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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要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简称“新冠肺炎”，达到出院标准的患者逐渐增多，恢复期患者的康复

治疗应受到重视。通过查阅古今中外文献发现，刮痧疗法治疗瘟疫历史悠久，疗效确切。近年来的临床

研究也表明刮痧治疗感染后咳嗽、失眠、乏力等疾病疗效显著。现代研究表明，刮痧能通过调节肌体免

疫及抗氧化来达到防治疾病的目的。笔者对刮痧干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恢复期的理论基础进行了分析并

对下一时期的工作提出了建议，以期能进一步推广刮痧疗法，作为中医抗疫的有效补充手段。 

 

    关键词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刮痧；瘟疫；咳嗽；免疫机制；抗氧化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简称“新冠肺炎”，患者发病时常表现为发热、咳嗽、疲劳，部分

病患伴有鼻塞、流涕、咽痛及腹泻等症状。
[1-3] 

由于传染力强，各类人群普遍易感，目前随着我国疫情

得到控制，大部分患者进入了恢复期，改善其恢复期症状，提升患者生活质量是现阶段抗疫工作主要内

容之一。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联合出台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恢复期中医康

复指导建议》，刮痧疗法的内容位列其中，笔者就刮痧疗法在防治新冠肺炎恢复期的依据予以探讨。 

1  古代医家积累了刮痧疗法防治疫病的经验 

中医治疗瘟疫历史悠久，最早记载可追溯至《黄帝内经素问》，东汉张仲景所著《伤寒杂病论》、

晋代葛洪的《肘后备急方》、隋朝巢元方的《诸病源候论》及明清时期吴又可的《温疫论》、吴鞠通的

《温病条辨》等著作都记载了疫病的治疗方法。其中很多著作均有刮痧疗法治疗瘟疫的记录。干霍乱，

属于疫病的一种，在古籍中亦常被称为“绞肠痧”，与现代医学中的沙门氏菌属感染、传染性疾病霍乱

等疾病相类似，元代危亦林《世医得效方》中详细记载了痧疗治疗该病的。至明清时期，著名医家龚廷

贤所著《寿世保元》中详细记载了痧疗在霍乱疫流行中起到的作用。这一时期，江淮吴越之地疫病流行

猖獗一时，清·郭右陶于在总结前人经验与个人实践的基础上，以“痧”字命名，统称“痧证”，将致

病毒素称为“痧毒”。因这类病症还具有“作肿作胀”的特点，故称之为“痧胀”，他在治疗过程中总

结出以刮痧、放痧、药物 3法为主治疗方法，提出了“凡气分有痧,宜用刮;血分有痧,宜用放”的治疗

原则，撰写了《痧胀玉衡》。民国时期张锡纯所著《医学衷中参西录》中则有刮痧治真霍乱，先刮脊椎

及其两旁，再刮胸胁，再刮四肢曲处（尺泽、委中）及腿内外胻，至头额项肩的记录。此外，吴尚先《理

瀹骈文》、陈修园《陈修园医书七十二种》以及陆乐山的《养生镜》中也均对刮痧治疗疫病有所记载，

王肯堂《肯堂医论》中对刮痧疗法的效果也给予了肯定，认为“每见刮刺，开通经络, 而效尤捷也”。 

2  临床研究提供了刮痧疗法治疗感染后咳嗽等病症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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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期的患者主要症状为咳嗽、乏力、胸闷、气短、心慌、胸痛、自汗、盗汗、失眠、腹胀、情绪

异常等，改善这些症状是恢复期刮痧治疗的重点。恢复期患者的咳嗽为感染后咳嗽，现代临床研究中，

刮痧在治疗感染后咳嗽中取得了显著疗效。有研究者
[4]
在刮痧治疗感冒后咳嗽的随机对照研究中，选择

督脉大椎至命门、足太阳膀胱经大杼至肾俞、足少阳胆经风池至肩峰端 、手太阴肺经循行线及中府、

云门、膻中穴为施术部位进行治疗。结果显示，刮痧组总有效率为 94.4%，明显优于假刮痧组 66.7%，

疗效显著（P<0.05）。胡倩
[5]
在刮痧治疗感染后咳嗽的研究中，将纳入的 80例患者随机等分为 2组，治

疗组使用刮痧宣肺止嗽汤联合治疗，施术部位及手法：于膀胱经（从大杼至脾俞穴）、肺经（尺泽至太

渊穴）、任脉（天突至剑突）和督脉（百会至大椎穴）采取平补平泻法，天突、肺俞、风门、百会、太

渊穴采用补法，大椎、列缺、风池施以泻法；对照组单纯服用宣肺止嗽汤。结果发现刮痧联合中药组总

有效率为 95.0%，优于中药组的 87.5%（P<0.05），证明刮痧与中药的联合治疗能够提高疾病治愈率。

朱燕、候玉姣等
[6-7]

