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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近日，一篇号称“孝顺子女一定要转发”
的文章，在微信朋友圈内反复流传着。文中表
示，如果大脚趾外侧，挨着二趾的部位有一条
棱线，再触摸脚趾的小脑反射区，如果疼的
话，那就要注意了，这是阿尔茨海默病（俗称
老年痴呆症）的前兆。对此，许多网友都给予
了质疑，专家也认为，此说法经不起推敲，但
是，足底反射区按摩确实有益养生。

立论有缺陷 个体有差异
早在两年前，果壳网就已出现了针对此

观点的“辟谣”文章，认为这是“一条打着孝顺
旗号默默流传的谣言”。

网友认为，老年痴呆症的症状，多表现在
记忆障碍、失语、失认等大脑神经系统的退行
性病变，与参与躯体平衡和肌肉张力调节等
行为的小脑无关。小脑是位于后颅窝的脑组
织，尽管在认知功能、注意力和语言处理方面
有重要作用，但主要功能还是感觉感知、协调
性和运动控制。因此，将小脑反射区的异常和
疼痛作为立论根据站不住脚。
“如果鞋子不合适，时间久了，大脚趾外

侧本身会起茧。此外，大脚趾外侧本身比较敏
感，肌肉层很薄，按上去会有疼痛感。”陆萍副
教授表示，“在主流的医学杂志、核心期刊、专
业数据库等领域，并没有‘痴呆线’的说法。要
获得一个结论性的观点，一般需要经过大量
的临床试验、基础实验或长期的经验积累。”
“人和人有差异，通过观察、触摸就判断老年
痴呆前兆，这个观点过于绝对。”

那与我们脑功能密切相关的大脑反射区

在哪儿？上海市中医药大学针灸推拿学院推
拿学基础教研室主任陆萍副教授表示，根据
足部反射区的理论，足拇指外侧上半部分是
三叉神经反射区、下半部分是小脑、脑干反射
区，而足拇指底部则是大脑反射区。试比较一
下孩子与年迈者的大脚趾，孩子的脚趾腹都
是圆鼓鼓的，饱满而富有弹性；年迈者的脚趾
多干瘪而弹性渐失。

足疗可养生 预防需调摄
不过，足部反射区按摩有益养生，可以加

快血液循环、代谢产物的排泄，以及加强脏腑

功能。如果经常按摩，对健康以及亚健康人群
有较好的强身保健的作用，对一些常见病症
的康复也有一定的辅助治疗作用。比如鼻炎
者，按摩鼻反射区可以帮助降低敏感性；失
眠，按摩大脑、额窦等反射区可有助睡眠。

根据足部反射区上下对应的分布规律，
人体脚趾对应头部器官组织，而足拇指更是
集中了大脑、垂体、小脑脑干、三叉神经等反
射区。因此经常按摩刺激足趾，尤其足拇指，
可以促进儿童的智力发育，有助于消除大脑
疲劳，延缓老年人脑功能退变。

陆萍副教授认为，预防老年痴呆症主要

还在于生活调摄。首先合理饮食，保证充足的
营养摄入以活化脑神经细胞，延缓脑细胞老
化，例如增加蛋白质、维生素的摄入，多吃鱼
类，尤其是海鱼。另外，要多读书看报，关心时
事新闻，回忆美好往事；还应广交朋友，多参
与下棋、歌舞、书画等活动，增强对大脑的锻
炼，活跃大脑思维。摒弃嗜烟酒、情绪抑郁、独
居等不良生活方式和习惯。

反射区疗法 原是“舶来品”
在古老的中医经典著作《黄帝内经》中就

已记载了经络和腧穴，其中包括了许多脚上
的穴位。由此可见我们的祖先早已认识了足
部许多敏感反应点（腧穴）与人体脏腑相关
联，刺激这些点便可治病。但现在社会上流行
的反射区疗法与中医传统的认识不尽相同。

很多人将足部反射按摩疗法和中医经络
穴位理论“混为一谈”，陆萍副教授纠正道：
“也许某些部位会有所重合，加上按摩师的不
当宣传，给公众造成了这样的误解。”

例如肾上腺、肾的反射区，与经络理论的
肾经第一个穴位“涌泉穴”相近，但两者的理论
基础并不相同。在足部，同样有很多肝经、胃经
的穴位，但是，反射区是反射区，穴位是穴位。

据了解，上世纪初美国人用现代医学的
方法整理了反射区疗法。当点按脚底一个局
部，如果有点状、颗粒、结节等感觉，同时伴有
疼痛，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相应脏器功能
的良好与否。足部反射区按摩疗法于上世纪
!"年代末在我国内地逐渐被人们所接受，到
了 #"年代，各式足疗如雨后春笋般兴起。由
于推广速度极快、波及范围广泛、商业运作成
功，同时结合了中医推拿手法、融入了中医养
生理论，遂形成了内地现有的中国足疗文化
和特色。 本报记者 金恒

仅凭触摸无法判断老年痴呆前兆
“痴呆线”+小脑反射区疼痛=老年痴呆症?中医专家：此说法经不起推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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