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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剧、慢性病发病人数增加，人们对生存质量的要求不断提
高，社会对康复治疗的需求日渐增加，因此，康复医学事业得到了快速发展。进入 21 世
纪以来，我国康复医学事业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康复医学作为新兴的医学学科已成为国
内医疗卫生事业重点发展的新领域，但康复医学教育滞后造成了康复医学专业技术人才储
备不足，这已成为发展的瓶颈。

2011 年卫生部发布的 《医疗卫生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 ( 2011—2020 年) 》明确提出
要大力推进医学康复等各类临床人才的培养，提升专业技术水平。康复治疗技术专业高等
职业教育如雨后春笋般在全国各地设置和发展，已成为培养康复治疗师的中坚力量。2011
年，中国康复医学会康复医学教育委员会成立了康复职业教育学组。2012 年，卫生部颁布
了《“十二五”时期康复医疗工作指导意见》，此举提高了康复医疗机构建设和管理水平，
加强了康复专业人员队伍建设。

2012 年 11 月，教育部发布了我国第一部《高等职业学校康复治疗技术专业教学标准
( 试行) 》，标志着高职高专层次的康复治疗师学历教育进入了规范化阶段，向更高质量的
人才培养目标迈进。

康复人才培养急需规范的教材。在此背景下，我们组织全国专家，以全国 《高等职业
学校康复治疗技术专业教学标准 ( 试行) 》为依据，围绕新的人才培养目标，体现初级康
复治疗师的基本素质、知识要求、能力要求及职业态度要求，尤其体现康复治疗师特有的
人文精神和职业素养培养要求，编写了本套教材。

本套教材含职业基础模块 4 部、职业技能模块 8 部和职业拓展模块 4 部。教材内容选
择以“必需为准、够用为度、实用为限”为原则，既能满足初级康复治疗师职业岗位需
求，又能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组织的全国卫生技术人员资格考
试需求; 既考虑了我国当前各地的康复治疗技术发展实际水平，又考虑了本专业的国际化
发展趋势。编写体例上没有采用 “一刀切”即全部采用 “项目化”的形式，而是从实际
出发，尊重不同课程间的差异，采用符合该课程当前主流教学方法和教学模式的编写体
例。教材采用了主体课程教材、配套实训 ( 指导) 教材和网络增值服务等多种形式，力求
最大限度地满足广大师生教与学的需要。

本套教材由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和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联合出版，吸引了全国 32 家
高职高专、15 家本科院校教师和 27 家行业机构临床一线的康复医学专家和技术人员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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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编写。内容新颖，突出了康复治疗师专业技能和职业能力的培养要求。编写过程中，
各位编者都本着精益求精、求实创新的原则，力争达到国家 “十二五”规划教材的要求。
但由于编写时间有限，难免出现不当之处，欢迎广大读者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以便再版
时修订。

本套教材的编写得到宁波卫生职业技术学院的大力支持，谨表示衷心感谢!

康复治疗技术专业教材编审委员会
2014 年 1 月



近 10 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科技的进步，中国康复医学事业得到了飞速
发展。中国传统康复技术如针灸、推拿、拔罐、太极拳等，在现代康复治疗体系中发挥着
重要作用，其显著疗效，已为国际康复医学界所认可。目前，有近 120 所医学院校和职业
技术学院开设高职高专康复治疗技术专业，可以说康复医学教育得到快速扩张和发展。而
适合高职高专层面的康复治疗技术教材相对偏少，教师和学生选择余地比较窄。本教材紧
紧依据教育部委托的高职高专教学指导委员会制定的 《高等职业学校专业教学标准 ( 试
行) 》 ( 2012 年印发) ，组织全国高职高专康复教育专家和临床一线康复技术专家参与编写
本教材，掌握“必需为准，够用为度，实用为限”的原则精选教材内容，既满足初级康复
治疗师职业岗位需求，又满足全国卫生技术人员系列资格考试需求，并力求体例新颖、实
用易学、图文并茂、方便复习。每章先展示学习目标，以 “案例导入”引出所需要的知
识、能力、素质要求，切入正文，“知识链接”介绍相关或衍生的内容，最后附以思考题
以便学生复习巩固。

