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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有云“学医不知经络，开口动手便错”，可见

经络系统在中医学领域中的重要性。 腧穴是人体脏

腑、经络之气输注于体表的部位，刺激人体腧穴，能

够调整脏腑功能，治疗疾病。 小儿推拿是传统中医

推拿的一个重要分支，小儿推拿中许多穴位虽然名

称与腧穴（十四经穴和经外奇穴）不同，但定位相

同，一些小儿推拿特定穴的主治作用与腧穴有一定

的联系，但也有超过一半的小儿推拿特定穴主治作

用却与腧穴没有关联

[1]

。 下面来探讨一下小儿推拿

特定穴的特点及小儿六腑穴与心手少阴之脉的少

海

-

神门诸穴有无相关性。

1

小儿推拿特定穴

1.1

小儿推拿特定穴的形成 杨甲三的《针灸腧穴

学》中曾提出“针灸、按摩医疗实践，是腧穴概念形

成的本源”，“气、血、脉概念的形成，是腧穴名称出

现的基础”， 这同样适用于小儿推拿穴位的形成

[2]

。

小儿推拿的穴位一部分借助于十四经穴及经外奇

穴，一部分是由作为诊断或煅、灸、贴等临床治疗的

部位或穴位发展而来，另一部分则是在长期的实践

中总结归纳出来的小儿推拿特有的特定穴

[3-4]

。 在

《黄帝内经》与《针灸甲乙经》中均详细记载了有关

“尺肤脉”的内容

,

这对小儿推拿中特定穴的形成和

发展亦有着巨大的贡献

[5]

。 关于特定穴的形成，目前

在推拿界研究还比较少，袁洪仁

[6]

认为与古代相术

有关，他认为《小儿按摩经》中的“面部五位歌”、“面

部五位图”、“命门部位歌” 是相面术的内容， 小儿

“三关”络脉诊法、“手面图”诊法是相手术的内容。

关于特定穴的形成还有待于进一步考证。

1.2

小儿推拿特定穴的特点 小儿推拿特定穴具

有以下

3

方面的特点：一是小儿推拿特定穴位不但

有“肌肉纹理，节解缝会—宛陷”之中如孔穴的点状

穴位，还有线状穴位（如三关、六腑）和面状穴位（如

腹、板门）；二是小儿推拿特定穴大多分布于头面和

四肢肘膝关节以下（尤其是双手），胸背部则较少；

三是与十四经穴不同，小儿推拿特定穴没有线路相

连成经络系统

[7]

。 小儿推拿特定穴的特点可能与以

下

3

方面的因素有关。 一是与小儿推拿的主要操作

手法有关，因此穴位不仅有点状，还有线状和面状；

二是与小儿推拿方法多要直接接触皮肤有关，因而

多分布于头面和四肢肘膝关节以下之裸露部位，便

于取穴和操作；三是与直接来源于实践有关，故其

穴位的归经和属性仍是初步的，尚未连贯成系统

[7]

。

2

小儿六腑穴、心经及心经穴位

2.1

小儿六腑穴 定位：六腑穴的定位，历史上有

不同的看法，如《幼科推拿秘书》曰：“六腑穴，在膀之

下，上对三关”

[8]

；《万育仙书》曰：“六腑，在小指边”；

另有曲泽至大陵之说。 但金义成主编的《小儿推拿》

认为：六腑穴，是指前臂尺侧缘，阴池（神门）至斗肘

（少海）成一直线

[9]

。 穴性：小儿推拿的功效是通过手

法作用于穴位而产生的， 不同的操作手法会产生不

同的作用。 小儿推拿的穴位，本身具有不同的特性，

对于六腑穴的穴性，《推拿代药赋》 曰：“寒热温平药

之四性，推拿揉掐性与药同……推下六腑，替来滑石

羚羊。 ”《厘正按摩要术》曰：“退六腑法，法主凉，病热

者用之。 ”《幼科铁镜》曰：“男左手直骨正面为六腑，

属血分，退下而血行阴动，故为寒为凉……”可见，自

古都认为六腑穴性寒凉，属血分，而今更是小儿推拿

退热的要穴。 功效主治：对于六腑的功用，古人多有

摘 要 小儿推拿是中医推拿的一个分支，所用穴位一部分是小儿推拿特定穴。小儿推拿特定穴不同于经络系统中

的穴位，亦不同于经外奇穴，如其中六腑穴的定位、穴性、功用效能与手少阴心经前臂段（少海

-

神门）既有联系也有区别，

引发笔者对经络发育问题进行思考。推测伴随着小儿的生长发育，经络也逐渐成熟，功能得以完善。根据现代人体发育学

推测，作为人体固有调控系统的经络，也必定有一个发育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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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载，如《幼科推拿秘书》曰：“属凉，专治脏腑热，大

