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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儿保健推拿在门诊排痰中的应用与效果评估 

陈丽娇，张春媛，李媛媛，杨晓媛 

北戴河康复疗养中心  河北秦皇岛 

【摘要】目的 探究小儿保健推拿在门诊排痰中的应用与效果。方法 选取在我院门诊就诊的支气管炎患儿 100
例，随机均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对照组进行机械辅助排痰，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实施小儿保健推拿。统计

两组的症状改善情况、炎症因子水平、不良反应发生率。结果 观察组的各项指标均优于对照组（P<0.05）。结论 
对于小儿支气管炎患者，实施小儿保健推拿效果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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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and effect evaluation of pediatric health massage in outpatient expect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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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and effect of pediatric health massage in outpatient expectoration. 
Methods A total of 100 children with bronchitis who visited our outpatient clinic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a control 
group and an observation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mechanical assisted expectoration,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received pediatric health massage on the basis of the control group. The symptom improvement, inflammatory factor levels, 
and adverse reaction incidence of the two groups were statistically analyzed. Results All indicators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bett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For children with bronchitis, the implementation 
of pediatric health massage has a good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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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气管肺炎，作为一种儿童常见的呼吸系统疾病，

其发病机理，通常与肺炎支原体、病毒及细菌的复合感

染紧密相关，尤其多发于 14 岁以下年龄段的儿童群体

中，在病情演进至严重阶段时，可能对儿童的生长发育

及整体健康状况，构成显著威胁[1]。当前，针对支气管

肺炎的临床治疗手段，主要侧重于药物治疗，然而，治

疗周期往往较为漫长，且患儿在治疗过程中，易因痰液

排出机制受阻，而引发痰液蓄积，进而可能造成呼吸困

难等严重并发症，显著增加治疗难度与风险。有研究表

明，尽管采用机械辅助排痰手段辅助常规治疗能够在

一定程度上，缓解支气管肺炎患儿的临床症状，但这一

方法，尚无法完全确保患儿的生命安全，存在一定的局

限性[2]。 
机械辅助排痰，虽然能够帮助患儿清除呼吸道中

的痰液，减轻呼吸困难等症状，但在实际应用中，仍面

临一些挑战，例如，机械排痰设备的操作复杂性，可能

导致医护人员的操作不当，从而影响治疗效果，此外，

长时间使用机械辅助排痰手段，可能会引起患儿的不

适，甚至导致呼吸道黏膜损伤，进一步增加感染的风

险。在此背景下，探索更为高效且安全的辅助治疗策略

显得尤为重要，近年来，推拿疗法作为一种非侵入性的

物理治疗方法，被逐渐应用于支气管肺炎的辅助治疗

中，通过特定的手法作用于患儿身体的特定部位，能够

有效促进痰液的顺利排出，改善患儿的整体生理机能，

刺激患儿的呼吸肌群，增强其呼吸功能，促进肺部的通

气和换气，从而缓解呼吸困难。同时，推拿还可以通过

改善血液循环，促进体内代谢产物的排出，减轻体内的

炎症反应，进一步缓解患儿的临床症状，其非侵入性和

安全性是其显著优势之一。与机械辅助排痰相比，推拿

疗法无需使用复杂的设备，操作简便，易于掌握，且不

会对患儿造成额外的创伤，还能在一定程度上增强患

儿的免疫力，提高其对疾病的抵抗力，从而在整体上改

善患儿的健康状况。推拿疗法作为一种非侵入性的物

理治疗方法，在支气管肺炎的辅助治疗中展现出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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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应用前景，尽管目前的研究还处于初步阶段，但已有

证据表明，推拿疗法能够有效缓解支气管肺炎患儿的

临床症状，改善其生理机能，并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体内

的炎症反应，因此，进一步深入研究推拿疗法在支气管

肺炎治疗中的应用，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和广阔的发

展前景[3]。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24 年 5 月~2024 年 12 月在我院门诊就诊

的支气管炎患儿 100 例，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观察

组男女比例 27:23，平均（6.51±2.66）岁。对照组男女

比例为 28:22，平均（7.21±2.54）岁（P>0.05）。 
1.2 方法 
1.2.1 对照组 
机械辅助排痰：采用郑州阳坤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研发的 YK802 排痰机设备，通过其振动功能，辅助患