本教材与其他同类教材有很大区别，增加了中医基础理论，将推拿技术融入颈肩腰腿
痛推拿治疗中进行介绍，将针灸、拔罐技术融入脑血管病针灸技术中进行介绍，更符合认
知逻辑和学习规律，有利于实施教、学、做一体化教学改革。在教学使用过程中，也要注
意融会贯通，推拿也可用于脑血管等疾病康复治疗，同理，针灸、拔罐技术也可用于颈肩
腰腿痛康复治疗。由于近年来整脊技术应用越来越广泛，且康复疗效显著，所以本教材特
加入整脊技术内容，由龙层花教授嫡传弟子精心编写，图文并茂，也是本教材一大特色。

本教材强调科学性、先进性、思想性、启发性和实用性，力求体现高职高专注重学生
技能培养的要求与特点，力争达到概念准确、层次分明、结构合理、表述清楚。在编写过
程中，得到了教材评审委员会专家的指导，参阅吸收了国内很多专家学者的最新研究成
果，各位编者利用业余时间编写，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书中若有纰漏和不当之处，敬请广大同行及师生给予批评指正，以便今后进一步完
善。

编者
2014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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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传统康复技术内涵

能力目标
( 1) 能列出常用传统康复技术。
( 2) 能比较现代康复与传统康复在康复目标和技术上的区别。
知识目标
( 1) 掌握传统康复技术概念。
( 2) 熟悉“康复”在中国古代的含义。

患者王某，男，61岁。主诉: 脑血管意外后左侧偏瘫 50 d。左侧活动不利，大小便
有意识、能控制，现血压正常范围，病情稳定后从一家医院出院回家休养，未进行过康
复治疗。近来有人劝他去进行针灸推拿，又有朋友建议他去医院康复科去进行系统康复
训练，他对康复不是很清楚，所以拿不定主意，请你帮他分析一下，并给其建议。

一、传统康复技术概念

传统康复技术是中国传统康复医学中核心内容，在中国传统医学的理论指导下，对
病、伤、残者采取传统治疗方法，以改善、恢复他们受影响的身心功能的一类实用技术统
称，包括推拿、针灸、中药外治法，以及太极拳、气功、八段锦等传统康复技术。传统康
复目标与现代康复医学目标相一致，不是追求疾病的完全治愈，而是改善病、伤、残者的
功能和挖掘潜在能力，获得生理、心理和社会功能的最大程度恢复，提高生活自理能力和
生存质量，以使他们重返社会。中国传统康复医学常常被称为 “中医康复学”，因为 “中
医”一词在国际上通常被翻译为“中国传统医学”，所以 “传统康复技术”有时又被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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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康复技术”。
中国传统医学中并没有形成独立的传统康复医学体系与传统康复治疗体系，丰富的传

统康复医学与康复治疗技术的理论和方法，则散见于历代典籍与各科著述之中。但康复医
疗的思想、方法，可追溯至先秦时期。春秋时期已有早期康复机构的记载，如 《管子·人
国》记载: “凡国皆有掌养疾、聋、盲、喑哑……偏枯，不耐自生者上收而养之疾。”把
有功能障碍的残疾患者收容起来，集中调养，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 “康复机构”雏形。
秦汉时期《尔雅·释诂》曰: “康，安也”，《尔雅·释言》曰: “复，返也”。明朝龚廷贤
所著《万病回春·后序》所载 “……旬日康复如初”，这是最早出现 “康复”词条的著
作，“康复”含义为“复原”“恢复健康”，有“恢复到原来的良好状态”意思。形成于欧
美发达国家的现代康复医学，中国学者将“rehabilitation”翻译成“康复”，是指通过综合
应用各种措施，消除或减轻病伤残者的各种功能障碍，恢复生理、精神及社会功能，使之
达到最佳状态，提高病伤残者生活质量并重返社会的过程。所以，我国古代的“康复”与
现代的“康复”相比较，其内涵有较大的不同且比较局限。因此，康复并不局限于解决病
理问题，而是强调通过康复过程，提高病、伤、残者独立生活和回归社会的能力。

