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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市循经推拿手法通乳技术认知现状及培训需求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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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无锡市中医医院护理部，江苏 无锡 214071；2. 无锡市中医医院乳腺科，江苏 无锡 214071)

[摘　要]	 目的：调查不同级别公立医院妇产科相关护士关于循经推拿手法通乳技术的认知现状及培训需

求，为适宜中医护理技术的推广必要性提供数据。方法：采用分层配额便利抽样方法，运用自制

无锡市循经推拿手法通乳技术认知现状及培训需求调查表调查无锡市10家不同级别公立医院妇

产科相关护士对循经推拿手法通乳技术的认知现状及培训需求，以问卷星的方式发放电子问卷。  

结果：仅1.4%的人员接受过循经推拿手法通乳治疗的学习培训，44%的人员对该治疗不了解；有  

3家公立医院开展循经推拿手法通乳治疗，但治疗流程及收费欠规范；有96%的人员认为需要制订

循经推拿手法通乳治疗的标准化护理流程来指导临床工作，同时应制订规范的循经推拿手法通乳

治疗的收费项目；80%的人员认为目前市场上循经推拿手法通乳治疗机构及人员资质参差不齐，

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及规范的治疗程序，对其疗效及治疗规范性没有有效的评价指标。结论：全

市公立医院妇产科相关护士对循经推拿手法通乳治疗认知缺乏，培训需求量大，因此有必要开展

和推广此项目，通过规范、科学的培训提升无锡地区护士的循经推拿手法通乳水平，打造专业的

中医手法通乳护理队伍。

[关键词]	 循经推拿手法通乳技术；认知现状；培训需求；调查研究

Survey on the cognition status and training demand of 
technique of dredging breast milk by Massage Along 

Channel in Wuxi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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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Department of Nursing, Wuxi Hospit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Wuxi Jiangsu 214071;  

2. Department of Breast, Wuxi Hospit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Wuxi Jiangsu 214071,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ognition status and training demand of technique of dredging breast milk 

by Massage Along Channel of relevant nurses of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in public hospitals of different 

levels, so as to provide data for the promo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nursing technology. 

Methods: By using stratified quota convenience sampling method and self-made Questionnaire of Cogn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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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国 护 理 事 业 发 展 规 划 纲 要 ( 2 0 1 5 —  
2020年)》中明确指出，要提高中医护理水平，积

极开展辨证施护和有中医特色的专科护理，发挥

中医在预防老年病、慢性病和养生、康复中的中

医特色作用 [ 1 ]。无锡市中医医院 ( 以下简称我院 )
作为无锡地区唯一的综合性三级甲等中医医院及

无锡市中医药学会中医护理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单位，护理部不仅需要落实好本院的中医护理工

作，更有责任去了解其他医疗机构的中医护理技

术应用情况并对其进行指导 [2-3]，制订专业的中医

护理技术规范，将中医护理辐射至更多医疗机构，

以推动无锡地区中医护理事业的可持续发展[4]。乳

腺炎因缺乏规范化的诊断标准和治疗流程，常反复

发作，甚至进展为乳腺脓肿，给患者身心带来极大

的痛苦，同时对患者坚持母乳喂养具有潜在的负面

影响[5]。我院自2017年开设了从疾病的辨证施治至

护理为一体的乳腺病治疗中心，已有超1 500例早

期哺乳期乳腺炎患者接受循经推拿手法通乳治疗，

经过该手法按摩通乳治疗有效率达95.45%。2019年

12月我院将循经推拿手法通乳技术成功申报为无锡

市卫生计生委员会科技成果和适宜技术推广项目，

为了更好地推广该项技术，2020年5月采用问卷星

发放电子问卷，调查无锡市1 0家不同级别公立医

院妇产科相关护士对循经推拿手法通乳技术的认

知现状及培训需求，为该技术的推广提供帮助。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选取215名无锡市10家不同级别公立医院妇产

