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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拿秘钥之调卫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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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推拿的作用是什么？推拿是通过什么来预防和治疗疾病的？推拿为什么先从头部开始操作？推拿为什么不管经络的顺行
还是逆行，手法都是从上往下操作？推拿为什么在腰背部操作的时候多,在胸腹部操作的时候少等等，这些问题在本文中都给出
了解答。这些问题在学术界没有怎么讨论和给与定论，本文就是围绕这些问题展开研究,在推拿工作中逐渐发现了这一新观点。
这一新发现，不仅对推拿疗法起着重要作用，更对中医其他疗法有着重要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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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学历史悠久，博大精深，疗法众多，主要有以汤药
膳食为主的内治法，和以针灸推拿为主的外治法。中医治疗
方法很多并且治疗理论思想不尽相同，有以调理脏腑为主的，
有疏通经络为主的，有行气活血为主的，大多数疗法都是运
用这些理论来指导临床。那么仔细分析一下，脏腑主要是调
理功能的，经络是调理通路的，气血是调理物质的，貌似没
有提供治疗方面的信息。中医明确提出卫气是人体维外的屏
障，是保护机体抵御外邪的能量，还提出了运用卫气诊断和
治疗的方法。《黄帝内经，灵枢，本脏》中说，卫气者，所以
温分肉，充皮肤，肥腠理，司开阖者也。《素问，五藏生成论》
说，人有大谷十二分，小溪三百五十四名，少十二俞，此皆
卫气之所留止，邪气之所客也，针石缘而去之。《灵枢，禁服》
说，审查卫气，为百病母。《灵枢，卫气行》说，刺实者，刺
其来也，刺虚者，刺其去也。卫气好比一件武器，毛泽东提
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一重要论点，强调了武器的重要性。
在人体，卫气就像那个枪杆子，具有进可以攻--消灭邪气，
退可以守--防御侵犯的作用。卫气又好比一支军队，一个国
家只要有一支强大的军队，才能保证国泰民安。人体也是如
此，卫气就向那支军队，只有卫气的强大，才能保证健康长
寿。 

为了便于理解，我把内容分为，起源于寻行，经络阳经
卫气的关系，推拿中的运用，三个部分加以阐述。 

1 起源于寻行 
对于深奥的中医学而言，卫气是比较好了解的，因为卫

气有明确的起源和巡行分部，《素问，弊论篇》说，卫者，水
谷之悍气也，其气剽疾滑利，不能入于脉也。故循皮肤之中，
分肉之间，熏于肓膜，散于胸腹，逆其气则病，从其气则愈，
不与风寒湿气合，故不为痹。这说明卫气是来源于我们吃的
食物中，经过胃肠的吸收转化而成的。还提出了，逆卫气则
病，顺卫气则愈的论点，这对运用卫气执导临床十分重要；
上面说了卫气源于水谷所化，不能入于脉，循皮肤之中，那
具体的部位是哪里呢？这个古文也有明确的记载，《灵枢，卫
气行》说，是故平旦阴尽，阳气出于目，目张则气上行于头，
循项下足太阳，循背下至小趾之端。其散者，别于目锐眦，
下手太阳，下至手小指之间外侧。其散者，别于目锐眦，下
足少阳，注小趾次趾之间。以上循手少阳之分侧，下至小指
之间。别者以上至耳前，合于颔脉，注足阳明以下行，至跗
上，入五趾之间。其散者，从耳下下手阳明，入大指之间，
入掌中。其至于足也，入足心，出内踝，下行阴分，复合于
目，故为一周。这说明卫气主要巡行于阳经的经脉，而且说
明了卫气都是从头部发出的，是从上往下走行的。古人对卫
气十分重视，在《黄帝内经》通篇，有四处标题带有卫气，
近百余处关于卫气的描述。总的思想是说，卫气顺则治，则
愈，则康。卫气逆则乱，则病，则危。这也是我运用推拿治
疗疾病的主要参考依据，从而提出了，推拿的主要作用就是
调卫气，以及预防和治疗疾病。而且，还用卫气的思想，解
答了一些推拿工作中常见而不曾被提到的一些问题。例如，
推拿为什么先从头部开始操作。为什么不管经络的顺行还是
逆行，手法都是从上往下操作。为什么在腰背部操作的多，
在胸腹部操作的少等。 

