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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谢氏正骨作为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及中医正骨学的重要分支，在诸多传统正骨治疗方法中独树一帜，

其源于中医正骨学而又特色鲜明。在其百余年的传承应用中，谢氏总结了大量诊断、治疗的方法和理论，

形成了一套独特的诊疗技术，临床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谢氏正骨在正骨手法、触诊方法及外治法方面有

极大的创新，这些进步为中医正骨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线索与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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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of Sichuan Province and a significant branch of traditional Chinese 
bone-setting (orthopedics), Xie’s Bone-Setting stands out among various traditional bone-set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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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s with its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It was founded in the classic Chinese bone-setting the-
ory that it was able to create a special kind of identity. Over its century-long practice and application, 
Xie’s Bone-Setting has summarized numerous diagnostic and therapeutic techniques, forming a dis-
tinct system of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that has yielded excellent clinical outcomes. Xie’s Bone-set-
ting method has made significant innovations in bone-setting techniques, palpation methods, and 
external treatment methods. These advancements have provided new clues and direc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bone-set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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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谢氏提出“审度”的理念，涵盖了“审局”和“度情”两个方面 

谢氏强调，正骨技术的核心在于了解骨骼结构，并通过望诊、触诊和问诊来判断患者的病情。所谓

“望形、望气、辨移位、断虚实”，指的是对患者局部及整体情况的全面评估，这是“审局”的关键步

骤。这种诊断方式反映出在谢氏正骨传承初期，缺乏现代影像设备的情况下，主要依赖临床经验来做出

判断的局限性。传承过程中，谢氏正骨非常重视诊断技能的培养，强调通过望、触、问等方式综合获取

患者信息。  
此外，谢氏认为正骨技术如同下棋，讲究战略和细致入微的平衡：“大局要兼顾整体，细节要精确

到毫厘，不急不躁，稳重而不妥协，通则畅通无阻。”这说明在施展正骨技术时，需要保持冷静和慎重，

综合考虑全局情况。正骨的操作还必须“度情”，即根据病情变化和患者的需求来慎重决策：“正骨须根

据实际情况进行权衡，充分了解后方能做出决策。”这一思想把正骨比作一场棋局，要求全面的战略规

划和细致的操作。  
值得一提的是，谢氏正骨传人对这一理念研究颇深，与宋代《棋经》十三篇中的“论局篇”、“审局

篇”、“度情篇”等着作颇有异曲同工之妙。谢氏正骨的创始人谢南庭在棋道、书法和传统武术等方面都

有造诣，他的正骨思想深受《棋经十三篇》的影响，面对临床骨折患者，也是通过讨论病情(论局)、审视

病情(审局)、揣度病情(度情)三步走的方式对临床骨折患者展开诊疗[1]。在临床应用中，正骨技术不仅需

要掌握诊断、操作、固定、康复等各方面的技能，还需要充分考虑患者的个体差异，结合社会和心理因

素，制定出最适合患者的治疗方案，这正是临床应用正骨技术所需要的。 

2. 谢氏提出系统化的触诊方法 

由于伤科疾病常伴随筋骨移位，强调“手到心明，外感其变，内生妙法，见微知著”。可以通过触觉

清晰地感知到骨的截断、断裂和斜断，筋的松弛、卷曲、挛缩、翻转和离合处，即使肌肉内部隐藏着这些

变化，依靠手的触觉也能准确地抓住它。这种触诊技术成为谢氏正骨的基础之一。谢氏总结为“摸量”，

总结出至今仍在使用的十一种触法“弃，取，轻，重，缓，急，久，旋，刺，扳，叩”。不同的手法用于

检测骨伤的不同类型。“弃”指按照顺序，不触碰痛点；“取”指选择轻触，先检查无痛部位；轻触痛感

表示表层问题；重按探查则针对深层损伤；缓慢按压的痛感提示虚寒症；快速按压则表明瘀滞；久按暗

示虚症；关节旋转不灵活提示卡压；针刺感受骨骼离断；扳转检测筋的脱槽；叩击可听到骨断续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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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诊在骨折、脱位及疼痛诊断中具有重要意义，贯穿整个诊治过程。从初步触诊怀疑骨折或脱位，