儿促进痰液的排出，每次治疗时间被精确控制在 20 分

钟以内，且每日实施两次，以确保治疗效果的最大化。 
1.2.2 观察组 
对照组基础上，展开推拿治疗：选取肺俞、乳根穴、

乳旁穴、膻中穴以及天枢穴等多个关键穴位，进行施

治，每个穴位均经过 50 次的推拿操作，通过穴位刺激，

进一步促进患儿的痰液排出，及生理机能的恢复。针对

部分存在长期咳嗽症状及体质相对虚弱的患儿，额外

增加推拿三关及补肾经，各 50 次，以期达到更为全面

的治疗效果。若患儿伴有风热表征，进一步实施开天门

及揉太阳的治疗手法，同样各进行 50 次，以有效缓解

其风热症状。推拿治疗在每日固定时间进行一次，与机

械辅助排痰治疗相辅相成，共同构成观察组患儿的综

合治疗方案。患儿的治疗周期设定为 7 天。 
1.3 观察指标 
统计两组的症状改善情况、炎症因子水平、不良反

应发生率。 
1.4 统计学方法 
结果由 SPSS26.0 统计学软件统计完成，若

P<0.05，则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临床症状改善时间 
2.2 不良反应发生率 
2.3 炎症因子评分 

表 1  临床症状好转时间[（ x ±s）/d] 

组别 例数 症状体征好转时间 体温恢复正常时间 痰液颜色改变时间 白细胞计数下降时间 

对照组 50 6.58±1.05 4.78±1.37 6.92±1.23 6.39±1.95 

观察组 50 5.96±1.24 2.48±1.56 4.23±1.39 4.64±2.06 

t - 7.385 5.369 4.628 9.824 

P - <0.05 <0.05 <0.05 <0.05 

表 2  不良反应发生率[n(%)] 

组别 例数 腹泻 恶心 总发生率 

观察组 50 1（2.00） 0（0.00） 1（2.00） 

对照组 50 2（4.00） 3（6.00） 5（10.00） 

χ2 - - - 10.322 

P - - - <0.05 

表 3  血清炎性因子水平（ x ±s） 

组别 时间 例数 观察组 对照组 t P 

IL-6（ug/L） 
干预前 50 137.66±60.12 137.52±60.43 0.354 >0.05 

干预后 50 94.14±39.95 118.51±48.80 12.685 <0.05 

hs-CRP（mg/l） 
干预前 50 28.61±5.13 27.63±5.84 0.378 >0.05 

干预后 50 7.12±3.23 12.89±2.19 14.358 <0.05 

IL-10（ug/L） 
干预前 50 40.46±10.43 40.14±11.15 0.374 >0.05 

干预后 50 26.01±7.14 35.23±7.85 15.387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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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支气管肺炎，一个常被称作小叶性肺炎的呼吸系

