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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探讨捏脊疗法对婴幼儿厌食的临床疗效。方法：本组全部患者均为我社区收治的 75 例婴幼儿厌食患者，随

机将其分两组，对照组采取西医治疗，治疗组采取捏脊疗法治疗，比较两组患者的效果。结果：治疗组总有效率显著优于对照组，

差异有显著性（P＜0.05），治疗后，治疗组患者的血红蛋白改善情况显著优于对照组，差异有显著性（P＜0.05）。结论：捏脊疗

法对婴幼儿厌食临床疗效确实有效，且操作简单、安全可靠，值得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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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clinical efficacy of chiropractic therapy on infantile anorexia. Methods: 75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routine western medicine treatment, the treatment group was given the 

chiropractic treatment, clinical effects in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 efficacy in the treatment group was better (P＜

0.05),after treatment, The hemoglobin was improved in the treatment group better than control group (P＜0.05).Conclusion: The 

chiropractic therapy for infantile anorexiawas effective, safe and reliable, and was worthy of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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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儿厌食属消化功能紊乱的一种疾病，主要指小儿较长时

间的食欲减退或消失、食量减少，甚至拒食的一种病症[1]。为

改善婴幼儿厌食症状，促进婴幼儿健康成长，本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在进行儿童保健过程中对此类婴幼儿采用了捏脊疗法，经

过观察，对改善症状效果较好，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对来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儿童保健专科进行儿童体检的

婴幼儿。本组全部患者均为我社区 2012 年 1 月—2015 年 1 月

发现有 75 例婴幼儿有食欲减退或消失、食量极少、拒食等厌

食的临床症状，且身高、体重达不到正常年龄的标准水平的患

者，其中男性 40 例，女性 35 例，年龄 6 个月到 3 岁不等，病

程 3 周。75 例婴幼儿均有体型消瘦、多汗、睡眠不佳、甚至精

神萎靡贫血面貌等症状，持续时间在 2 个月以上，家长曾多次

就诊求医。随机将全部患者分为对照组和治疗组，对照组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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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治疗组 38 例，两组患者性别、年龄、病程等比较，差异

无显著性（P＞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1.2.1 治疗组   

实施小儿捏脊治疗，具体措施：捏脊时室内温度保持在

24～26℃，捏脊者指甲要修整光滑，小儿取俯卧位或半俯卧位，

暴露整个腰背部，捏脊部位为脊背的正中线，两手沿脊柱两旁，

用拇指指腹与食指、中指指腹对合，挟持肌肤，拇指在后，食

指、中指在前，然后食指、中指向后捻动，拇指向前推动，从

骶尾部起至第七颈椎，即沿着督脉的循行路线，从长强穴直至

大椎穴。捏脊手法宜轻柔、敏捷，用力及速度要均等，循环 4～

7 遍/次，施行第 2 遍时每一脊椎推捏拿 3 次，提 1 次， 3～5 min/

次为宜，捏脊 1 次/d，10 次为 1 个疗程，共 3 个疗程，在早上

起床后或晚上临睡前进行，疗效较好。38 例婴幼儿均给予中医

药技术健康指导即采用捏脊疗法来改善婴幼儿食欲情况，并与

家长做好宣教工作，说明坚持执行捏脊疗法 3 个疗程的目的及

意义，指导正确喂养婴幼儿。 

1.2.2 对照组   

实施西医治疗，具体措施口服多酶片、复合维生素片，各 

1 片/次，3 次/d，10 d 为 1 个疗程，共 3 个疗程。 

1.3 观察方法    

分别于 1 个月、2 个月、3 个月、6 个月回中心测量身高、

体重等生长发育的评估，做好记录以观察临床疗效。另外记录

两组患者的血红蛋白，两组患儿分别在入组前及治疗后，经指

尖采血检查血常规，统计并比较血红蛋白值。 

1.4 疗效标准   

显效：食欲、食量恢复正常水平，身高、体重达到正常年

龄的标准水平；有效：食欲、食量显著恢复，身高、体重基本

达到正常年龄的标准水平；无效：食欲、食量无改善，身高、

体重达不到正常年龄的标准水平。 

1.5 统计学处理    

有关数据均录入 SPSS17.0 统计学软件，数据处理时计数

资料以百分数（%）表示，所有计量资料均用（ ）表示，

P＜0.05 时认为组间差异结果在统计学上有意义。 

2   结  果   

2.1 两组临床疗效比较   

治疗组患者显效 16 例，有效 18 例，无效 4 例，总有效率为

89.5%；对照组显效12例，有效16例，无效9例，总有效率为75.7%，

治疗组有效率显著优于对照组，差异有显著性（P＜0.05）。 

2.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血红蛋白改善情况比较    

治疗后，治疗组患者的血红蛋白显著优于对照组，差异有

显著性（P＜0.05）。详情见表 1。 

表 2  两组治疗前后血红蛋白改善情况比较  ( ） 
组别 n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组 38 112.8±9.3 122.5±12.4 

对照组 37 113.2±9.5 115.3±7.5 

3   讨  论 

小儿厌食症是指小儿食欲不振，厌恶进食或偏食，饮食无

规律，食量明显少于同龄正常儿童，甚至拒食的一种病症。目

前现代西医主要采用调整饮食、合理喂养、补充多种消化酶、

维生素、微量元素来对症处理[2]，但疗效不明显。 

捏脊疗法通过捏拿督脉以达到疏通督脉的阳气，使得阳气

统血而行，从而达到气血旺盛、调节脏腑功能的目的。同时，

捏脊还能刺激各脏腑的体表背俞穴，既能使脏腑气血阴阳和胃

肠功能得以调节，又能使积滞在胃肠内的积食通过大肠排出体

外，从而清除胃肠内的积滞[3]。总之，捏脊疗法可疏通经络、

运行气血、调节脏腑功能，达到振奋脾阳、健运脾气的作用。 

本组资料显示，治疗组总有效率显著优于对照组，差异有

显著性（P＜0.05），治疗后，治疗组患者的血红蛋白改善情况

显著优于对照组，差异有显著性（P＜0.05）。说明捏脊疗法是

一种安全绿色、疗效确切、简便易行、无副作用的治疗方法，

此方法既有治疗作用，又有保健功效，还可以降低医疗费用，

节省医疗资源，深受小儿家长认可，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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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文献： 

针刀与针刺配合艾灸治疗网球肘临床疗效对比观察 

目的：比较针刀与针刺配合艾灸对网球肘的治疗效果。方

法：将 86 例网球肘患者用随机数字表法分成两组，其中针刀

组 43 例，针刺配合艾灸组 43 例。对不同组别两个疗程后的疗

效情况进行综合比较。结果：两组疗效率无显著差异（P＞

0.05）；两组进行等级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

论：针刀比针刺配合艾灸治疗网球肘疗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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