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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提高术后胃肠功能的恢复一直以来都是医学界所关注的重点，而各种研究表明中西医结合能有效地促进

患者术后胃肠功能的恢复，中医治疗中的针刺、艾灸、中药等方式对促进患者术后胃肠动力的恢复有独

特优势。在西医治疗的基础上结合中医治疗，对患者术后胃肠动力恢复有显著的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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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mproving the recovery of postoperative gastrointestinal function has always been the focus of med-
ical attention, and various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the combinati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
cine can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recovery of postoperative gastrointestinal function. Acupun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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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xibustio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other methods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reatment have unique advantages in promoting the recovery of postoperative gastrointestinal mo-
tility. On the basis of western medicine treatment combined with Chinese medicine treatment, the 
postoperative gastrointestinal motility recovery has a significant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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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外科手术一直以来都是很多种疾病的首选治疗手段。不过手术造成的创伤以及术后产生的并发症还

有患者的应激反应等都对患者术后的恢复造成了很大影响。而中医在促进患者康复方面有着其独有的优

势。驱邪扶正，防邪复入，补血益气等中医治疗原则都是从人体本身出发，以人的机体为根本进行施治，

且中国传统医学强调“因人制宜”“辨证论治”，在辨证下采取的中药、针灸、穴位贴敷等治疗手段可

有效地缓解患者术后的焦虑紧张情绪，以及能够有效地促进胃肠动力的恢复，病人良好精神状态的恢复

有赖于伤口的加速愈合。陈志强[1]教授带领的团队在研究中形成了创新的围手术期中医药应用学术思想，

如认为围手术期中西医结合研究的核心理念是快速康复，提出了加速康复外科技术与围手术期的中医药

干预思路、围手术期术后胃肠功能障碍的辨证论治策略[2]等；在中医外治疗法方面，团队前期开展的吴

茱萸热熨配合电针[3]对于术后胃肠功能恢复显示出良好的疗效与安全性，在择期手术的中医药促进围手

术期胃肠动力研究领域开展了一系列的理论、临床与基础研究。 

2. 针灸治疗 

胃肠动力功能的异常也是多种疾病的基本病理因素，针对针灸对胃肠道多层次、多系统、多靶点的

调节作用，围绕胃肠动力功能，开展针灸调节胃肠动力防治疾病的研究，腧穴特异性的研究，针灸双向

调节的效应与机制研究；针对针灸对肠道微生物群、ENS 兴奋性的影响因素的调控，开展研究探索针灸

调节胃肠动力功能的潜在机制，这些可能是今后研究针灸调节胃肠动力功能异常相关疾病作用机制的一

个重要方向[4]。 

2.1. 针灸治疗的运用 

邓晶晶[5]研究指出针刺对于术后患者的胃肠动力恢复有显著疗效，对于进行腹部手术的患者，因手

术直接损伤胃肠，耗气耗血，且手术可能会造成血行不畅，瘀血留滞。经过腹部的经脉有足厥阴肝经、

足太阴脾经、足阳明胃经任脉等。腹部经脉的受损是由于腹部手术切口造成的，经脉受损然后导致瘀阻

脉络，经气不畅，我们选穴的时候一则要避开腹部，选取远端腧穴，二则要以疏通经络气血瘀滞为主，

三则要兼顾益气扶正，防邪复入。传统针刺中的针刺手法有提插捻转法、点刺法、复式针刺法(赤凤迎源、

子午捣臼、透穴针刺法)，现代针刺法因现代科学技术融入针灸理论后，产生了耳针、头针、足针等微针

疗法，出现了电针、微波针、穴位注射、穴位埋线等特种疗法。不同的针刺方法对术后促进胃肠动力的

恢复效果也不相同，不同针刺方法的侧重作用也不一样。选取针刺方法时要根据患者的个人情况来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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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可以多种针刺方式并用，以增强疗效。术后患者会因为手术带来的创伤以及术后几天生活上的不