二、中国传统康复方法

中国传统康复医学是国际康复医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传统医学和传统康复技
术历史悠久，内容丰富，许多传统康复疗法对病、伤者功能恢复效果良好，且容易被中国
老百姓接受，康复治疗有着积极的意义和良好的效果。从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我国又发
展了独特的中西医结合康复治疗方法，逐步被国外康复学者认识，传统康复技术逐渐为国
际康复人士所认同和接受，为现代国际康复医学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中国传统康复方法一般指推拿疗法、针灸疗法、拔罐疗法、刮痧疗法、中药外治法，
以及太极拳、气功、八段锦等传统运动疗法等。临床上部分学者将中药方剂疗法认为是中
医疗法，不列入传统康复医学范畴。

第二节 传统康复技术发展简史

能力目标
( 1) 能说出《黄帝内经》和《伤寒杂病论》在传统康复上的贡献。
( 2) 能比较扁鹊与华佗在传统康复发展史上的作用。
知识目标
( 1) 熟悉传统康复技术的起源情况。
( 2) 熟悉传统康复在隋唐时期的发展简史。
( 3) 掌握传统康复在近现代时期发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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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康复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有着悠久历史，随着人们对疾病认识的深入和治
疗技术的不断进步而发展起来的。传统康复技术在各时期皆有所发展，请你举例说明
各个历史时期对传统康复技术发展所做出的贡献。

中国传统康复医学的理论和技术，是随着传统医学建立和发展而发展起来的，没有形成
独立体系，但散见在历代临床各科医籍和养生康复典籍之中。大致可分为以下五个阶段。

一、先秦、秦汉时期

在古代，人类的生存环境和生活条件比较艰苦，医学的形成起源于人类生产和生活实
践，来源于与疾病斗争的实践。“神农尝百草”的传说，说明了人类在采集植物作为食物
的实践过程中逐渐认识了药物，“神农”是托称，是成千上万人共同实践，才积累了丰富
的药学知识。人类发明了火，告别“茹毛饮血”的时代，逐渐衍生了热熨法和灸法等传统
康复方法。新石器时代，人类开始制作生产工具，同时也陆续发明砭石、石针、骨针等可
用于治疗与康复的原始针刺工具，从此针灸疗法诞生了。在各种祭祀、庆祝活动，除了音
乐、舞蹈表演外，导引、按跷等传统运动方法也应运而生。

甲骨文记载疾首、疾目、疾齿、疾腹等基本按部位命名的疾病 20 余种。《山海经》记
载瘕、瘿、疥、痹等 38 种病名，同时开始有除虫、洗澡、洗脸等卫生保健活动。这些表
明人们对疾病认识有了很大进步。《周礼·天官》记载有周朝的医事制度，医师主管医药
政令，下设食医、疡医、疾医和兽医，食养、药物、酒剂、针刺、火灸等治疗方法，其中
一些就是康复方法，疾病与治疗手段及其名称进一步丰富。

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争鸣，学术思想活跃，促进了医学实践的发展进步。如 《左
传》记载有折肱、伤疾、佝偻等疾病名称，同时记载秦国医家医和用 “阴阳、风雨、晦
明”解释病因。《庄子·刻意》记载: “吹呴呼吸，吐故纳新，熊经鸟申，为寿而已矣。
此导引之士，养形之人，彭祖寿考者之所好也。”说明当时人们就开始运用吐纳、导引等
气功或运动疗法进行养生保健。据史载，扁鹊是中国古代第一位有正式传记的医学家，善
于望诊和切脉，像“扁鹊望齐桓公面色而知病”“为虢太子治病起死回生”等事迹家喻户
晓，而且擅长使用针刺和艾灸治疗疾病。