科相关护士。纳入标准：1)具有护士执业资格，在

职注册护士；2)在妇产科工作2年以上；3)知情同

意、自愿参加。排除标准：1)未取得护士执业资格

者；2)在妇产科工作未满2年者；3)进修和调查期

间休假者。

1.2  方法

1.2.1  调查工具

自制循经推拿手法通乳技术认知现状与培训

需求表，问卷包括护士基本资料、循经推拿手法

通 乳 技 术 的 认 知 、 推 广 需 求 及 培 训 形 式 4 部 分 内

容，共13个条目，按照Liker t 5分量表对问卷各项

内容进行评分，共1 3个问题。所有语句分为积极

态度和消极态度语句两类。积极态度语句：十分

同意5分、同意4分、未定3分，不同意2分，十分

不同意1分；消极态度语句：十分同意1分，同意2
分、未定4分，不同意4分，十分不同意5分。

正 式 调 查 前 随 机 选 择 2 0 名 无 锡 市 滨 湖 区 中

医医院的护士进行预调查，根据结果对相应选项

条目进行修改，测得调查表的 C r o n b a c h ’ s  α 值为

0.840，表明该表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

Status and Training Demand of Technique of Dredging Breast Milk by Massage Along Channel in Wuxi City, the 

cognition status and training demand of the technique of relevant nurses of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in 10 public 

hospitals in Wuxi City were investigated. Results: Only 1.4% of the staff had received the training of dredging 

breast milk by Massage Along Channel, 44% of the staff did not understand the treatment; 96% of the staff thought 

that it was necessary to develop the standardized nursing process of dredging breast milk by Massage Along 

Channel to guide the clinical work, and at the same time, it was necessary to formulate the standardized charging 

items of dredging breast milk by Massage Along Channel; 80% of the staff thought that the qualifications of the 

institutions and staff of dredging breast milk by Massage Along Channel in the current market were different, and 

there was no effective supervision mechanism and standardized treatment procedures, and no effective evaluation 

index for its curative effect and treatment standardization. Conclusion: There is a lack of cognition and a large 

demand for training of treatment of dredging breast milk by Massage Along Channel of the relevant nurses of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of public hospitals in Wuxi.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carry out and promote this 

project. Through standardized and scientific training, we can improve the nursing level of technique of dredging 

breast milk by Massage Along Channel in Wuxi and build a professional nursing team of it.

Keywords technique of dredging breast milk by Massage Along Channel; cognition status; training demand; 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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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调查方法
调查前征得无锡市中医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

