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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在海派中医的传承过程中，
如何理解与发扬前辈的精髓思
想依然是关键，与此同时，制定
标准化规范也备受重视。到底用
多大的力才能使推拿既安全又
达到最大效果？

孙武权解释说，过去针对膝
关节炎问题，可能仅仅拍个片子，
推拿医生做到心中有数，手法理
疗。现如今，针对一些中重度患
者，为获得了更有效的治疗，可以
借助“步态分析”、“等速肌力测
试”等国际前沿设备来明确评估，
为治疗提供可靠的依据。

除了在临床上进行运用之
外，孙武权表示，手法力学测定
目前还可用于推拿手法教学。他
指出，力是推拿具有代表性的因

素，但并不是唯一因素，推拿是
否有效取决于医师推拿时所使
用的力量大小是否适合，也与病
情、体质、耐受性等有关。在第四
代传人房敏为主的团队不断研
究下，丁氏推拿将现代生物力学
引入对推拿的研究，并建立了推
拿的安全性预值。这意味着推拿

医生的用力轻重不再只是经验
的代代相传，更不是以患者喊疼
与否作为参考依据。

现代化医学科技正进一步
规范推拿医生的手法、力度等。
以往“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手
法经验有望以更为精确的方式
予以保留并推广应用。

■“海派中医传承”系列报道之九

“丁氏推拿”创立百年成就非遗
“独门手法”精准化推拿实现康复

! ! ! !据悉，全国的第一个推拿学校首任
校长由丁氏推拿的第三代传人朱春霆
担任。全国的第一个推拿硕士研究生、
第一个博士、第一个博士后，都产自丁
氏推拿团队。

!"世纪 #"年代，以丁氏推拿为主
要教学内容上海开创了推拿现代教学
体系，编写了国内最早的推拿学教材。
$%&#年，第四代传人严隽陶参与组织
编写出版了全国中医学院的推拿教材

《推拿学》。在该教材中，首次将一百余
种的推拿手法分成六大类，现已成为全
国推拿手法的基本分类法。

近年来，丁氏推拿借助于上海中医
药大学和上海市中医药研究院的医、
教、研平台在国内外广泛流传，建立了
卫生部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专科，
确定了推拿学科研究的方向和核心技
术，使传统的丁氏推拿在现代得以快速
发展。

吴瑞莲

柔为贵、点为主、动为先

! ! ! !膝关节是人体最重要的负
重关节，然而有调查显示，在 '"

岁以上老年人中，超过半数患有
骨性关节炎。龚利主任医师牵头
的丁氏推拿膝关节团队分析，其
实(膝关节退变性疼痛的根源是
关节面软骨的磨损 ( 力线的失
衡。而骨刺非但不是疼痛的根
源( 还可能是人体为避免疼痛、
稳定关节而作出的适应性反应。
“下肢力线异常”用简单的

话来说，就是“腿不直、脚不
正”。)型腿、*型腿、反张膝、骨
盆旋移等，就是“下肢力线异
常”的外在表现。这些在年轻时

期只影响美观的形体问题，到
中年以后，往往会造成一系列
身体的病痛，严重影响人的行
走机能。

由于下肢力线异常往往与
股骨角前倾、股骨扭转及胫骨扭
转有关，可能是一个扭转角度异
常的结果，也可能是多个扭转角
度异常的复合结果，因此肉眼很
难辨别。孙武权表示，传统的 *

片与 +, 扫描等影像学检查也
只能观察患者静态时的骨骼及
关节的情况。如今，借助三维步
态分析系统细致量化的数据，可
以更精确地计算出各个关节在

步行过程中偏离正常的程度，是
评价下肢功能性和结构性异常
的客观、量化的诊断工具，为之
后推拿治疗方案的制定起着决
定性作用。

孙武权说，过去，对于人工
关节置换术前的膝关节炎病人，
并没有有效的干预手段。现在，
依靠大数据制定出来的精准化
推拿方案，除了可以缓解患者膝
关节的疼痛，延缓甚至避免置换
人工关节外。针对那些人工关节
置换术后的病人，也能帮助他们
重建膝关节功能，从而更好地实
现康复。

