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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肾调督疗法治疗心肾不交型不寐的优势

益肾调督疗法治疗心肾不交型不寐继承了针灸

治疗疾病的传统优势。 笔者认为该疗法既避免了因

长期服用镇静安眠药物所产生的耐药性及成瘾性，

又在治疗不寐疾病的过程中协调了脑、心、肾等诸多

脏腑间的相互关系， 在治标的同时又注重了对本的

顾护，从而真正地做到了治病求本，标本兼治的治疗

原则。

综上所述， 益肾调督疗法治疗心肾不交型不寐

具有经络学及现代医学的理论基础，基于督脉对脑、

心、 肾的调节作用及肾与心、 脑相互联系的理论基

础， 运用该疗法治疗心肾不交型不寐具有其自身的

优势，值得在临床上推广应用及继续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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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经过数百年的发展，逐渐形成具有包容性、

开放性、创造性的地方文化氛围，促进了津沽脏腑推

拿名家及各个学术流派的学说不断汇集、薪传，最终

形成了具有地区特色的津沽脏腑推拿疗法。 津沽脏

腑推拿疗法， 又称腹部推拿， 即医者于患者腹部施

术， 借助特定腧穴以及手法补泻， 调节人体脏腑经

络，从而达到祛病疗疾的目的。

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王金贵教授在

摘 要 腹部推拿作为津沽地区最有代表性的传统推拿技艺，在天津地区已经有数百年的发展历史。 王金贵教授结

合现代科学研究，逐渐补充并完善了津沽腹部推拿理论，进一步阐释了冲脉的循行与气血阴阳表里的关系，在传统腹部

推拿基础上，运用“调冲通脉腹部推拿法”治疗肠易激综合征、紧张性头痛、广泛性焦虑症、疲劳综合征等功能性内科疾

病，疗效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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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 对津沽脏腑推拿疗法进

一步挖掘整理，综合“古法腹部按摩 ”指导理论的

完整性、“脏腑图点穴法” 操作技术的多样性、“骆

氏腹诊推拿”腹诊辨病的针对性

[1]

，以此丰富了津

沽脏腑推拿理论。 与此同时，王教授从现代科学角

度出发， 提出腹部推拿通过外周 （胃肠） 和中枢

（脑）轴途径，整体调节人体自主神经系统的作用

机制，为津沽脏腑推拿的现代研究提供了借鉴。 基

于以上研究 ，王教授创新性地提出以“调冲通脉”

作为腹部推拿的理论核心， 并把它运用于肠易激

综合征、紧张性头痛、广泛性焦虑症 、疲劳综合征

等功能性内科病中。 现代医学认为，此类疾病的最

大特点是不能通过现有的临床医学检测手段单一

地从组织结构上的变化揭示疾病的本质。 王教授

认为，此类疾病多因气血不和 、后天失养所致，而

“调冲通脉” 腹部推拿以伏冲之脉为施术部位，通

过对冲脉的调节， 进一步影响十二经脉， 作用全

身，真正达到治疗的目的。 同时也为推拿早期介入

器质性疾病的治疗， 或者预防各类重大器质性疾

病的发生提供了更多更好的机会。

1

以“调冲通脉”理论为核心的腹部推拿

腹部推拿以腹部为操作部位，《厘正按摩要术》

曾言：“胸腹者，五脏六腑之宫城，阴阳气血之发源。”

腹部作为人体上下的纽带， 在推拿治疗中起重要的

作用。 冲脉是腹部的特殊经脉，起于胞中，又与奇经

八脉中的督、任相合，同出会阴，有“一源三岐”之说。

王教授“调冲”理论的提出，恰是基于冲脉在机体之

中的重要性，腹部推拿通过对其的作用，可以进一步

促进十二经脉气血的流通， 激发其功能， 最终达到

“通脉”的效果。

1.1

“调冲”理论提出的依据 根据冲脉在机体中

所发挥的功能，主要理论依据有三：一是冲脉是沟

通全身气血的要道，《难经》杨玄操注：“冲者，通也。

言此脉下行于足，上至于头 ，通受十二经之气血，

故曰冲焉。 ” 说明冲脉是统领十二经脉气血的要

道，脏腑经络的气血都汇聚于此，故其又被命名为

“血海”。 同时， 冲脉推动全身血气运行至周身各

处，从而起到调节五脏六腑的作用。 二是冲脉是沟

通阴阳表里的要道， 张景岳曰：“其上自头， 下自

足，后自背，前自腹，内自溪谷 ，外自肌肉，阴阳表

里无所不涉。 ”说明冲脉是一条贯通全身上下、前

后左右的要道。 中医认为脏为阴，腑为阳；背为阳，

腹为阴。 腹部的募穴是脏腑之气集聚之处，背部的

俞穴是脏腑之气输注之处

[2]

