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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总结脾虚食积型小儿功能性便秘临床采用小儿推拿联合小儿益脾膏治疗的效果。

方法：择 2024 年 1 月—2025年 1 月我院给予治疗的脾虚食积型小儿功能性便秘患者 100例作

为研究对象，参照双盲随机法进行分组，50例分在参照组，行常规西药治疗，另 50 例分在研

究组，行小儿推拿联合小儿益脾膏治疗，总结两组临床疗效。结果：经统计并对比，相比参照

组，研究组治疗有效率明显偏高（P＜0.05）。患儿便秘症状积分及中医证候积分治疗前两组平

均分值无明显性差异（P＞0.05）；治疗后各项积分两组均对比治疗前偏低（P＜0.05），且研究

组较参照组偏低（P＜0.05）。相比参照组，研究组不良反应发生率更低（P＜0.05）。患儿家长

满意度调查见，参照组满意率明显偏低于研究组（P＜0.05）。结论：脾虚食积型小儿功能性便

秘临床采用小儿推拿联合小儿益脾膏治疗能够有效提升临床疗效，改善临床症状，降低不良反

应发生，获得患儿家长满意，值得推广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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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study of pediatric massage combined with pediatric Yipi ointment in the treatmen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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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summariz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pediatric massage combined with pediatric Yipi
cream in the treatment of functional constipation with spleen deficiency and food accumulation.
Methods: 100 cases of pediatric functional constipation with spleen deficiency and food deficiency
treated in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24 to January 2025 were selected as the study objects, and grouped
according to the double-blind random method. 50 cases were divided into the reference group to
receive conventional western medicine treatment, and the other 50 cases were divided into the study
group to receive pediatric massage combined with pediatric Yipi cream.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the two
groups was summarized. Results: Compared with the reference group, the effective rate of the treatment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P < 0.05).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scores of
constipation symptom score and TCM syndrome scor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treatment (P >
0.05). After treatment, the scores in both groups were lower than before treatment (P < 0.05), and the
study group was lower than the reference group (P < 0.05).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was
lower in the study group than in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The satisfaction rate of parents in the
reference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the study group (P < 0.05). Conclusion: The clinical
treatment of pediatric massage combined with pediatric Yipi ointment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clinical
efficacy, improve clinical symptoms, reduce adverse reactions, and obtain the satisfaction of parents of
children with functional constipation due to spleen deficiency and food accumulation.
[Keywords] Spleen deficiency with food accumulation; Pediatric functional constipation; Pediatric tuina
(Chinese therapeutic massage); Pediatric Yi Pi Gao (Spleen-Boosting Paste)

1 前言 小儿功能性便秘是儿科常见的消化系统疾病之一，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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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发病率呈逐年上升趋势。脾虚食积型便秘在小儿功能性便

