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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分析胃肠积热型小儿便秘接受通经调脏推拿手法治疗的临床效果。方法 将 2024
年 1月-2025年 1月我院收治的胃肠积热型便秘患儿纳入本次研究，根据治疗方式不同将患儿分

组，采用常规药物治疗者均纳入参照组，采用通经调脏推拿手法治疗者纳入研究组，两组患儿

病例数相同（各 50例），对比治疗效果，统计治疗有效率、不良反应发生率、中医证候积分、

便秘症状积分，各项数据统计后，利用统计学工具分析对比，判定组间差异。结果 经数据统计，

研究组治疗总有效率比参照组明显偏高（P＜0.05）；研究组患儿不良反应发生率见明显偏低于

参照组（P＜0.05）；患儿中医证候积分、便秘症状积分治疗前两组无显著差异（P>0.05），治

疗后差异见研究组比参照组高（P＜0.05）。结论 胃肠积热型小儿便秘接受通经调脏推拿手法

治疗的临床效果理想，治疗有效率提高，患儿不良反应较少，降低中医证候积分，缓解临床便

秘等症状，建议广泛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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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analyz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treating children constipation with gastrointestinal

heat by massage. In this study, children with gastrointestinal febrile constipation treated in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24 to January 2025 were included and they were divided into different groups according to different

treatment methods. Those who received conventional drug treatment were included in the reference group,

and those who received massage to regulate the menstrual flow were included in the study group. The

number of cases in the two groups was the same (50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effective rate of treatment,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TCM syndrome score and constipation symptom score were analyzed and

compared with statistical tools to determin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groups. The result showed that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of the study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reference group (P < 0.05).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in the study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the reference group (P <

0.05).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CM syndrome score and constipation symptom scor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treatment (P>0.05), and the difference after treatment was higher in the study group

than in the reference group (P < 0.05). These findings suggest that the therapeutic effect of Tongjing and

Zang-regulating massage on children with gastrointestinal heat constipation is ideal, the therapeutic efficiency

is improved, the adverse reactions of children are less, the TCM syndrome score is reduced, and the clinical

symptoms of constipation are alleviated.

[Keywords] gastrointestinal heat accumulation type, constipation in children, tiao zang tuina technique,

treatment effect

小儿便秘是儿科常见的消化系统疾病之一，其发病率呈

逐年上升趋势[1]。便秘不仅会影响患儿的消化功能和营养吸

收，还可能对其生长发育和心理健康造成不良影响。胃肠积

热型是小儿便秘较为常见的症型，主要因小儿饮食不节，过

食辛辣、油腻、甘甜之品，致胃肠积热，耗伤津液，肠道失

润，传导失常而发病[2]。目前，小儿便秘的治疗方法多样，

药物治疗虽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症状，但长期使用可能带来

诸多不良反应，如肠道功能紊乱、药物依赖等。中医推拿作

为一种绿色、安全的外治疗法，在小儿便秘治疗中逐渐受到

重视。通经调脏推拿手法依据中医经络脏腑理论，通过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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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法刺激穴位，以疏通经络、调节脏腑功能，从而达到治疗