在治疗肠易激综合征的临床观察中将 60例患者平均分为治疗组与对照组，对照组单

纯使用中药治疗，治疗组在此基础上结合刮痧，结果表明，治疗组在缓解腹胀严重程度、提高患者生活

质量、缓解病人焦虑抑郁情绪等评价指标中均显著优于对照组（P<0.05）。俞建珍
[8]
在临床研究中选择

全头部刮痧结合辨证取穴对失眠患者进行治疗。每周治疗 1次, 5次为 1个疗程，并在治疗前 (T0) 、

第2～5次治疗后 (T1～T4) 进行PSQI评分。结果显示，患者在T1～T4时PSQI评分低于 T0时 (P<0.05) ，

睡眠质量明显改善，证明刮痧可有效改善失眠患者的睡眠质量。梁虹
[9]
将 60例慢性疲劳综合征患者随机

分为 2组, 对照组采用口服药物治疗, 治疗组在此基础上刮拭督脉、夹脊穴及双侧膀胱经, 在治疗前后

使用 FS-14评分及 FAI评分对治疗效果进行评价。治疗 1个疗程（30d）后，治疗组有效率为 90.0%，优

于对照组 76.7%，表明刮痧治疗慢性疲劳综合症效果显著（P<0.05）。 

3  基础研究证明刮痧疗法具有免疫调节和抗氧化的作用 

3.1  刮痧疗法免疫调节的作用  部分新型冠状病毒患者在恢复期存在不同程度的肌体免疫功能异

常、炎症反应，如间质性肺炎。多项研究表明刮痧通过调整体内细胞因子水平，进而增强肌体免疫功能

[10-14]
，达到抗炎的目的。 

刮痧后可见大鼠局部组织血管扩张、真皮层皮肤水肿、胶原纤维排列紊乱、红细胞外渗、中性粒细

胞和淋巴细胞浸润，皮肤局部免疫活性细胞（DCs、T淋巴细胞、F4/80巨噬细胞）比例增加，免疫抑制

细胞因子（IL-10）、促炎细胞因子（IL-12p70、IL-23、IL-1β、IFN-γ）下调，同时能影响血液中的

TNF-α、IL-1、IL-6水平。
[14,15] 

杨进岗
[16]

在实验中以“感冒”模型大鼠为实验对象，研究刮痧疗法对

IL-2及 TNF-α含量的影响，结果发现刮痧一定程度上可增加甲型 H1N1流感病毒大鼠血清 IL-2含量, 降

低 TNF-α含量。有研究
[17-19]

证实刮痧能降低腰椎间盘突出症模型大鼠背根神经节（DRG）的病理损伤程

度，抑制炎性因子磷脂酶（PLA2）、前列腺素 E2（PGE2）和血清疼痛物质 P物质（SP)、神经肽 Y（NPY）

的表达，发挥抗炎效果。不仅如此，简力
[20]

发现在皮内注射接种抗原后，通过刮痧能够明显增加血清中

特异性抗体 IgG含量，表明刮痧疗法有强化肌体对皮内抗原反应的作用。有研究
[21]

表明刮痧结合放血能

提高中暑大鼠的存活率，其机理可能与改善系统性炎症、高凝状态、多器官组织缺血和损伤有关。陈华

等
[22]

人的研究结果显示，刮痧能够降低自体髓核移植模型大鼠血清 IgG的含量，说明刮痧可以对自体髓

核移植引起的自身免疫应答及自身免疫应答介导的炎症反应产生抑制效果，使肌体的免疫异常状态趋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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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吴鲜鲜
[23]

的研究也证明刮痧主要通过加强肌体免疫响应的能力, 增强和调节先天性免疫及适应性

免疫功能产生疗效。 

诱导痰上清液 SP物质作为气道神经源性炎性反应改变的标志物质之一，其浓度与增强咳嗽敏感性

呈正相关。
[24] 

有研究者
[5]
采用刮痧结合中药的方法与单纯口服中药对比, 发现刮痧联合中药治疗后 SP

质量浓度显著低于中药组,可见刮痧可以降低气道阻力,减轻气道炎性反应（P<0.05）。Yuen J
[25]