统疾病，在儿科领域，尤为常见，特别是针对婴幼儿这

一易感人群，该病具有全年发病的特点，但尤其在秋冬

季节呈现出更高的发病率[4]。在支气管肺炎的疾病进程

中，患儿面临着多种并发症的风险，其中重症支气管肺

炎尤为棘手，鉴于婴幼儿群体的免疫力和抵抗力相对

薄弱，一旦治疗策略不当，病情极有可能迅速恶化，进

而演变为重症肺炎[5]。这一转变，不仅极大地增加临床

治疗的复杂性，同时，也给患儿的家属，带来沉重的心

理负担，他们不仅要面对患儿病情恶化的现实，还要承

受巨大的心理压力[6]。支气管肺炎的患儿在临床上，可

能会表现出哭闹不止、情绪烦躁等症状，不仅严重损害

患儿的精神状态，同时也对家属的情绪状态产生负面

影响，因此，及时有效地缓解患儿的病情，改善其精神

状态，不仅对于患儿的康复进程至关重要，也能够减轻

家长的心理负担，使他们能够以更加积极的心态，配合

医疗团队的工作，减少因焦虑和紧张而产生的负面情

绪，从而确保治疗过程的顺利进行，进一步提升整体的

治疗效果[7]。 
依据中医学的传统理论，儿童罹患的支气管肺炎，

在传统中医范畴内，可被归入“咳嗽”与“风温”的疾病分

类之中，其发病的内在根源，在于儿童体质相对较弱，

具体表现为卫外之气不足、肺脏娇嫩且尚未发育完全，

以及形体与气息，均处于未充实状态。而外因方面，则

主要与风邪侵袭密切相关[8]。这些内外因素的交织，可

能导致肺气宣发不畅、气机壅塞、清肃失职以及血脉运

行受阻，进而引发一系列诸如发热、鼻翼扇动、痰鸣有

声、呼吸急促等症状表现。中医学认为，支气管肺炎患

儿的风热邪气，往往通过肌肤腠理或口鼻途径，侵入肺

脏，致使肺气郁滞而生热，津液因热而凝聚成痰，若病

邪继续深入，则可能出现热毒内陷营血、正气亏虚而邪

气嚣张的病理变化[9]。患儿在临床上，所呈现的症状多

样，包括但不限于高热不退、咳嗽频作、胸部疼痛、气

息急促、哺乳时呛咳吐奶、呕吐频发以及呼吸困难等，

必须采取及时且有效的治疗措施，以遏制病情发展，促

进患儿早日康复。在中医学的广阔领域中，推拿疗法作

为一种核心且历史悠久的治疗手段，其理论基础深植

于经络与穴位学说，被广泛应用于多种疾病的康复治

疗中，特别是在针对儿童患者的治疗实践中，展现出极

高的接受度与依从性[10]。小儿肺炎作为一种治疗过程

繁复、康复周期较长的疾病，加之儿童体质的特殊性，

为临床治疗带来额外的挑战，然而，若在康复的不同阶

段巧妙地融入推拿疗法，进行精准干预，不仅能有效提

升患儿的肌力和肌张力，还能显著缩短整体的康复周

期，展现出推拿疗法的独特优势[11]。在推拿疗法的诸多

技法中，揉捏牵转法，以其悠久的历史和显著的疗效，

成为传统推拿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经过无数次的实

践检验与技术优化，这一技法的安全性得到极大的提

升，它综合运用推揉、拿捏、牵拉及旋转等多种手法，

不仅促进患儿肺部周边肌肉，与肌群的健康发育，还有

效缓解肌肉的紧张状态，改善肌肉萎缩情况，并加速受

损组织的修复进程，尤为重要的是，通过推拿与牵拉旋

转相结合的被动运动方式，不仅缓解肺部肌肉的痉挛

现象，还显著增强肺部的活动能力，为疾病的治愈开辟

新的路径。本研究的数据分析成果进一步证实推拿疗

法的显著效果。相较于对照组，观察组各项指标均优于

对照组（P＜0.05），这表明，尽管传统的抗炎、抗菌

治疗联合机械振动排痰方法，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

支气管肺炎患儿的康复，改善痰液排出，减轻缺氧及呼

吸困难等症状，但其可能引发的不良反应，也不容忽

视，这些不良反应，往往会影响康复的质量，导致临床

效果不尽人意。值得注意的是，若患儿的病程被延长，

不仅会增加药物不良反应的风险，还会进一步加重家

庭的经济负担，并可能引发家长严重的负面情绪，这些

不利因素都将对临床治疗的顺利进行构成威胁。相比

之下，小儿推拿作为一种能够平衡阴阳、调和脏腑功

能、促进气血运行、疏通经络的中医保健方法，其独特

的疗效备受瞩目，例如，通过推揉膻中穴与肺俞穴，可

以达到化痰止咳、宽胸理气的效果；推揉乳旁穴与乳根

穴则有助于化痰止咳、宣肺理气；而推三关则能够疏风

解表、宣肺止咳，展现出推拿疗法在调节患儿体内经

气、激发经络反应方面的独特作用，还能通过扩张局部

毛细血管、促进气血循环等机制，有效减轻患儿的炎症

反应，改善肺部功能，从而进一步提升康复效果，为小

儿肺炎的治疗提供新的思路与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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