，而腹与背正是冲脉所

过之处， 因此冲脉在沟通阴阳表里方面起到了重

要的作用

[3]

。 三是冲脉是联系十二经脉的枢纽，根

据《灵枢》对冲脉分支的描述，说明冲脉的前行支

通过与任脉相交而通诸阴经， 后行支与督脉相通

而通诸阳经；上行支行于头面而灌诸阳，下行支行

于下肢而渗入三阴；内自溪谷外至肌肤

[4]

。 十二经

脉分为阴经与阳经，分布于四肢、头和躯干。 而冲

脉的分支恰汇聚于此处，具有沟通阴阳的作用，因

此冲脉可起到联系十二经脉的作用。

1.2

“通脉”效果产生的原理 奇经生理功能以满

为功，以通为用。 而腹部推拿恰以“冲脉气血充足、

脉道通利”为要。 从冲脉的循行和腹部推拿操作方

法的角度来阐述腹部推拿对冲脉的影响。按腹法多

作用于特殊穴位所在之处， 其中包括关元穴，《类

经》记载：“关元，任脉穴，在脐下三寸。 冲脉起于胞

中，即关元也。 ”深按于此可激发冲脉的精气，使腰

腹部及双下肢产生得气感

[5]

，借以此判断经脉是否

通畅，冲脉的气血是否得以传递。 中医认为心与小

肠相表里，肺与大肠相表里，而腹部推拿恰恰以腹

部为治疗的核心，通过此可以间接影响心、肺二脏，

心主脉，肺朝百脉，二者共同调节人体的脉道，起到

“通脉”的效果。经脉通畅，则冲脉的气血得以运行，

遍及全身上下，沟通十二经脉，进而濡养五脏六腑，

温煦表里肌腠，起到扶正祛邪、调节脏腑的作用，因

此可以促使功能性内科疾病得到有效的缓解。由此

可知，冲脉调畅、经脉畅通是腹部推拿运用于临床

的核心。

2

“调冲通脉”理论运用于功能性内科疾病的治疗

耿晓云等人认为冲脉上逆是冲脉引发诸病的主

要形式

[6]

，冲脉上逆可导致机体的气血不和。 同时由

于患者后天脾胃失养，气血生化之源不足，气血清阳

无以濡养肢体，则困倦乏力，四肢肌肉酸痛；不能达

于上，则头晕；不能养心神，则心悸健忘；不能滋养先

天之本，则肾精不足，致精少、经闭。 肾为先天之本，

主骨生髓，肾精充足，则机体轻健有力、精神振奋；反

之，则腰膝无力、精神萎靡，这一系列变化共同引发

了功能性内科疾病。鉴于此，王教授提出了以调冲通

脉为核心的腹部推拿理论， 并且针对不同类型的功

能性内科疾病确立了多靶点整体性的治疗方案，在

“调冲通脉”理论的基础上达到“健脾”、“调神”、“和

胃”、“行气”的目的，从而更好地指导肠易激综合征、

紧张性头痛、广泛性焦虑症、疲劳综合征等功能性内

科病的治疗。

2.1

以“健脾”为目的治疗肠易激综合征 肠易激

综合征是一种常见的胃肠功能紊乱性疾病，病位在

肠胃，属于中医学“腹痛”、“泄泻”、“便秘”等范畴。

中医认为“大肠、小肠皆属于胃”，脾与胃互为表里，

由此可知该病与脾的关系密切，因此本病的治疗应

医 学 传 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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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健脾为主。 《内经》云：“脾司大腹”，“调冲通脉”腹