便结，遍身潮热，人事昏沉，三焦火病。 ”

[8]

《小儿推拿

方脉活婴秘旨全书》曰：“六腑专治脏腑热，遍身潮热

大便结，人事昏沉总可推，去病犹如汤泼雪”，又曰：

“退下六腑，凉为除烦”等。先人认为退六腑能清热除

烦、凉血解毒，对温病邪入营血，脏腑郁热积滞，壮热

烦渴、汗多便秘等实热证均可应用

[9]

。 现代研究亦表

明，退六腑有明显的降低体温的作用。 另外，小儿六

腑穴的操作一般为直推法，即用拇指面、中指面自斗

肘推向阴池（神门），约

300

次，或推至该处皮肤发凉

为度。 称退六腑或推六腑。

2.2

心经以及心经穴位少海、灵道、通里、阴郄、神

门穴 “心手少阴之脉……循臂内后廉，抵掌后锐

骨之端……”心经此段循行，恰与六腑穴相合，心经

穴位少海、灵道、通里、阴郄、神门亦在此分布。 心经

经脉病候：为心痛、咽干、口渴、目黄、胁痛、上臂内

侧痛、手心发热等。 少海为合穴，主治心痛、腋胁痛、

肘臂挛痛麻木、手颤。 灵道为经穴，主治心痛、心悸、

暴喑、舌强不语。 通里为络穴，主治心悸怔忡、暴喑、

舌强不语。 阴郄为郄穴，主治心痛惊悸、吐血衄血、

骨蒸盗汗、暴喑。 神门为输穴、原穴，主治心痛心烦、

惊悸、失眠健忘、痴呆癫狂、掌中热、吐血衄血等

[10]

。

2.3

小儿六腑穴与心经关系提出的疑问 手少阴

之脉的腧穴主治心、胸神志病及经脉循行部位的其

他病症，虽也有退热之功效，然所治热病多为虚热，

与六腑所治脏腑实热迥异。 徐宗礼认为小儿与成人

的经络气血没有本质的不同，只要根据年龄大小相

应地调整推拿次数，小儿推拿同样适用于成人。 但

是通过上文的比较，小儿推拿特定穴六腑，虽然定

位于十四正经的心手少阴之脉上，然而，其作用却

没有与心脉及其分布的穴位的相同之处，而且临床

在成人推拿领域很少应用小儿推拿穴位，其观点难

以得到认同。 六腑穴与手少阴心经之前臂循行线有

一定程度的重合， 而临床应用中退热效果显著，是

因为小儿经络未发育成熟，小儿推拿特定穴在经络

未盛时暂代其职， 还是通过心与小肠相表里的关

系，通过手法作用于心经，刺激了小肠泌别清浊，使

热随二便而去？ 若是前者，那么小儿推拿特定穴与

成人的经络之间有着怎样的发育过程？ 若是后者，

那六腑穴与手少阴心经又有怎样的联系？ 在小儿推

拿日益盛行的今天， 探究小儿推拿的作用机理，阐

明小儿推拿作用途径已经刻不容缓。

3

由小儿推拿特定穴引发的思考

胎儿在母腹中时“五脏六腑，成而未全”，出生之

后“脏腑柔弱，全而未壮”，易于患病。 小儿推拿对于

多种小儿疾患的效果如影随形，又易于被患儿接受，

被诸多医家所推崇。 小儿推拿的对象是

6

岁以下的

小儿，尤其是

3

岁以下的婴幼儿，小儿特定穴虽不在

经脉循行线上， 但亦多分布在经气相对活跃的四肢

肘膝关节以下，尤其是古人所说的“小儿百脉汇于两

掌”的手掌和手背部位，这些特定穴对于手法等外界

刺激的感觉比较敏感， 易于接收并传递这些治疗信

息至体内有关脏腑，从而发挥治病防病作用。然而当

小儿生长到一定阶段， 小儿推拿特定穴的效果逐渐

减弱，此时取穴逐渐转向十四经及经外奇穴。 《内经》

有云：“经络者，所以决死生，处百病，调虚实，不可不

通。 ”经络如此重要的地位，在小儿却不以经络及其

经穴为主穴进行推拿， 而要等小儿达到一定年龄之

后才选用经络穴位，是何道理？ 那么，是不是有一种

可能，就是小儿的经络系统尚未完善，仍处于发育阶

段，其作用并不像成人那样明确，而伴随着小儿的生

长发育，经络也逐渐成熟，功能得以完善，此时的经

络，才真正发挥“决死生，处百病，调虚实”的作用。

4

由现代人体发育学引发的思考

根据现代人体发育学， 小儿从初生到成人，有

一个发育过程。发育一词来源于英语“

development

”，

“

development

”本身的含义是“内在隐藏着的东西逐

渐显露出来的过程”（

gradual unfolding

）。 体格的增

大，反映了量的变化，而质的变化称之为发育。 现代

发育学认为人体的发育是个体内在的、 固有的、潜

在的功能随时间的变化逐渐表现出其相应的特征

的过程， 也指包含成长在内的到达成熟的过程，是

量变和质变的过程

[11]

