时期袁对精微物质需求迫切袁但新

生儿胃容积小袁胃酸分泌少袁胃肠道的非特异性免疫功

能不成熟袁易出现脾气虚弱袁失于运化咱6暂遥 胃肠动力

的神经网络不完善袁造成胃肠蠕动欠协调遥 故启运脾

土尧健运脾胃对于新生儿的健康成长有着重要意义遥
我国每年大约有 2 000 多万新生儿袁其中早产儿

约 200 多万袁居世界第二位袁且每年以 20 万的速度增

长袁早产已成为新生儿死亡第一原因咱7暂遥 随着围产医

学技术的提高袁极低出生体重儿和超低出生体重儿的

存活率有明显提高袁随之而来的并发症也明显上升袁导
致其生后住院时间长遥 早产儿部分或完全缺失宫内生

长最快的阶段袁胎儿期营养储备不足袁出生后各个器官

发育不成熟袁尤其是胃肠道功能尧呼吸系统及免疫系统

不成熟袁容易并发其他严重疾病袁同时疾病所致代谢增

加袁热量摄入不足袁因此早产儿容易发生宫外发育迟

缓袁对远期神经系统及认知性能带来不良影响咱8暂遥 胃

肠道解剖成熟早于功能成熟袁新生儿生后胃肠道功能

尚不成熟咱9暂 遥 胃肠在清醒空腹状态下出现的收缩与

静息循环往复的周期性运动袁称为消化间期移行运动

复合波遥 胎龄约31 周的早产儿袁小肠呈低幅而无规律

的收缩袁几乎无推进性活动袁随着胎龄的成熟袁蠕动的

频率尧振幅和时间逐渐增加袁并能向下移行袁足月时出

现清晰可辨的玉尧域尧芋相消化间期移行运动复合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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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migrating motor complex袁MMC冤遥 胃肠道运动发

育与喂养不耐受的发生有很大关系遥 胃十二指肠的协

同运动随胎龄的增加而不断完善遥 约32 周的早产儿的

十二指肠内袁缺乏 MMC 芋的传播咱10暂遥 这些早产儿消化

间期活动包括静止和无传播性收缩的随机周期袁这种功

能上的不成熟使约32周的早产儿更易发生喂养不耐受遥
胃的运动和排空是神经尧肌肉和激素间的相互作用的调

节遥 迷走神经兴奋可以使胃平滑肌收缩袁胃运动增强袁
胃泌素可以使其收缩频率增加遥 早产儿迷走神经兴奋

阈值高袁兴奋性低下袁30 周前小肠运动是紊乱的袁 胃肠

运动协调性差袁胃泌素和胃动素分泌与胃运动不一致袁
存在胃电 机械分离袁只有 32 周以后消化功能才逐渐

完善咱11暂遥 早期营养是决定早产儿生长尧发育及精神运

动发育的重要因素遥 因此袁寻求对极低出生体重儿能尽

早实施完全的肠内营养的方法成为新生儿医学研究的

热点遥 虽然目前有很好的静脉营养支持方案袁但由于早

产儿胎龄小尧体重低尧并发症多尧营养储备不足尧耐受差

等因素导致营养支持不能如期进行遥
现代医学试验证实捏脊干预治疗后新生儿体内胃

泌素和胃动素水平上升袁胃排空时间缩短袁提示捏脊可

通过胃肠激素的调节作用改善新生儿肠道功能咱12暂 遥
实验研究表明捏脊疗法能够提高脾虚型家兔血清

D鄄木糖含量尧血清胃动素及血浆胃泌素从而使脾虚证

候得到改善袁体重增加袁促进脾的运化功能袁又可增强

胃肠对营养物质的消化吸收袁提示捏脊疗法对脾气虚

证有较好的治疗作用咱13袁14暂 遥 吴高鑫等咱15暂 实验研究证

明袁捏脊的作用机制与调节幼龄厌食大鼠模型外周

茁鄄EP 和 CCK鄄8 的分泌与释放有关曰捏脊对厌食模型

大鼠体重和食量改善袁各治疗组尿 D鄄木糖排泄量明显

增加袁说明捏脊疗法在一定程度上可防治小儿厌食症袁
其可能作用机制与改善小肠的吸收功能有关遥 对婴幼

儿应用捏脊推拿技术袁可以促进婴幼儿的生长发育袁提
升免疫力袁有效预防多种疾病的发生遥 感觉神经传入

脊髓和脑干袁通过导水管周围灰质释放脑啡肽袁有较强

的镇痛作用袁较好的缓解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各种操

作对超低出生体重儿的不良刺激袁减轻心理负担遥
4摇 捏脊在新生儿应用中的注意事项摇 新生儿进

行捏脊操作时需注意院多数在病情稳定时进行袁操作时

室内温度要适中袁每日次数不宜过多袁每次时间也不宜

太长袁以 2耀3 min 为宜遥 手法宜极其轻柔袁早产儿或

极早产儿在住院期间需进行捏脊疗法时袁多采取侧卧

位袁最好有心电监测遥
近年来捏脊用于早产儿或低出生体重儿喂养不耐

受的研究逐渐增多袁捏脊能有效改善早产儿喂养不耐

受袁缩短达到完全胃肠喂养的时间袁缩短住院时间袁且
捏脊疗法简便易行袁疗效可靠袁无口服药物的相关不良

反应袁值得推广应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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