秦汉时期，中国传统医学理论逐渐形成。汉代帛书 《五十二病方》就记载有内、外、
妇、儿等疾病，以及药、砭、灸等治法。 《黄帝内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中医经典著作，
奠定了中国传统医学的理论基础，也标志着中医理论体系的初步形成。《黄帝内经》不仅
提出了中国传统康复的理论依据与治疗原则，而且记载了许多慢性疾病的具体康复方法。
提出运用针灸、导引、按摩、热熨等方法治疗瘫痪、麻木、肌肉挛缩等病症，以使功能康
复。该书分《素问》和《灵枢》两部分，其中 《素问·五常政大论》载有 “无代化，无
违时，必养必和，待其来复”，反映了传统康复重视呵护人体正气，调养机体自我康复能
力的思想。成书于东汉时期的《神农本草经》是现存最早的中药学著作，总结了当时的用
药经验，共载药物 365 种，将药物分为上、中、下三品，补养药为上品，并对药性、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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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做了概述。
东汉时期的著名医学家张仲景著《伤寒杂病论》，奠定了中医学辨证论治体系，其本

人被后世尊称为“医圣”。《黄帝岐伯按摩十卷》《神农黄帝食禁》等传统康复治疗著作也
出现于这一时期。1972 年，长沙马王堆出土的汉帛书 《医经方》记载针灸治疗关节运动
功能障碍，帛书《导引图》中绘有多种导引体操图，并注明了各种医疗体操的名称及防治
功效。东汉末医学家华佗，不仅开创了用中药麻沸散麻醉开腹手术，而且创立了 “五禽
戏”，模仿虎、鹿、熊、猿、鸟动作来健身养生，被认为是中国传统体育康复疗法的奠基
人。这一切都说明，在当时，人们已应用传统康复方法来进行康复保健。

二、魏晋、隋唐时期

在这一时期，传统医学家在倡导药物康复的同时，发展了许多非药物的康复治疗方
法，如针灸、气功、导引、按跷、按摩、熨疗、饮食等，相关康复治疗著作相继出现。晋
代皇甫谧总结了晋之前有关针灸、按跷、导引的经验，著 《针灸甲乙经》，是现存最早的
针灸疗法专著，为针灸康复治疗做出了重要贡献。东晋著名医学家葛洪的 《肘后备急方》
是我国第一部临床急救手册，其中也记载了饮食康复与药物康复的许多内容，在 《抱朴
子·别旨》记载有“夫导引疗未患之疾，通不和之气，动之则百关气畅”，说明导引术具
有康复预防作用。南北朝时期的陶弘景著《养性延命录》载: “心脏病者体有冷热，吹呼
二气出之; ……已上……以鼻引气，口中呼气……无有不差”，又说 “又法摩手令雷摩身
体，从上至下，名曰干浴。令人胜风寒时气，热头痛，百病皆除”，对气功和按摩康复方
法都有所记载。

隋唐时期，政府出面专门为残疾人设立 “养疾坊”，是类似于现代社会福利与康复相
结合的实体机构。隋代巢元方所著的《诸病源候论》，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病因证候学专著，
全书中记载 200 余种导引运动疗法，治疗偏枯、麻木、风湿痹痛、眩晕、消渴等疾患。如
其中的《养生方·导引法》载 “一曰偃卧，以右足踵拘左足拇趾，以鼻内气，自极，七
息，除风痹。二曰偃卧，以左足踵拘右足拇趾，以鼻内气，自极，七息，除厥痹。三曰两
手更引足趺置膝上，除体痹”，提出以运动与功能锻炼促进疾病的康复，并列举气功与运
动相结合的康复方式。624 年，唐政府设立的 “太医署”，是比较完善的医学教育机构，
设立医博士、针博士、医师、按摩师等专门职位，他们综合运用药物、针灸、按摩、导引
等治疗方法应用于临床。

唐政府任命长孙无忌、李勣主持编修 《新修本草》，是我国第一部药典，共载药 844
种，图文并茂，影响深远。唐代著名医学家孙思邈所著 《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是
我国最早的医学百科全书，内容包括中国传统医学的理论、医方、诊法、治疗、食养及导
引等多方面著述。唐代著名医学家王焘所著《外台秘要》，记载了精神疗法、磁疗、光疗、
冷疗、热疗、熨法、美容法、药熏法、贴敷法、导引法、泥疗法、水疗法等康复治疗方
法，对唐代及以前的康复治疗方法进行了总结，被视为古代一部有丰富内容和方法的传统
康复技术著作。