部推拿手法主要作用于腹部的募穴（如中脘、章门）

和伏冲之脉配合背部的俞穴（如脾俞穴、胃俞穴），

俞募配穴达到脾气健运的目的，腹部手法促进冲脉

调畅，使全身的气血充足，即保证脾有血可统。 同时

冲脉的气血下出于足阳明胃经的上下巨虚二穴，此

二穴分别是大肠、小肠的下合穴，《灵枢》提出“合治

内府”的理论，说明作用于上下巨虚可以影响大小

肠的功能，因此脾胃肠道的功能得以恢复。 由此可

知治此病应通过 “调冲通脉”腹部推拿法达到“健

脾”之目的。

2.2

以“调气”为目的治疗紧张性头痛 中医认为

“经脉瘀阻、气机失调”是紧张性头痛的病因，病位在

头。 气机失调则血运不畅， 血运不畅易引起脉道瘀

阻，不通则痛。 而脾胃是气机升降的枢纽，脾胃气机

调畅则全身气机畅通。 足太阴脾经又与冲脉相交于

公孙穴，脾主运化，司统血，若脾运不健，全身气血匮

乏

[7]

，进而影响冲脉对十二经脉气血的调节。 《灵枢·

邪气脏腑病形》云：“十二经脉，三百六十五络，其血

气皆上于面而走空窍。 ” 说明十二经脉的气血匮乏

会影响上行于头面的气血。腹部推拿通过调畅冲脉，

使其气血进入公孙、 上下巨虚三穴进而影响脾胃的

功能。脾胃之气得健则促使机体的气机调畅，推动十

二经脉的气血有序地进入头部， 有效地缓解持续紧

张的肌肉组织，使痉挛的血管得以舒张，进而紧张性

头痛得以缓解。 因此治疗此病应通过“调冲通脉”腹

部推拿法达到“调气”的目的。

2.3

以“调神”为目的治疗广泛性焦虑症 中医学

认为广泛性焦虑症属于神志病的范畴，《类经》 云：

“形以血充，故血有余则常想其身大。 怫，怫郁也，重

滞不舒之貌。血不足则常想其身小。狭，隘狭也，索然

不广之貌。 此皆血海不调之为病。 ”说明神志病与机

体中的血是否平和有关。冲脉是沟通气血的要道，具

有“渗诸阳，灌诸精”的作用，其功能调畅可保证机体

的气血平和达到“调神”的目的。 腹部推拿使上逆的

冲气得以调畅，冲脉的功能充分发挥，进而保证了全

身的气血处于平和的状态。 《灵枢·平人绝谷》曰“血

脉和利，精神乃居”，因此处于平和状态的血液濡养

了神志， 从而焦虑状态得以缓解， 使机体达到一种

“血和则神安”的状态。由此可知治疗此病应通过“调

冲通脉”腹部推拿法达到“调神”的目的。

2.4

以“和胃”为目的治疗疲劳综合征 疲劳综合

征属于中医学中“虚劳”的范畴，中医认为与五脏六

腑的功能失调有关， 多表现为气血筋骨方面的症

状。 《素问·痿论》曰：“阳明者，五脏六腑之海。 主润

宗筋。 宗筋主束骨而利机关也。 冲脉者，经脉之海

也。 主渗灌溪谷，与阳明合于宗筋。 ”由此可知筋骨

方面的疾病多与足阳明胃经有关，而冲脉的气血又

下出于足阳明胃经，不仅调和胃的功能，还与其共

同起到温煦下肢肌肉筋骨的作用。 胃与冲脉皆为五

脏六腑之海，两者的功能正常，五脏六腑才得以濡

养，身体的机能才得以调畅，疲劳状态才得以缓解。

因此治疗此病应通过“调冲通脉”腹部推拿法达到

“和胃”之目的。

3

结语

综上， 功能性内科疾病作为临床上的多发病、

常见病，王教授“调冲通脉”腹部推拿治疗此病有以

下四方面的优势：一是遵循八纲辨证的原则，根据

病人的不同体质及病性，通过“调冲通脉”腹部推拿

法以达到不同的治疗目的；二是手法巧妙地于欣欣

然间解除患者病痛，避免了服药给患者带来的痛苦

及副作用；三是腹部推拿是以脏腑和经络学说为基

础的

[8]

；四是采用“俞募配穴”的原则有效地调节脏

腑的功能。 笔者对王教授调冲通脉腹部推拿法治疗

功能性内科疾病之经验略有所悟，特录于此，期能进

一步研究并推广。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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