。个体的发育包括感知、运动的

发育，语言、心理的发育，神经、反射的发育等。 那么

不难推测出，作为人体固有调控系统的经络，也必

定有一个发育过程。 关于经络发育，国内已有学者

研究。 张维波

[12]

认为，经络是组织液的低流阻通道，

他提出经络在胚胎期发育的假说，即人体胚胎在第

3

周才开始形成血管，而这之前，胚胎的营养布输和

代谢物的排出全部是通过细胞间隙中的扩散完成

的，此时的细胞间隙就是最原始的经络。 但此时淋

巴系统还没有形成，这时的组织间隙充当着淋巴管

的角色，将多余的组织液回收进血液。 到了第

5

周

末，淋巴系统形成，这时的组织间隙在长期的“冲

刷”下，已经成了相对固定的网络，就是后来的经络

系统，它在血管系统和淋巴系统形成之后，仍然扮

演着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蔺云桂

[13]

认为，经络的形

成是促使胚胎发育的关键环节，人初生之时，初步

形成了自身的经络循环，但并不完善，某些经络也

还不够发达，特别是有些脏腑的经和气，还在逐步

的形成之中，因此人的成熟还需要一定时间的发育

过程，要发育到

14~16

岁，在脏腑的经和气发展到

学 术 探 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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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盛时，经络完全通达之后，人才进入成熟阶段。

目前， 对于经络发育的问题国内外研究甚少，

应用现代科技手段，透过现象看本质，发掘出经络

从发生到成熟的过程，完善经络理论，是目前经络

研究亟待解决的问题。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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胰岛素抵抗是

2

型糖尿病的一个重要的危险

因素， 临床治疗时须注意改善机体胰岛素的敏感

性。 传统医学认为脾肾在五脏六腑中起着重要的作

用，“肾为先天之本”，“脾为后天之本”。 随着年龄的

增长， 脾肾逐渐趋于生理性衰老退化的虚性状态。

在治疗

2

型糖尿病胰岛素抵抗时我们要注意从顾

护先天及后天之本的阳气着眼，进而才能调动机体

的各项机能。

1

从顾护脾肾阳气论治的理论依据

1.1

正气虚损是发生胰岛素抵抗的重要原因 中

医认为“正气内存，邪不可干”，“五脏皆柔弱者，善

病消瘅”。 现在大多医家认为，胰岛素抵抗亦为本虚

标实之证。 研究表明，

2

型糖尿病胰岛素抵抗存在不

同程度细胞受体的缺陷，并随病程延长和虚损的加

重而加重。 虚损导致机体细胞受体损伤，损伤的细

胞受体不能与胰岛素有效结合而丧失了生理作用。

受体后缺陷及受体损伤均是由于机体虚损所致，二

者是同一致病机制的两个方面，一个在细胞表面受

体，一个在细胞内部机制。 胰岛素抵抗是因虚而发

生，因实而发展，虚实夹杂，恶性循环所致，而正气

虚损是主要原因之一。

1.2

脾肾二脏阳气失衡致多脏腑机能失调 《内

经》云：“阳气固，虽有贼邪，弗能害也。 ”在阳气的推

动、激发下，人体的精血化气、血液运行及脏腑进行

各种功能活动才能有序进行。 糖尿病患者虽以“阴

虚燥热”立论，若偏执阴虚燥热之论，只投滋阴生

津、益气养血之品，则有滋腻凝滞难化之弊；过服甘

寒、苦寒之品，则可致脾功受损，脾阳不振，进而累

摘 要 目前

2

型糖尿病发病人群越来越多，发病者年龄又日趋低龄化，临床治疗

2

型糖尿病时发现大部分病人存在

胰岛素抵抗这个棘手问题。中医药在治疗本病方面已被证实具有明显的优势。以往医家多以“阴虚燥热”立论的思路治疗本

病，治疗上常常采用滋阴清热法，疗效平平，不尽如人意。 原因可能在于把精力过度放在本病之“标”，而轻视了本病之“本”。

从顾护脾肾之阳的角度探究中医药治疗

2

型糖尿病胰岛素抵抗的理论依据及优势，进而为指导临床用药开拓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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