便而出现情绪上的问题，比如说焦虑，紧张，对家人的抱怨，怀疑等不良情绪。现在人们也越来越关注

个人情绪对自身机体所带来的影响，比如对胃肠功能的影响，人们在焦虑压抑紧张的消极情绪的影响下，

往往胃口不好，以及二便不通不畅。中医学认为心藏神，又称心主神明或主神志，指心有统帅全身脏腑、

经络、形体、官窍的生理活动和主司意识、思维、情志等精神活动的作用。心主血脉与心主藏神功能是

密切相关的，血脉充盈则可以濡养心神，而不致心神涣散，情绪波动，心神清明则可以很好地引导血脉

的运行以濡养四肢形体官窍以及心神本身，两者之间相辅相成。心血是指在心脏和脉搏中流动的血液，

具有滋补濡养心脏及其身体器官、恢复人体精神的生理功能。心悸、面色菱黄无华、舌色不荣、脉细无

力，以及精神委顿、失眠健忘等病理表现。心气由心血化生，具有促进和调节心脏跳动、血管收缩和精

神活动的生理功能[6]。 

2.2. 针灸治疗的选穴 

据统计，利用针刺法来对腹部术后胃肠功能紊乱进行治疗过程中应用最多的穴位为足三里、上巨虚、

天枢、三阴交、中脘、内关等，在所选择的经脉之中主要为胃经、脾经、任脉，应用最多的特定穴主要为

下合穴、合穴、八会穴[7]。内关为手厥阴络穴，通于阴维脉，手厥阴经脉下膈、络三焦，阴维主一身之

里，有宣通上中二焦的作用[8]。内关穴对于不寐，紧张，郁病也有很好的疗效。缓解不良情绪对胃肠动

力的恢复有一定的作用。相关文献研究表示通过针刺双侧足三针(“足三里”“三阴交”“太冲”)，发现

针刺组小肠推进率、胃排空时间和排空率较模型组改善。太冲穴为足厥阴肝经的原穴，可以平肝潜阳，

对不良情绪也可以起到稳定的作用。我们所说的肝气犯胃属于中医的一种辨证、论治说法，肝气犯胃的

情况是指由于各种致病因素，导致肝气或者肝火旺盛，会影响脾胃的调节功能而引发的一种临床表现。

从中医角度分析，肝属木、脾属土，五行相生相克中，木具有克土的作用，当肝气旺盛时，会影响脾的运

化功能，患者会出现脾气暴躁、口干、口苦、食欲下降等一些临床表现[9]。这时候疏泄肝气就尤为重要，

能对脾胃的功能造成直接的影响。肝具有调畅情志的生理功能，肝气疏泄，能调畅气机，气机畅通，便

能使人感到舒适，既不是很兴奋也不是很沮丧，便能够使人的情绪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情志活动

分属于五脏，依赖于气机的调畅。所以情志方面的问题与五脏中的肝也有着密切的联系。此外，肝具有

促进脾胃运化和胆汁的分泌排泄的作用，肝气疏泄，畅达气机，促进和协调脾胃之气的升降从而可以促

进脾胃的运化[10]。且胆汁为肝之余气所化生，其分泌和排泄受肝气疏泄的影响。肝气疏泄，气机调畅，

胆汁才能正常地分泌，贮藏于胆腑的胆汁，在肝气的疏泄作用下，排泄而进入肠中，促进饮食水谷的消

化和吸收。也促进了胃肠动力的恢复，加速了患者的康复。 

3. 艾灸治疗 

《本草纲目》记载：“艾叶生则微苦太辛，熟则微辛太苦，生温熟热，纯阳也。可以取太阳真火，可

以回垂绝元阳。服之则走三阴，而逐一切寒湿，转肃杀之气为融合。灸之则透诸经，而治百种病邪，起沉

珂之人为康泰，其功亦大矣。” 

艾灸治疗的运用 

《医学入门》载：“药之不及，针之不到，必须灸之。”对术后患者进行艾灸是一种促进术后胃肠

动力功能恢复的便捷有效的手段。目前临床上用以促进术后胃肠功能恢复的灸法有隔姜灸、悬灸、温针

灸三种。生姜具有温中散寒止痛的作用，而艾灸也具有温中通络的功效。隔姜灸即是应用艾绒放在生姜

上，从而达到增强温中补阳的功效。比如说患者出现胃部隐隐作痛，喜温喜按，大便溏泄等多种不适症

状时，这可能是脾胃虚寒所导致的，就可应用隔姜灸进行治疗。有文献研究表明隔姜灸对术后肠粘连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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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有明显的疗效，部分患者可直接治愈。温针灸是针刺与艾灸相结合的一种方法，有文献研究表明用温

针灸治疗术后胃瘫综合征患者，与对照组相比，治疗组总有效率 84.8% 显著高于对照组的 62.5% [11]。
有文献研究表明以子午流注理论为指导实施耳穴贴压联合隔药灸干预，能促进急性阑尾炎腹腔镜术后患