2 经络阳经卫气的关系 
推拿临床中我发现，疏通经络长一点，比短一点效果要

好。例如，推拿上肢，从聚谷穴直接到阳溪穴的效果，要比
聚谷穴到曲池穴再到阳溪穴的效果好。再进一步思考，过去

操作的部位都是在阳经分布的区域，这一发现让我重新观察
整个人体。发现阳经分部人体整个后侧和外侧，几乎占整个
头面部，以及少量前部，约占人体近 70%以上的面积。而且，
人体有 361 个穴位，在阳经分布的就有 246 个，比例也占 70%
以上。这让我认识到，由经络向阳经的转变。《素问，生气通
天论》说，苍天之气清净，则志意治，顺之则阳气固，虽有
贼邪，弗能害也，此因时之序。阳气者，若天与日。是故阳
因而上，卫外者也。阳者，卫外而为固也。这也说明古人对
阳气的重视。再者，中医把阳气也称为正气，是抵抗外邪的
重要能量。阳气是运行在阳经之中，以顺为治的。但我发现，
足三阳从头走足，可以用顺的方法。但是，手三阳是从手走
头，按上下次序则不能顺，按下上次序则有悖常规。以此为
方向，查阅古书黄帝内经，发现了卫气行，在这篇文章中找
到理论依据，从而由阳气到卫气的转变。阳气与卫气有着密
切关系，它们都是维外的屏障，都是白天运行。所不同的是，
阳气是按照经络巡行，而卫气是有单独的巡行规律。在作用
方面，阳气代表物质，在阳经中巡行，最终汇入督脉，所以，
督脉被称为阳经之海。在表现方面，阳气实则卫气强，阳气
虚则卫气弱。因此，我把调经络就是调阳经，调阳经就是调
卫气，调卫气就是调正气，作为一个体系，进行运用和研究。 

3 推拿中的运用 
推拿用卫气治疗疾病，主要原则以通顺为主。所以，在

手法上一定要沿着卫气巡行的方向进行操作，才能达到相应
的效果。有了原则必须要有好方法，根据多年临床经验，我
总结研究出一套方法，分别有三个步骤，一是打开门户，二
是驱赶邪气，三是加速驱赶。例如：风寒之邪气，侵犯肩背
手太阳小肠经。初期克于络脉，在颈肩背区域面积虽大，但
无具体痛点。中期克于经脉，疼痛加重，感到肩中疏，肩外
疏，曲元，秉风，等穴位明显疼痛。后期克于肌肉骨缝之中，
留而不去，遇寒凉或劳累后症状加重。再者，风有擅行烁变，
移而不定的特点，会出现疼痛转移，位置不固定等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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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主收隐凝固等特点，所以也会出现小肠经病变部位的皮肤
紧皱，肌肉痉挛，活动不灵活等症状。治疗方法:1 打开门户：
患者仰卧位，患侧上肢平放于床，掌心朝下，术者立其患侧，
用掌推法，掌揉法，拿法，拇指犁法，掌揉法，敲法，在聚
谷穴至腕骨穴一线偏外侧操作（所有手法只可两遍）。再用两
拇指从阳池穴分推手背，至掌指关节，再用拇指环柔五个掌
骨。再用拇指从掌指关节，环柔至各指指尖（指尖为卫气门
户，上身病开手指尖，下身病开脚趾间）。2 驱赶邪气：患者
俯卧位，术者立其患侧，采用掌推，掌柔，拇指犁，掌柔，
敲打等手法。从聚谷穴沿着肩胛骨上元绕道内侧缘，再绕道
外侧缘，复回聚谷穴，在这一线路进行操作。肩胛部主要是
小肠经巡行路线，《灵枢，经脉》说，出肩解，绕肩胛，交肩
上，入缺盆。3 加速驱赶：患者俯卧位，头部扭向患侧，上
肢平放于床，掌心朝上，术者立其患侧。从耳后意风穴，经
缺盆穴，至聚谷穴。上肢部从聚谷穴，下行至腕骨穴。手法
操作同仰卧位上肢一样。（加速驱赶必须在卫气的起点，或者
在督脉处操作，才能有效）。 

卫气之重要，及其妙用，非数千字能尽述。深感己之才
疏学浅，愿做抛砖引玉者，望当代有志之中医学者，进行研
究和开发，为中医事业传承和发展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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