同意，向调查对象解释本次研究的目的、意义、方

法等，预约调查时间。问卷实施无记名独立填写原

则，问卷设置为单选或多选题，时间控制在20 min
内，通过问卷网平台发布调查问卷。本次调查共回

收问卷215份，有效问卷215份，有效率为100%。

1.2.3  循经推拿手法通乳
取患者少泽、井肩、膻中、期门、太冲、乳

根、天溪、膺窗等穴位，患侧乳房先予微波治疗仪

理疗，或湿热敷，再用拇指在乳房肿块周围沿乳络

向乳头顺势推动，由轻至重，反复多次，避开硬结

部位，干预人员用手指指腹点、按、抓揉、梳以上

穴位，用力均匀，以患者出现酸、麻、胀、痛为

宜，每个穴位按摩1~2 min，1~2次/d。

1.3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 22.0统计软件分析数据。计量资料

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采用 t检验；计数资料

以例(%)表示，采用χ 2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2  结果

2.1  妇产科相关护士人员构成
2 1 5 名 调 查 对 象 中 4 0 岁 以 下 人 员 居 多 ， 占

88.84%(191/215)，年龄结构以中青年为主；护师

以上职称占 8 2 . 3 3 % ( 1 7 7 / 2 1 5 ) 。职称结构中以护

师、主管护师职称为主(表1)。

2.2  循经推拿手法通乳治疗相关知识的认知情况

在 喂 养 方 式 上 ， 9 6 . 7 4 % ( 2 0 8 / 2 1 5 ) 的 护

士 认 为 母 乳 喂 养 好 ； 在 母 乳 喂 养 的 优 点 上 ，

9 8 . 1 4 % ( 2 1 1 / 2 1 5 ) 的护士认为母乳喂养的实施可

促进母婴健康； 8 9 . 7 7 % ( 1 9 3 / 2 1 5 ) 的护士认为循

经推拿手法通乳的效果好，但在认知程度上仅有

3.26%(7/215)的护士对循经推拿手法通乳治疗非常

了解，在培训现状上有85.58%(184/215)的人员未

接受过循经推拿手法通乳治疗的培训(表2)。

2.3  循经推拿手法通乳治疗推广需求情况

经调研，10家不同级别的医疗机构只有3家开

展了循经推拿手法通乳治疗，开展此治疗的护理

表1 妇产科相关护士人员年龄分布

Table 1 Age distribution of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related nurses

参数 人数(%)

年龄/岁

≤22 7 (3.26)

23~30 83 (38.60)

30~40 101 (46.98)

>40 24 (11.16)

职称

初级师 1 (0.47)

护士 37 (17.20)

护师 87 (40.47)

主管护师 80 (37.21)

副主任护师 10 (4.65)

表2 妇产科相关护士对循经推拿手法通乳治疗相关知识

的认知情况

Table 2 Cognition of related nurses in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department on knowledge related to massage 

along meridians

项目 人数(%)

母乳喂养好还是人工喂养好

母乳喂养好 208 (96.74)

人工喂养好 1 (0.47)

都一样 6 (2.79)

母乳喂养对母亲的好处(可多选)

促进子宫修复 211 (98.14)

促进产后恢复 211 (98.14)

促进母婴感情联系 214 (99.53)

避孕 145 (67.44)

降低乳腺及卵巢癌的发生危险 214 (99.53)

是否了解循经推拿手法通乳治疗

非常了解 7 (3.26)

基本了解 113 (52.56)

不了解 95 (44.18)

循经推拿手法通乳治疗的效果

好 193 (89.77)

一般 22 (10.23)

无效 0 (0.00)

是否学习过循经推拿手法通乳治疗

是 31 (14.42)

否 184 (8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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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占比为3.72%(8/215)；有81.40%(175/215)的

妇产科相关护士认为目前市场上通乳治疗机构及

人员资质参差不齐，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及规范

的治疗程序，对其疗效及治疗规范性没有有效的

评价指标；96.28%(207/215)的妇产科相关护士认

为需要规范与设立全市统一的收费项目、需要制

定循经推拿手法通乳治疗的标准化护理流程来指

导临床工作(表3)。

2.4  循经推拿手法通乳治疗培训需求情况

在培训知识需求上，有97.67%(210/215)的人

员需要循经推拿手法知识的培训，另有88.37%及

85.88%的人员需要中医基础知识及穴位、中医推

拿知识的培训；在实习方式上，有86.98%的人员

倾向于驻点实习；在培训时长上，大多数更倾向

于≥1 d的学习时长(表4)。

3  讨论

循 经 推 拿 是 我 国 传 统 医 学 中 以 气 血 、 脏 腑

学说为理论依据的外治法之一，以经络学为指导

思想，通过辨证论治，结合特定的手法技巧，于

人体外在之经络进行推拿、穴位点按，起到行气

活血化瘀，最终调和脏腑、扶正祛邪、标本兼治

的作用 [ 6 - 7 ]。中医学 [ 8 - 9 ]认为：“不通则痛”，乳

汁排出通畅是治疗哺乳期急性乳腺炎的关键。抓

揉排乳手法以“通”为目的，直接作用于患处，

按摩既能减轻乳腺管的压力，又在一定程度上缓

解了周围血管和淋巴管的压力，符合“通郁闭之

表3 妇产科相关护士对循经推拿手法通乳治疗推广需求

情况

Table 3 Demand of relevant nurses in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department for the promotion of massage along meridians

项目 人数(%)

学习循经推拿手法通乳治疗途径(可多选)

母婴店介绍 75 (34.88)

朋友讲解 132 (61.40)

买书自学 38 (17.67)

上网学习 102 (47.44)

是否开展循经推拿手法通乳治疗

是 8 (3.72)