到影像学检查确认，再通过触诊确定骨折线或脱位的部位，最后通过触诊验证复位效果，并借助影像最

终确认复位的成功。每一个步骤都与触诊密切相关[2]。 

3. 谢氏在疾病诊断中十分重视望诊 

谢氏提出了“知气识色，望而知病”、“望形知骨”、“观人望色，需眼望，亦需心观”等理念。谢

氏认为，看颜色可辨五脏六腑之旺与衰；通过望气来判断气的生成、消散、聚集、深浅、浓淡等情况，从

而了解病情的变化，预知疾病的吉凶、转归等情况；通过望形对病灶部位进行辨识，对筋骨、肌理的损

伤进行判断，并对损伤的具体部位进行明确。中医伤科疾病常导致气血失调或脏腑受损，从而表现出相

应的“气色”变化。谢氏望诊方法以望色、望气、望形为主，通过对人体生命活动总体表现的观察，对病

情轻重、病灶位置、预后等进行判断。在临床上，谢氏传人不仅通过对患者神态、面色、体型、体态、舌

象、络脉、皮肤、五官等的观察，还特别强调通过排泄物的形态、分泌物的颜色、质地等进行整体观察，

从而对谢氏传人的疾病特点进行辨证。  
谢氏强调“观人望色，需眼望，亦需心观”，其中“心观”指的是通过仔细观察患者的体态、情志，

以及患者家属的神情姿态等，预估其职业、婚姻状况、性格特点、生活习惯及饮食偏好，从而全方位收

集影响疾病诊断和治疗的相关信息，为个体化治疗提供更多依据。 

4. 谢氏进一步完善和总结现代正骨技术 

《医宗金鉴·正骨心法要旨》成为谢氏正骨传人的入门必读书籍，并在临床实践中，对现代正骨技

术进行了系统整理与优化。 
牵引法：通过牵拉对抗的手法，遵循“欲合则合，欲离则离”的原则，将移位的骨骼分离出来，再进

行复位和合拢。 
扳转回旋法：通过扳转和回旋的动作，使错位的骨骼得以复位，使其像楔子一样重新紧密贴合。 
提按法：对于骨骼下陷的情况，通过提拉手法使其复位；对于突出的骨骼，则通过按压使其恢复平

整。手法上有操作上提下压，上有操作上挤左右两头。 
夹挤法：在双骨折断的情况下，采用夹挤手法，通过挤压骨端使其对齐。 
折顶法：此法通过反折顶动作使骨端复位，常用于较丰厚的肌肉部位，利用杠杆原理，以骨端为支

点，向反方向施力，以克服肌肉的张力，故又称反折法(reversion method)。 
回旋法：通过巧妙的旋转力量松解骨折部位的锁定状态，最终实现复位，通常应用于斜行、螺旋形

骨折以及软组织纠结锁住的骨折。 
这些技术涵盖了多种骨损伤类型，并结合了现代解剖学的原理，进一步丰富了谢氏正骨的临床实践

经验。 

5. 谢氏提出独特的“捏微”手法 

这种手法可解释为通过轻捏与微调相结合，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对于骨折移位，尤其是粉

碎性骨折的复位操作，手法要求极其轻柔，犹如“捏泥塑”，借助复位者指腹的精细触觉，寻找骨折的楔

形结构并轻柔进行复位。该技术主要适用于骨折初期 1~2 周，通常结合影像检查进行多次微调的桡骨远

端粉碎性骨折，髌骨骨折，踝关节及足部粉碎性骨折。 
其次，对于局部力学环境较为复杂的骨折，采用分阶段固定的方式逐步调整复位角度。例如，在肱

骨外科颈外展型骨折的复位过程中，不再使用传统的蘑菇头压垫，而是通过内收体位固定上臂，配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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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学复查，逐步调整内收角度。如此操作不但在临床治疗过程中所需医疗用具更简便，而且在逐步调整

