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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书《压痛点推拿技巧》是笔者参照《宣蛰人压痛点强刺激推拿手法》及古今多家名医治

痛手法精华反复实践捶精编写的。全书分六篇： 第一篇 围压痛点推拿疗法须知；第二篇 围压

痛点有关试验及活动功能检查；第三篇 人体各部压痛点和传导痛检查方法；第四篇 慢性疼痛的

压痛点推拿法；第五篇 整合推拿手法治疗慢性疼痛， 第六篇 骨骼肌起止处及功能。

本书以介绍应用《宣蛰人压痛点强刺激推拿手法》为主，又介绍了笔者近几年来创意地把

古今多家名医治痛手法精华与压痛点推拿手法结合为一体形成的《压痛点推拿整合法》及人体

骨骼肌起止处及功能。本书图文并茂，原汁原味的展示了《宣蛰人压痛点银质针疗法》及《压

痛点推拿整合法》在当代临床上的应用和进展。具真实性、科学性、实用性、诗歌注解性、可

普及性强的特点。为一本不可多得的可靠工具书。在编审此书过程中，宣蛰人软组织外科学会

顾问·上海复旦大学附属上海静安区中心医院骨科包祖良主任不辞辛劳，力倡保持“软外”学

术风格，力求宣氏压痛点推拿临床操作规范化，付出了宝贵精力。淮北高级摄影师李详胜精心

拍照，笔者夫人杨若梅女士，淮北多彩数码图文快印中心黄海英女士在编排中付出了大量劳动，

笔者内心由衷的感激。本书经 2011 年 4 月在上海盛鸣美术设计有限公司首次出版印刷 1000 册

后，在上海、北京、深圳、郑州、山东等软外讲习班及王国才软外讲习班实用，深受全国有关

软外专家、学者和软外爱好者的欢迎，不少慢性疼痛病人在康复中也都喜欢上了这本书。目前



此书已发完 6 个月之久，北京等多地纷纷来电话需求此书，为此笔者把此书内容精华提升整理

后，由上海盛鸣美术设计有限公司再次出版印刷 1000 册。诚愿此书能继续使学员们真正学到软

外治痛的真本事，在今后临床治痛工作中不走弯路，为人类解除疼痛作出更大贡献。 坚信此法

随着不断的普及和推广，一定能在治疗急、慢性疼痛，推动软外发展再上新台阶中发挥积极作

用。

王国才

2015年 5月 1日于安徽省淮北市

序
上海市静安区中心医院骨科自上世纪七十年代起，在宣蛰人主任的倡导下，设置了推拿门诊，

治疗颈腰痛。这是全国最早的、也是唯一的隶属于西医骨科的推拿门诊。此后，以宣蛰人软组织

外科学理论为指导的压痛点强刺激推拿疗法，在中西医结合治疗软组织损害性疼痛及其相关征象

方面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先后在 1990年《亚洲医药杂志》和 1997年《中医正骨杂志》以及多次

国内国际推拿学术会议上交流、讨论、推广，从而在推拿史上确立了应有的地位和作用。

宣蛰人软组织压痛点强刺激推拿法（以下简称”宣氏推拿法”），是宣蛰人先生创立的软组织

外科学治疗慢性软组织痛的三大方法之一（另外两种是密集型银质针针灸疗法和软组织松解手

术）。宣氏推拿法是中西医结合的推拿法。宣蛰人先生在 2008年上海中医药大学第三期软组织压

痛点推拿法讲习班上说过：“我们的压痛点强刺激推拿、银质针针刺，就是中医的东西，是祖国

医学里面的宝库，没有人发掘过，我是个西医，我第一个这样做了。”中医推拿法历史悠久，是

中医外治法的主要组成部分。传统中医推拿也很注重阿是穴，但是宣氏压痛点推拿法的指导理论

是软组织外科学的“无菌性炎症致痛”理论，其推拿的部位归属于软外的现代医学的解剖学定位，

而与传统中医推拿以经络理论和近代的“筋出槽骨错缝”理论指导下的推拿疗法是有区别的。

后宣蛰人时代开创以来，进一步加强了循证医学与宣氏推拿法的临床研究，如立足于手法治

疗的原则，务必明确原发病变部位，把病因矫治贯穿于整个推拿治疗的全过程中。对宣氏推拿法

的指形、肢体发力时的要求、指压方向、力度、均衡度（轻重轻）、幅度、频率、手法轨迹、手

法时值、患者个体差异及对手法的相容度等，对提高疗效至关重要。此外，强调对压痛点推拿“预

示性疗效测定”的重要性，把它提高到与软组织损害性疼痛相关征象或疑难杂症的软外诊断学层

面上。要求软外推拿医师必须掌握多学科知识。

近年来，国内外在肌筋膜学理论指导下，业界不少人热衷于把激痛点作为推拿治疗或理疗的

靶点。然而我们坚持软外学术观点，对软组织痛肌痉挛阶段要抓原发因素，只需在肌附着处推拿；

而在肌挛缩初期阶段，应先考虑原发因素再考虑继发因素，以肌附着点为主结合肌腹激痛点推拿，

才是有的放矢的治疗。



宣氏推拿法，化繁为简，小道大成。上海中医药大学把宣氏推拿法列为针推专业的选修选教

材。软外技术处在当今互联网时代，得以加速传转播和发展，并发挥其独特的优势。

德高望重的王国才主任在 2011年主编出版了《压痛点推拿技巧》一书，盛传于热爱软外的

同仁手中。现又在百忙之中吸取了古今中外推拿学的精华，修订了《压痛点推拿技巧》一书第二

次印刷，为软外不断的耕耘、奉献，值得同道学习。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静安分院

包 祖 良

2015年 5月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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