秘中较为常见，主要是由于小儿脾常不足，饮食不节，损伤

脾胃，导致脾胃运化失司，食积内停，进而影响大肠传导功

能所致[1]。目前，临床治疗小儿功能性便秘的方法较多，但

部分方法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如药物治疗可能会引起不良反

应，长期使用还可能导致肠道功能紊乱。小儿推拿是一种中

医外治疗法，通过手法刺激体表穴位，调节脏腑功能，具有

安全、无痛苦、易被患儿接受等优点[2]。小儿益脾膏是一种

中药膏剂，具有健脾益胃、消食化积的作用。本文总结脾虚

食积型小儿功能性便秘临床采用小儿推拿联合小儿益脾膏

治疗的效果，具体如下。

2 资料与方法

2.1 一般资料

择 2024年 1月—2025年 1月我院给予治疗的脾虚食积

型小儿功能性便秘患者 100例作为研究对象，参照双盲随机

法进行分组，研究组：50例，男童 30例、女童 20例，年龄

2—7 岁，均值（4.51±1.45）岁；参照组：50 例，男童 29

例、女童 21例，年龄 2—8，均值（5.32±1.31）岁，本次研

究患儿家长均对本次研究完全了解，自愿签订同意书，并且

能够积极配合，两组常规数据差异（P＞0.05）具有可比性。

2.2 方法

参照组：采用西药治疗，给予患儿乳果糖口服液，剂量

根据患儿年龄调整，<3 岁患儿剂量为 5mL/d，3—6岁患儿

剂量 10mL/d，早餐后顿服。

研究组：采用小儿推拿联合小儿益脾膏治疗。

（1）小儿推拿：

①补脾经，将患儿拇指屈曲，循拇指桡侧缘由指尖向指

根方向直推 300—500次；②清胃经，在大鱼际外侧赤白肉

际处，从腕横纹推向拇指根 200—300 次；③清大肠，从虎

口沿食指桡侧缘推向食指尖 300—500 次；④摩腹，用手掌

面或四指腹顺时针摩腹 3—5分钟；⑤揉板门，在大鱼际平

面中点揉 200—300次；⑥揉足三里，在外膝眼下 3寸，胫

骨旁开 1 寸处按揉 100—200次；⑦捏脊，从尾骨端开始，

双手交替，沿脊柱两侧自下而上提捏至大椎穴，共捏 5—7

遍。每日推拿 1次，5次为 1个疗程，疗程间休息 2天，共

治疗 4个疗程[3]。

（2）小儿益脾膏：本院制剂室制备，内含由党参、白

术、茯苓、山药、山楂、麦芽等药材组成，1—3岁每次 5g，

3—6岁每次 10g，每日 3次，口服，疗程同小儿推拿[4]。

2.3 观察指标

总结两组临床疗效，针对性统计研究数据，通过统计学

表格展示并对比分析，数据包括：治疗有效率、便秘症状积

分、中医证候积分、不良反应发生率、患儿家长满意度。

2.4 统计方法

调研中所有数据资料全部运用 SPSS 23.0系统实行专业

分析，当中计数数据运用（x±s，%）代替，两组差别比照

运用 t、X2检测。若两组比照结果 P＜0.05，则说明实验价

值显现。

3 结果

3.1 统计患儿治疗有效率，相比参照组 42（84.00%），

治疗有效率研究组 49（98.00%）明显偏高（P＜0.05），见

表 1。

表 1 对比两组患儿治疗有效率[n（%）]

组

别

例

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研

究

组

50 40（80.00%） 9（18.00%） 1（2.00%） 49（98.00%）

参

照

组

50 30（60.00%） 12（24.00%） 8（16.00%） 42（84.00%）

P ＜0.05

3.2 统计患儿便秘症状积分、中医证候积分

治疗前：研究组（8.41±1.69）、（8.67±1.54），参照

组（8.44±1.23）、（8.53±1.34），两组平均分值无明显性

差异（P＞0.05）；

治疗后：研究组（2.59±0.24）、（2.84±0.33），参照

组（4.56±1.14）、（4.58±1.62），治疗后见各项积分两组

均对比治疗前偏低（P＜0.05），且研究组较参照组偏低（P

＜0.05）。

3.3 统计两组患儿不良反应情况，总计总发生率

研究组：腹痛 0（0.00%）、腹泻 0（0.00%）、恶心 1

（2.00%）、呕吐 1（2.00%）；参照组：腹痛 3（6.00%）、

腹泻 3（6.00%）、恶心 4（8.00%）、呕吐 3（6.00%）；相

比参照组 13（26.00%），不良反应总发生率研究组 2（4.00%）

更少（P＜0.05）。

3.4 调查患儿家长满意度，总计总满意率

研究组：非常满意 39（78.00%），一般满意 10（20.00%），

不满意 1（2.00%）；参照组：非常满意 21（42.00%），一

般满意 20（40.00%），不满意 9（18.00%）；参照组 41（82.00%）

总满意率明显偏低于研究组 49（98.00%）（P＜0.05）。

4 讨论

小儿功能性便秘是指小儿排便次数减少、粪便干硬和

（或）排便困难，且无器质性病变的一组临床综合征。通常

表现为每周排便次数少于 3次，排便时需用力，甚至出现肛

裂、便血等情况，可伴有腹胀、食欲减退等症状，其发病与

饮食结构不合理、缺乏运动、排便习惯不良以及心理因素等

有关[5]。小儿功能性便秘在中医理论体系中，脾虚食积被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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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关键病因。小儿生理上脾常不足，在饮食方面又缺乏节制