疾病的目的[3]。本文分析胃肠积热型小儿便秘接受通经调脏

推拿手法治疗的临床效果，具体如下。

一、资料与方法

（一）基本资料

将 2024年 1月-2025年 1月我院收治的胃肠积热性便秘

患儿纳入本次研究，根据治疗方式不同将患儿分组，研究组：

男童 32例（64.00%）、女童 18例（36.00%），年龄 1-7岁，

均数（4.04±1.08）岁；参照组：男童 30例（60.00%）、女

童 20例（40.00%）、年龄 1-8岁，均数（4.53±1.34）岁，

两组患者一般信息经检验无异且具有均衡性（P>0.05）。

纳入标准：符合《中医儿科学》中胃肠积热型小儿便秘

的诊断标准，主症为大便干结，排便困难，腹胀腹痛；次症

为面红身热，口干口臭，小便短赤，舌红苔黄，脉滑数或指

纹紫滞。年龄 1～7岁。患儿家长签署知情同意书。

排除标准：合并先天性肠道畸形、内分泌及代谢性疾病

等器质性病变引起的便秘；近 1周内使用过泻剂或其他影响

肠道功能的药物；对推拿手法不耐受或依从性差。

（二）方法

参照组：常规药物治疗，口服小儿七星茶颗粒（广东王

老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国药准字 Z44023698），1～3岁每

次 3.5g，4～6岁每次 7g，7岁以上每次 10.5g，每日 3次，

疗程为 4周[4]。

研究组：通经调脏推拿手法治疗，1次/d，20min/次，1

个疗程/5次，疗程间休息 2天，共治疗 4个疗程。具体操作

为：① 腹部推拿：患儿仰卧，医者以掌心置于患儿腹部，

顺时针方向摩腹 5分钟，手法轻柔，以促进肠道蠕动。然后，

点揉中脘、天枢、关元穴，每穴 1分钟，力度适中，以患儿

能耐受为度。中脘穴位于上腹部，前正中线上，脐中上 4寸，

为胃之募穴，能和胃健脾、降逆利水；天枢穴位于腹部，横

平脐中，前正中线旁开 2寸，为大肠之募穴，可调理肠腑、

理气行滞；关元穴在下腹部，前正中线上，脐中下 3寸，能

培元固本、补益下焦[5]。② 背部推拿：患儿俯卧，医者先用

掌根沿患儿脊柱两侧膀胱经，自上而下揉按 3～5遍，以放

松背部肌肉。接着，重点按揉脾俞、胃俞、大肠俞穴，每穴

1分钟。脾俞穴在脊柱区，第 11胸椎棘突下，后正中线旁开

1.5寸，可健脾和胃、利湿升清；胃俞穴在脊柱区，第 12胸

椎棘突下，后正中线旁开 1.5寸，能和胃健脾、理中降逆；

大肠俞穴在脊柱区，第 4腰椎棘突下，后正中线旁开 1.5寸，

可通调大肠、理气行滞。最后，以捏脊手法从尾骨端至大椎

穴，捏 3～5 遍，捏脊时每捏 3 下提拿 1次，称为“捏三提

一”，以刺激背部经络，调节脏腑功能。③ 四肢推拿：医

者依次清大肠经、清胃经、退六腑。清大肠经：患儿食指桡

侧缘，自虎口推向指尖，操作 300次，可清利肠腑、导积滞；

清胃经：患儿拇指掌面近掌端第一节，向指根方向直推 300

次，能清胃热、降逆止呕；退六腑：患儿前臂尺侧，自肘关

节推向腕关节，操作 300次，可清热凉血、解毒通便。然后，

按揉双侧足三里、上巨虚穴，每穴 1分钟。足三里穴在小腿

外侧，犊鼻下 3寸，胫骨前嵴外 1横指处，能健脾和胃、扶

正培元；上巨虚穴在小腿外侧，犊鼻下 6寸，胫骨前嵴外 1

横指处，为大肠下合穴，可通调大肠、理气止痛[6]。

（三）观察指标

对比治疗效果，统计治疗有效率、不良反应发生率、中

医证候积分、便秘症状积分，各项数据统计后，利用统计学

工具分析对比，判定组间差异。

（四）统计学分析

本次研究数据资料由 EXCEL 2019录入后分析、处理，

计量资料采用均值±标准差（x±s）表示，并通过 t检验进

行比较；计数资料则通过频数与百分比展示，并运用卡方检

验。对比 P＜0.05则说明两组实验价值凸显。

二、结果

（一）统计并对比两组治疗总有效率，研究组 49（98.00%）

明显比参照组显高 41（82.00%），P＜0.05，见表 1

表 1 对比两组临床治疗效果[n(%)]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研究组 50 31（62.00%） 18（36.00%） 1（2.00%） 49（98.00%）

参照组 50 21（42.00%） 20（40.00%） 9（18.00%） 41（82.00%）

P ＜0.05

（二）统计并对比两组不良反应发生率

研究组：总发生率 2（4.00%），其中包括 1例腹胀、1

例恶心；参照组：总发生率 9（18.00%），其中包括 3例恶

心、3例呕吐、2例腹胀、1例腹泻；P＜0.05。

（三）统计两组患儿中医证候积分，包括：面红身热、

口干口臭、小便短赤、舌红苔黄

研究组：面红身热（1.09±0.25）、口干口臭（1.56±0.62）、

小便短赤（1.46±0.25）、舌红苔黄（1.14±0.78）；参照组：

面红身热（2.59±0.29）、口干口臭（2.48±0.62）、小便短

赤（2.58±0.16）、舌红苔黄（2.38±0.47）；P＜0.05。

（四）统计两组患儿便秘症状积分，包括：排便次数、

大便性状、排便困难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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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组：排便次数（1.02±0.31）、大便性状（1.25±0.56）、

排便困难（1.21±0.25）程度；参照组：排便次数（2.14±0.09）、

大便性状（2.26±0.24）、排便困难程度（2.58±0.95）；P

＜0.05。

三、讨论

小儿便秘在中医里归属“便秘”“大便难”等范畴。中

医剖析其病因，饮食不节是一大关键因素，小儿若过食辛辣、

油腻或生冷食物，易损伤脾胃运化功能[7]。脾胃本就为后天

之本，脾胃虚弱时，无力推动糟粕下行，便易引发便秘[8]。

此外，情志失调对小儿也有影响，长期的焦虑紧张等不良情

绪，会干扰气机运行。其中，胃肠积热型小儿便秘尤为常见，

胃肠积热会不断耗伤体内津液，致使肠道得不到津液濡润，

传导功能紊乱，最终形成便秘[9]。通经调脏推拿手法是中医

推拿的特色疗法，通过手法刺激穴位，可疏通经络气血，调

节脏腑功能，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在本研究中，腹部推拿

的摩腹、点揉中脘、天枢、关元等穴位，可直接作用于腹部，

促进胃肠蠕动，增强消化功能；背部推拿的揉按膀胱经、脾

俞、胃俞、大肠俞以及捏脊手法，可调节脏腑气血，激发阳

气，增强机体的运化功能；四肢推拿的清大肠经、清胃经、

退六腑可清热泻火、通利肠腑，按揉足三里、上巨虚可健脾

和胃、理气止痛。诸手法协同作用，共奏通腑泄热、润肠通

便之功[10]。

观察本次研究结果，胃肠积热型小儿便秘接受通经调脏

推拿手法治疗的临床效果理想，治疗有效率提高，患儿不良

反应较少，明显降低中医证候积分，有效缓解临床便秘症状。

从治疗有效率提升来看，该手法精准作用于小儿经络穴位，

激发机体自我调节能力，使得肠道功能逐渐恢复正常，排便

困难、大便干结等问题得到显著改善，让更多患儿摆脱便秘

困扰，重新恢复健康活力。不良反应少的优势，不会让家长

担心因药物影响而出现的腹泻、腹痛等不良反应，很大程度

提升了治疗安全性，同时也确保了孩子的治疗舒适度。中医

证候积分降低，意味着不仅便秘这一主要症状缓解，与之相

关的面红身热、口干口臭、小便短赤等全身症状也得到改善，

说明该手法从整体出发，调整小儿机体阴阳平衡，使身体机

能恢复到正常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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