三、宋、金、元时期

在这一时期，传统康复医学及其治疗技术发展很快，政府设立安济坊、养济院等福利



5

机构，收治老弱病残者，给予抚恤补助和康复治疗等。宋代 《太平圣惠方》 《圣济总录》
收录了大量的方剂，后者收载药粥方 133 首，用于某些疾病的食疗康复与病后调养。《太
平惠民和剂局方》是宋政府组织编写的第一部成药制剂手册。

北宋翰林医官王惟一主持设计制造针灸铜人，著 《铜人腧穴针灸图经》，铜人上描绘
手足三阴、三阳经脉，以及任督二脉的循行路线和腧穴，非常适合针刺穴位准确性考试，
是传统医学教育史上实物形象教学法的重要创新，对传统康复治疗技术实践教学有着重要
的意义。宋代陈直撰著、元代邹铉增续的《寿亲养老新书》，收载了四时摄养方药和食疗
方 160 余首，论述了老年人的生理、病理特点，提出了许多独特的养生康复方法，是有关
老年人养生和疾病康复的专著。宋代的 《云笈七签》，赵自化的养生著作 《四时养颐录》，
无名氏的《八段锦》及托名达摩的《易筋经》《洗髓经》等导引著作，大大丰富了传统康
复技术和方法，对传统康复技术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金元时期，医学上出现学术争鸣局面，金元四大家 ( 刘完素、张子和、李杲、朱丹
溪) 对传统康复方法的发展也做了一定贡献。寒凉派代表刘完素著 《素问玄机原病式》，
注重药物康复。攻邪派代表张子和著《儒门事亲》，将许多具体的康复方法应用于临床实
践中，尤其对调摄情志的康复方法有创新。补脾派代表李杲著 《脾胃论》，强调 “脾胃乃
后天之本”，阐述了脾胃功能对疾病康复有着很重要的影响，“人以胃土为本”的理论成
了后世医家慢性病康复医疗的原则。滋阴派代表朱丹溪著 《格致余论》，认为机体 “阳常
有余，阴常不足”，主张以滋阴潜阳为主，药食并重的康复方法。元代饮膳太医、蒙古族
营养学家忽思慧著《饮膳正要》，是我国古代最完备的饮食康复专著。元代医家危亦林所
著《世医得效方》，设有骨折脱位的整复及固定专论，对骨伤康复有着重要的贡献。

四、明清时期

这一时期，传统医学理论和实践进一步发展和深化，主要表现为传统医学开始分为内
科、外科、妇科和儿科，温病学派开始形成，小儿推拿得以形成和发展。《明会要》记载
了天下郡县设立养济院，以收养鳏寡孤独废疾者。明成祖朱棣还在北京兴建安乐堂，这是
政府设置的比较完整的养老康复机构。

明代，传统康复理论与治疗方法逐渐成熟，各种集大成类著作不断出现的。例如: 徐
春甫著《古今医统大全》，辑录 230 余部医籍，并将其他文献中有关医学内容也加入其中，
其中包括传统康复治疗理论和方法; 针灸学家杨继洲著 《针灸大成》，收集整理了明代之
前针灸与部分药物治疗经验; 著名医学家张景岳著的《景岳全书》《类经》，提出 “身心”
概念，强调疾病康复中必须重视身心功能恢复，尤其针对中老年人的生理特点，提出了一
系列养生康复保健措施; 明代医学家薜己所著的《正体类要》，记载正骨手法 19 种及外科
方剂等，技术与方法简明实用; 著名医药学家李时珍编写的划时代巨著 《本草纲目》，是
世界公认的内容丰富、影响深远的医药学重要著作。在明代，收录于 《针灸大成》的
《小儿按摩经》和一批按摩专著问世，标志着小儿按摩体系的建立。

清代，名医龚云林根据前人小儿按摩疗法的成就和自己的实践经验编著的 《小儿推拿
秘旨》，熊应雄所著的《小儿推拿广意》是当时影响最大的小儿推拿专著。冷谦所著 《修
龄要旨》是一部记录气功与养生保健专书。沈子复所著 《养病庸言》，则是清代出版的有
关传统康复技术的专著，提出康复概念及传统康复的一般原则，明确认识到养病不同于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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