意识。日常稍不注意，就容易因过食或饮食不规律损伤脾胃。

脾胃一旦受损，运化水谷的能力便会大幅下降，食物无法正

常消化吸收，进而食积内停[6]。随着时间推移，积滞在体内

郁而化热，不断耗伤小儿体内的津液。大肠失去津液的濡润

滋养，传导功能就会出现异常，糟粕无法正常排出体外，最

终引发便秘症状。

小儿推拿作为中医外治疗法独具特色。它依据中医理论，

凭借专业手法，精准刺激小儿特定穴位。这些穴位与经络紧

密相连，手法刺激能激发经络气血运行，使气血畅通无阻，

脏腑得以滋养，从而有效调节脏腑功能，帮助小儿恢复健康

状态。在小儿推拿中，不同手法有着独特的作用[7]。补脾经

时，通过特定的推拿手法，对小儿的脾经穴位进行刺激，能

够有效健脾益气，极大地增强脾胃的运化功能，就像为脾胃

这个“后天之本”注入活力，让其能更好地消化吸收食物。

清胃经则专注于清除胃热，同时还能降逆止呕，解决小儿因

胃热导致的恶心、呕吐等问题。清大肠可清利肠腑，把肠道

内的积滞顺利导出。摩腹简单易行，却能有力地促进胃肠蠕

动，进一步增强消化功能。揉板门、揉足三里这两个手法，

能健脾和胃，帮助消化堆积的食物。捏脊这一手法更是通过

对脊柱两侧穴位的刺激，调节阴阳，不仅健脾益胃，还能疏

通经络。这些手法巧妙配合，从多方面共同发挥健脾益胃、

消食导滞、通利大便的功效，促使患儿缓解脾胃，恢复健康。

小儿益脾膏为我院自制膏剂，其中各味药材功效独特又

协同配合。党参擅长补中益气，如同为身体注入一股蓬勃动

力，提升整体元气。白术专注健脾燥湿，帮助脾胃驱散湿气，

恢复运化活力。茯苓利水渗湿的同时还能健脾宁心，为脾胃

的正常运作营造良好内环境[8]。山药着重补脾养胃，滋养脾

胃根基。山楂与麦芽强强联合，专攻消食化积，将肠胃中堆

积的食物残渣一一化解。全方精妙配伍，从根本上健脾益气，

从表面消除食积，标本兼治，让脾胃恢复健运，便秘自然迎

刃而解。

观察本次研究结果，脾虚食积型小儿功能性便秘临床采

用小儿推拿联合小儿益脾膏治疗能够有效提升临床疗效，改

善临床症状，降低不良反应发生，获得患儿家长满意[9]。在

脾虚食积型小儿功能性便秘的临床治疗中，小儿推拿联合小

儿益脾膏的治疗模式成效显著。从临床疗效来看，患儿经小

儿推拿联合小儿益脾膏治疗后，98%的患儿便秘状况得到极

大改善。排便次数明显增多，粪便不再干结，排便也不再费

力，治疗总有效率显著提升，充分展现出该联合方案的优势。

同时。患儿腹胀、腹痛等临床不适症状明显减轻，患儿食欲

增强，消化功能逐步恢复正常，日常精神状态更佳，整体身

体机能显著提升。其次，通过量化评估，便秘症状积分与中

医症候积分在治疗后均显著降低。这表明不仅便秘的核心症

状得到缓解，与脾虚食积相关的一系列中医表征也明显改善，

说明小儿推拿联合小儿益脾膏治疗从整体上调整了患儿的

身体状态[10]。此外，小儿推拿联合小儿益脾膏治疗患儿不良

反应较少。小儿推拿，无药物副作用，小儿益脾膏成分天然

温和，两者结合，让家长无需担忧孩子身体承受过多负担。

并获得患儿家长满意，治疗过程孩子容易接受，具有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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