者胃肠功能恢复，降低炎性反应和疼痛程度[12]。 

4. 中药汤剂治疗 

在所查阅的中医治疗术后胃肠功能紊乱的文章中可知，术后胃肠功能紊乱可分为肝胃不和、肝脾不

和、气滞血瘀、气血亏虚。手术是一种强硬的驱邪外出的手段，且手术期间患者需要遵守禁食、平卧等

要求，这些要求势必会损伤人体的正气，禁食可导致气血生化乏源，使人体气血亏虚，不能濡养机体，

久卧伤气，会导致人体气血更为虚弱，因此，术后选取中医治疗时要注重扶正补虚，从根本上促进术后

胃肠动力的恢复，因此在用药时可选取补血益气的药物，进行术后的调理，如补中益气汤，四君子汤等

方药，注重健脾和胃，补血益气。术后气机运行不畅，气虚无力推动胃肠蠕动，气滞胃肠，则应扶正理

气，选取厚朴三物汤，香砂枳术汤，以此来促进术后胃肠功能的恢复。腑气不通的患者可用攻下法和润

下法，承气汤是中医的攻下名方，对于腑气不通的气血相对没那么虚的患者，可选用此方，承气汤具有

通里攻下，行气导滞，清热解毒的功效。对于较为体虚的患者，选用更为和缓的润下法，即麻子仁汤。有

文献研究表明承气汤和麻子仁汤对肛门排气时间有显著改善。 

5. 穴位贴敷治疗 

葛竑璐[13]研究指出胃癌患者在术后实施中西医结合治疗对于促进患者免疫功能和胃肠功能的改

善具有较高的安全性，术后治疗采用针灸和穴位贴敷的方法，有效地发挥了治疗效果，且中医治疗副

作用小，能有效促进患者术后胃肠功能蠕动能力，提高疗效，对患者体位要求不高，操作较简单便捷。

有文献报道腹部手术后给予吴茱萸敷脐，能够促进患者胃肠功能恢复，其作用机制可能与其调节胃肠激

素分泌有关[14]。吴茱萸性辛，温，有小毒，主痢，止泻，厚肠胃，肥健人。治痞满塞胸，噎嗝不通，

润肝燥脾。神阙穴属于任脉，具有固本培元，回阳救脱，调理胃肠功能的作用。两者相和，对促进妇科

腹腔镜下术后患者的胃肠功能的恢复有显著作用。施治部位即为手术部位周围，符合局部取穴的标准，

该取穴部位对疗效也有一定的作用，多重因素的作用下，使该治疗方法对术后胃肠功能紊乱的患者疗效

显著。 

6. 理气中药方的运用 

翁陈凌[15]提出中西医联合治疗在促进多次胆道术后患者胃肠动力恢复中的应用价值十分显著，且

不良反应较少，从中医学理论角度来看，胆道术后患者因为手术时是被金刃损伤，这将会导致人体原有

的气机运行受到影响，如气机运行不畅，气机阻滞，且患者因为自身要手术，本身精神就会焦虑，紧张，

这又会致使患者肝气郁结，气机不畅，引起脾胃气机紊乱，脾的运化功能受损，胃的和降功能出现障碍，

此外，术后失血，损耗津液过多，脾胃运化能力减弱，气血不足导致患者容易出现腹痛、腹胀、排气排便

困难等症状。因此，在临床中，应以通腑行滞、益气活血为主。该文采用复方扶正理气汤进行治疗。配方

中，川朴、木香、枳壳、青陈皮主要发挥理气止痛的作用，川朴有下气宽中，消积导滞的作用，枳壳则可

以调一身之气，青陈皮具有很强的破气效果。当归、太子参主要起活血益气、养血的作用。多种药物合

用，主要起益气活血、化瘀、理气导滞、清洁胃肠道的作用。有文献报道在腹腔镜胆总管取石术后患者

早期干预中，中药香槟方可缩短术后自主排气排便时间，有利于改善胆总管结石患者胃肠功能障碍症状。

在促进肝胆结石术后患者快速康复有积极的作用，该研究通过口服香槟方改善胆总管结石术后患者的胃

肠功能，与对照组相比较，临床取得不错的疗效[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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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总结 

中医强调从人体的整体出发，五脏六腑之间均有着密切的联系，出现某一病症时要寻找联系，找寻

问题的根本所在，再行施治，如本文所述的促进术后患者胃肠功能的恢复，就需要从胃，肠考虑到脾、

肝、心、胆等脏腑，以及他们之间的联系。对于促进术后患者胃肠功能的恢复，在原有西医治疗的基础

上，进行中医治疗，即针刺、艾灸、中药内服等治疗方式，所选取的针刺方法、穴位、灸法、中药也应该

辨证论治，因人而异。并不能一概而论，要关注个体的差异性，如个体的体质、习惯、生活环境情况等，

尽可能详细地考虑到这些情况，并在施治前纳入辨证范围，这样治疗才能取得最大的效果。中西医结合

治疗从局部也从整体，既治标也治本。这样对患者才能起到最好的康复效果，无论是术后患者胃肠功能

恢复方面，还是患者整体的身心情况方面，都比原有的仅西医治疗方式有更明显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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