否 207 (96.28)

循经推拿手法通乳治疗收费

偏贵 174 (80.93)

合理 41 (19.07)

循经推拿手法通乳治疗是否规范

是 40 (18.60)

否 175 (81.40)

是否需要制订标准化护理流程

是 207 (96.28)

否 8 (3.72)

是否需要规范与设立收费项目

是 207 (96.28)

否 8 (3.72)

何种途径得知本次推广活动(可多选)

身边的亲友/同事告知 107 (49.77)

看到活动推送的广告 25 (11.63)

单位推荐 139 (64.65)

其他 1 (0.47)

表4 妇产科相关护士对循经推拿手法通乳治疗培训的需

求情况

Table 4 Training needs of relevant nurses in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department for massage therapy along 

meridian

项目 人数(%)

希望获得什么样的知识(可多选)

中医基础知识 163 (75.81)

中医推拿知识 184 (85.58)

穴位、选穴知识 190 (88.37)

循经推拿手法 210 (97.67)

其他 2 (0.93)

接受的集中学习时间/d

0.5 43 (20.00)

1.0 78 (36.28)

1.5 11 (5.12)

≥2.0 83 (38.60)

选择的实习方式

驻点实习 187 (86.98)

走访实习 28 (1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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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消瘀结之肿”的中医治疗理念，达到理气散

结、宣通乳络、调和气血的目的 [10]，可有效地促

进乳房肿块消散，且乳汁顺利排出后，乳房胀痛

症状也明显减轻，临床疗效显著 [ 1 1 - 1 2 ]。《丹溪心

法 ·卷五 ·痈疽》提出“乳房阳明所经，乳头厥阴所

属”。在抓揉排乳的基础上再辅以循阳明胃经及

厥阴肝经手法推拿，以疏经通络，散瘀消肿[13]。

哺 乳 期 急 性 乳 腺 炎 是 哺 乳 期 初 产 妇 女 常 见

的急性化脓性感染性病。临床上以乳房肿胀、疼

痛、发热、压痛性肿块和腋窝淋巴结肿大等为主

要症状。乳腺炎发病急，化脓快，对母婴健康有

严重影响[14-15]。急性乳腺炎初产妇患病占50%，哺

乳期的任何时间均可发生，但以产后3~4周最为常

见，有效的乳房推拿手法通乳可以排出乳腺淤积

的乳汁，刺激泌乳反射，保持乳管通畅，减轻乳

房肿胀[16-17]。由经过循经推拿手法通乳专科治疗的

护士进行通乳治疗，可阻断哺乳期乳腺炎向其下

一阶段发展，减少乳腺脓肿形成及传囊发生，用

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好的治疗效果，最大限度保留

母乳喂养功能。此法无刺激性，能避免药物对哺

乳的影响，患者易接受[18]。

在 实 际 工 作 中 ， 绝 大 部 分 护 士 认 为 母 乳 喂

养的实施可促进母婴健康，提升家庭幸福感，促

进 子 宫 修 复 、 促 进 产 后 恢 复 和 降 低 乳 腺 及 卵 巢

癌 的 发 生 危 险 ， 而 乳 腺 炎 是 影 响 母 乳 喂 养 的 主

要因素之一。本研究显示：有 9 7 . 6 7 % ( 2 1 0 / 2 1 5 )
的 护 理 人 员 希 望 获 得 循 经 推 拿 手 法 的 培 训 ，