腿不直、脚不正可致膝关节疼痛

借力现代科技传承推拿手法

! ! !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

医院推拿科主任! 上海市中医药研究院推

拿研究所临床研究室主任

中华中医药学会推拿分会秘书长" 世界

中医药学会联合会小儿推拿专业委员会副会

长"中国民族医药学会推拿分会副会长"中国

康复医学会颈椎病专业委员会委员兼眩晕学

组委员" 上海中医药学会推拿分会副主任委

员"严隽陶老中医康复推拿工作室成员

手法以传统手法为主!结合微调手法的

理论!擅长以非手术治疗颈椎病"腰椎间盘

突出症"腰肌劳损"强直性脊柱炎"颞下颌关

节紊乱等#

丁氏推拿第五代传人
主任医师，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

为我国推拿学科体系奠定基石

!岳阳医院$丁氏推拿%传承团队

孙武权■专家简介逐渐在上海站稳脚跟的
“丁氏推拿”

! ! ! !推拿是祖国医学三大瑰宝之一!不过!对于老百姓来说!"丁氏推拿流派#这一提法历史并不悠久!还不为人所
熟知$ !"#!年在上海市申报流派传承研究基地时!因"一指禅%推拿学术流派和 法推拿学术流派的师祖都源自丁
凤山!便按照上海中医流派命名的习惯!将这两大流派合并称为"丁氏推拿流派%$

!"世纪 $%年代以来!随着上海中医药大学几十年来推拿专业人才一代代的培养和输送!"丁氏推拿%已成为国
内影响力最大的推拿学术流派$ "丁氏推拿%第五代传人&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推拿科主任孙

武权介绍!&''(年!经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验收!岳阳医院推拿科被确定为国内唯
一的"全国中医推拿医疗中心%$ 经过岳阳医院申报!丁氏推拿疗法已经成为上
海市非物质遗产代表性项目$

! ! ! !经过百余年来的发展，丁氏推拿流派
其形成的学术观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向：
一是在手法的操作应用上，提出“柔

为贵，刚柔相济”的观点，认为柔和是维
持手法良性刺激的基本前提。据了解，一
指禅推拿和法推拿均强调柔和为贵。手
法要求持久、有力、均匀、柔和、深透，把
柔和作为手法的最高要求，追求“法之所
施、令患者不知其苦”。实际操作时，还需
要刚中寓柔、柔中寓刚，刚柔相济。

二是在手法的作用部位上，提出
“点为主，点面结合”的观点。具体说来，
点是穴位点和压痛点（经外奇穴），面是
经筋和皮部，点面结合就是经脉和经筋
的结合。一指禅推法是点状刺激的标志
性手法，即按法和按揉法为持续刺激而
发展起来的。 法是面状刺激的标志
性手法，是在保持点状良性刺激的特性
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保持了一指禅推法

的柔和性和持续性，又扩大了刺激面。
三是在治疗方式上，提出“动为先，

动静结合”的观点。据介绍，丁氏推拿动
的范围包括肢体运动、呼吸运动和精神
运动，也可以分为被动运动和主动运
动。一方面通过医者的运动促进患者的
运动，另一方面，需要患者的主动运动，
结合功法训练健身强体、促进疾病的尽
快愈合。

! ! ! !“丁氏推拿”创始人丁凤山是扬州
西门人，自幼随父习武，后因伤幸遇清
宫御医李鉴臣以一指禅推拿治疗，病愈
后拜李为师，尽得一指禅真传。除跌打
损伤外，丁凤山还擅治内妇杂病，尤其
在用缠法治疗喉痹等咽喉部疾病方面，
开创了推拿的先河。-%-!年，丁凤山迁
居上海开诊，丁氏推拿逐渐凭着一双又
一双传人的手在上海站稳脚跟。

丁氏一派中，以丁树山一支成就较

为辉煌。其子丁季峰于上世纪 ./年代，
在一指禅推拿的基础上创造了 法操
作手法，是推拿创新发展的代表人物。
据了解，当时，西医对于中风病人半身
不遂功能障碍，并无很好的康复手段。
于是，大量中风后遗症病人便被推荐给
了推拿医师丁季峰。

然而，面对大量的脑血管意外偏瘫
患者和运动系统疾病，原有的一指禅推
法已经不敷应症。!"世纪 ."年代，丁季
峰又在一指禅推拿滚法的基础上创造
了 法操作手法，保持了一指禅推法的
柔和性和持续性，又扩大了刺激面，应
用范围涉及临床各科，丰富了丁氏推拿
的流派体系。

■$丁氏推拿%创始人丁凤山

!丁凤山&一排左四'师徒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