角度的过程中能够更加精准地确保复位效果的准确性与稳定性，相比一次复位更加安全与精准。 

6. 谢氏提出正骨同时需要理筋的学术思想 

对于关节急性损伤的处理，我们特别强调早期整复嵌压筋膜，尤其是在足踝部位损伤的早期处理上

给予高度重视。踝关节是下肢的重要承重结构，跟骨被深筋膜包裹。踝关节出现急性损伤时，常出现随

关节周围深筋膜的撕裂，且嵌入关节间隙，在足弓的张力的作用下，很难自行解除嵌压。嵌顿在足踝间

隙内的筋膜组织因受压而逐渐坏死，释放出炎性介质，从而改变关节的力学结构[3] [4]。时间久了，可能

会引发创伤性关节炎，主要表现为关节软骨退化、变性及继发性软骨增生和骨化。早期采用手法整复，

解除筋膜嵌压，是预防进一步创伤性关节疾病的重要手段。 
对于没有明显骨折或脱位的足踝部损伤，也通过理筋来缓解嵌压问题。对于陈旧性足踝部损伤，我

们采用持续性足踝背伸位牵引的方式，以减少足背部关节间隙的压力，增加筋膜的张力，使嵌顿的损伤

筋膜缓慢回缩，从而缓解关节的炎症反应，达到一定的治疗效果。 

7. 谢氏强调外治与辨证相结合，并提出灸疗接骨的理念 

谢氏认为，骨伤引发的疼痛主要涉及虚实、寒热和血瘀的不同证型，疼痛通常源于气血滞阻，而滞

阻的原因可能是通畅受阻或营养不足。虚证的病机表现为“不荣则痛”，也就是气血亏虚引起的疼痛；

实证的病机是“不通则痛”，也就是气血阻滞造成的病机疼痛。针对虚证引起的疼痛，采用温补的方法

以温暖筋脉，尤其是疲劳过度时宜用温法；对于实证引起的疼痛，则需分辨寒热。寒证宜热疗，宜通筋

脉，缓中有痛，温中有痛；实热证则需用寒凉之药，以抑血热、散热气、止疼痛为宜，宜用热证治疗。 
谢氏同时指出，临床辨证常常复杂多变，虚实与寒热可能交替存在，因此治疗时需要综合考虑[5]。

骨折常伴有气血瘀滞，经脉不通，灸疗有活血行气之功效，温经通络之功效[6]。在骨折整复后，血液循

环逐步恢复，通过灸疗能够进一步促进活血化瘀、温经通络。在临床上，谢氏常采用盒灸疗法，并发明

了一种新型的温灸器[7]，尤其是在骨折中后期的治疗上，特别是在骨质疏松性骨折的处理上，以及骨折

迟迟不愈等方面，开辟了一条新的治疗方法。 

8. 小结 

谢氏正骨流派继承了中国传统中医正骨的核心理念，凝聚了眉山谢氏正骨百年传承的精髓，并在此

基础上不断推陈出新。在伤科诊疗、正骨技术的完善、适宜技术的开发以及中医现代化的转型方面，均

作出了显著贡献。作为我国中医正骨“活化石”，谢氏正骨被誉为我国传统中医正骨界的一颗璀璨明珠，

具有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同时广泛吸取各方面优点，形成了独特的技术体系，疗效卓著。 
谢氏正骨流派充分体现了中医正骨中的人文关怀，其治疗理念和方法展现了鲜明的以人为本的特征。

历经百年的临证，积淀了丰富的人文价值，已成为不可分割的中医文化。凭借独特的学术思想、精湛的

正骨技术以及丰富的临床经验，谢氏正骨极大缓解了患者的痛苦，降低了医疗成本，同时为社会节省了

医疗资源，展现了其宝贵的临床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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