89.77%(193/215)的护理人员认可循经推拿手法通

乳在早期哺乳期乳腺炎治疗中的良好效果。目前

多家有妇产科的医院没有对产妇通乳催乳的延续

护理服务，大多由月子中心等社会机构来进行护

理，而有些西医院的妇产科医生及护理人员对中

医知识缺乏不能及时为患者解决病痛，而中医妇

产科医生虽然有一定的中医知识，也知道通乳手

法可以有效解决乳汁淤积等问题，但全市缺乏规

范统一的循经推拿手法通乳治疗标准化流程来指

导临床工作，全市医疗系统也缺乏循经推拿手法

通乳治疗的培训基地。并且在一些西医院及基层

医院，缺乏中医早期介入治疗的理念及意识，缺

乏有资质的医护人员来满足患者的治疗需求。因

为缺乏开展循经推拿手法通乳治疗的机构，多数

患者并不知晓在医院可以接受循经推拿手法通乳

治疗。本研究发现年轻护士是工作的主力也有较

强的培训需求。让护士到有资质的医院进修、进

行中医护理技术的准入培训和考核，将有助于培

养中医治未病的概念，培养中医骨干人才，而且

在西医院开展此项目，可以使患者得到中西医结

合治疗，因此有必要尽早开展和推广此项目，通

过规范化、程序化的学习及标准化治疗护理流程

来提升优质护理服务水平，维护母婴健康。

本研究还发现：在无锡市1 0家不同级别公立

医院中，61.40%的护理人员的循经推拿手法通乳

知识来源于上网查询，虽然这也是获取医疗信息

的手段，但是缺乏针对性和循证依据，市内也无

规范的培训途径、相关知识与技能的培训基地。

我院自开展循经推拿手法通乳技术以来，采用循

经取手厥阴心包经、足太阴脾经、手阳明大肠经

等经络走向的天池穴、天溪穴、曲池穴等用点按

法、摩法、抓揉法、梳法等进行通乳取得较好的

疗效，并制订了标准化护理流程、收费项目，供

前来学习及推广单位人员参考，但目前全市缺乏

统 一 的 流 程 ， 收 费 标 准 也 是 参 考 的 中 医 收 费 项

目，一些西医医院并不能完全适用，因此就如何

制订全市统一的循经推拿手法通乳治疗的标准化

护理流程以及可供各级机构参考的收费项目还有

待探讨。

中医护理是一门辨证思维的哲学，驻点学习

可以将理论学习阶段无法掌握的知识点在实践过

程中得以加深理解。此次推广的培训方式，因受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影响，计划采用互联网+驻点

学习相结合的模式。对于不能驻点学习的学员，

着重利用现代化网络工具进行远程视频指导，建

立微信群，线上授课，先学习中医基础、中医外

科、推拿学、中医护理技术(循经推拿手法)，并且

传送操作视频，随后结合继续教育学习班、案例

分享会、学习成果交流等形式全方位进行培训。

再通过工作坊模式，实行现场带教、示范，由推

广单位老师从旁指导，从操作流程、关键步骤、

推拿手法、辩证取穴等多维度进行质量把控，确

保理论与实际融会贯通。考核合格后，学员回原

单位开展工作，推广单位老师定期进行现场走访

并指导，对推广项目进行同质化管理，同时定期

推送相关知识链接、操作视频，利于学员不定期

自主学习。若有疑难问题可采用电话、微信沟通

及群组讨论咨询，对个案资料进行收集与管理，

为制订规范与标准提供依据。希望通过此推广项

目可制订通乳治疗标准化护理流程，使循经推拿

手法通乳治疗有证可循、有据可依，进一步完善

与规范通乳治疗门诊、收费项目，将中医护理辐

射至更多医疗机构，提升医院的知名度，促进哺

乳期妇女身心健康，提升其家庭幸福感，提高患

者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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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无锡市公立医院妇产科相关护士

普遍对循经推拿手法通乳治疗认知缺乏，培训需

求量大，因此循经推拿手法通乳技术的推广显得

非常重要及必要。目前国内尚无以循证为基础的

循经推拿手法通乳技术行为规范，开展循经推拿

手法通乳标准化治疗任重而道远。需通过规范、

科 学 的 培 训 ， 以 提 升 无 锡 地 区 护 士 的 循 经 推 拿

手法通乳水平，打造专业的中医手法通乳护理队

伍。然而本研究尚存在局限性，只调研了1 0家二

级以上设立妇产科的公立医院(包括专科医院)，针

对性不足；并且未调研目前护理人员的中医护理

知信行情况，以致无法根据目前学员的中医护理

能力建立出最为科学的专科培训体系，后期可在

推广和培训过程中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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