等人也

发现，刮痧与热敷相比，表现出更持久的抗炎作用。可见刮痧作为一种局部刺激，能提高皮肤的免疫功

能，进而能有效的提高肌体的免疫力，这也是刮痧在临床上发挥防病保健功能的主要机理。 

3.2  刮痧疗法抗氧化的作用  近年基础研究发现，刮痧可通过调节机体抗氧化能力起到抗疲劳，增

强体力的作用。血红素氧化酶（HO-1）是血红素分解代谢过程中的限速酶，具有产生抗氧化和抑制细胞

凋亡的作用。
[26] 

Kwong K K等
[27]

的研究结果显示刮痧能上调 HO-1基因的表达，提示刮痧可提高体内 HO-1

的含量，具有抗氧化作用。Chan S T
[28]

的研究中发现患者在接受刮痧治疗 48 h后，肝酶（ALT和 AST）

下降，血浆 HO-1升高，辅助性 T（Th1/Th2）平衡得到调节，说明刮痧能增强 HO-1，增强抗氧化能力产

生对肝脏保护的作用。刘荣花等
[29]

研究中对力竭大鼠在训练期间进行经络刮痧，结果发现，与对照组相

比，刮痧组大鼠运动能力明显提高，各项生化指标差异有显著性（P<0.05），刮痧具有提高肝脏抗氧化

酶活性的效果，能够清除运动训练大鼠肝组织产生的自由基，从而促进肝糖原的合成，缓解疲劳，提高

大鼠的运动能力。 

4  刮痧疗法防治新冠肺炎病恢复期的中医理论 

新冠肺炎在中医中归类为疫病。从目前的症状来看，各位中医专家普遍将本次疫病的主要性质“湿”，

但不同医家，对所兼邪气的性质有所区别。范逸品
[30]

认为该病主要病机为疫毒湿寒先后与伏燥、寒湿搏

结以至拥塞肺胸，气机痹阻，病机特点为毒、燥、湿、寒、虚、瘀。叶放
[31]

则认为瘟毒上受，基本病机

为湿困表里, 肺胃同病。孙良明
[32]

提出基本属仲景“寒湿疫”或兼见秽湿疫。熊继柏
[33]

则提出该病病因

是疫疠毒气，病机为温热浊毒的观点。对于湿邪的治疗温病学中总结出了“宣上、畅中、渗下”的治疗

原则
[34]

，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联合出台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恢复期中医康复

指导建议》
[35]

提出刮拭手太阴肺经、手阳明大肠经、足太阳膀胱经，通过手太阴肺经宣上，手阳明大肠

经畅中，足太阳膀胱经渗下，符合治疗以湿邪侵袭为主的疫病的治疗原则。另外新冠肺炎病变脏腑在肺，

“肺者，气之本，魄之处也；其华在毛，其充在皮”，新冠肺炎又经外感而得， “是故百病之始生也,

必先于皮毛”。选用刮痧刺激经脉的皮部，肺与皮毛相表里，可以达到宣肺驱邪的目的。手太阴肺经属

肺，本经腧穴主治肺系疾病，刮痧手太阴肺经可以达到宣肺止咳化痰平喘的作用，治疗咳嗽、咽痛、喘

息、心烦、胸闷；手阳明大肠经属大肠络肺，刮拭本经可以达到疏散风邪，畅中化湿等；足太阳膀胱经

主一身之表，五脏六腑之气均输注此，刮拭足太阳膀胱经可以疏通五脏六腑之气，达到激发阳气，化浊

利湿的作用。 

5  建议 

随着目前疫情的控制，大部分患者进入了恢复期，改善咳嗽、乏力、胸闷、气短、心慌、胸痛、自

汗、盗汗、失眠、腹胀等症状是关键，虽然国家已经出台的康复期的刮痧疗法的治疗方案，但在方案中

并未提及具体的操作方法，另外虽然古人给我们积累的刮痧防治疫病的经验，但面对新的疫情刮痧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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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临床证据稍显不足，故针对下一时期的工作提出如下建议：一是召集专家根据恢复期患者的症状和中

医证型进一步论证刮痧疗法具体操作方案，具体包括刮拭部位的选择、刮拭力度、刮拭速度、每一条经

脉的刮拭时间、注意事项等关键环节。二是由于刮拭疗法在临床并不是很普及，建议整理专家的刮拭疗

法的具体操作要点后，录制视频，通过视频培训临床一线的医生、护士、技师等。由于刮拭疗法是非创

伤性操作，也可以培训患者及患者家属进行操作。三是开展临床研究，目前刮拭疗法防治新冠肺炎只是

个别新闻报道，并未能提供可靠的临床证据，建议围绕受试对象、干预措施、实验效应三大要素，经过

科学的临床研究设计，开展随机对照的临床研究，提供恢复期刮痧疗法治疗效果的可靠的临床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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