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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台灣主流西醫學界往往將另類醫學(第三類醫學)或是傳統整復民俗療法，不納入

正式醫學領域，然而，藉由相關研究中，在在顯示出，無論是整脊、氣功、拔罐、推

拿、經絡鬆筋等，不但是民間流傳已久的另類療法及民俗療法，其手法醫學學理的豐

富性，也值得加以研究探討，因此，本研究整理相關研究，並彙整一些傳統整復的運

用案例，希望讓社會大眾以及整復業界，真正了解傳統整復的豐富性以及深度性，以

供後整復業界加以闡揚研究。 

由本研究蒐集資料可知，「傳統整復」或是「民俗推拿」係運用手技在肌肉上進

行按摩導引，以放鬆肌肉促進血流，解除疲勞或舒緩身心為目的之行為，如有在體表

特定穴位施以各種手法或配合某些肢體活動，其力量深入筋骨關節，以恢復或改善身

體機能的醫療方法，可以治療內、外、婦、兒及骨傷科等疾病，則屬於醫療行為，本

研究之重點著重於「傳統整復」的運用案例探討與成效分析。



 
1 

 

壹、前言 
台灣主流西醫學界往往將另類醫學(第三類醫學)或是傳統整復民俗療法，不納入

正式醫學領域，然而，藉由相關研究中，在在顯示出，無論是整脊、氣功、拔罐、推

拿、經絡鬆筋等，不但是民間流傳已久的另類療法及民俗療法，其手法醫學學理的豐

富性，也值得加以研究探討，因此，本研究整理相關研究，並彙整一些傳統整復的運

用案例，希望讓社會大眾以及整復業界，真正了解傳統整復的豐富性以及深度性，以

供後整復業界加以闡揚研究。 

依據 99 年 6 月 14 日行政院衛生署研商推拿管理事宜會議中，「中華民國傳統整

復推拿師職業工會全國聯合總會」 許豐成理事長的發言內容指出（參考資料 1）: 

(一)「推拿」定義（定位） 

1.傳統整復推拿存在的價值，有其歷史淵源，自古以來即已存在於民間，是民

間習用的方法，用於養生保健有許多人因此而受惠，得到身心健康。 

2.衛生署與中醫藥委員會一連串會議，針對所謂「民俗調理推拿」進行定義行

為，然衡觀典籍、遍觀市井，並無所謂“民俗調理推拿＂專名，又一般民間

普遍認知，推拿概念乃中醫或傳統的、民間徒手療法的概稱，非學院獨有。 

3.「推拿」是一種工作職稱的代名詞，也是眾多基本手法裡面其中二種手法而

已，也是對於健康有幫助的徒手方法之形容詞。「推拿」古稱「按摩」，自明

代始有「推拿」一詞出現，台灣社會自民國 82 年 11 月 19 日行政院衛署

醫字第 82075656 號開始流行「推拿」乙詞，起初並不起眼，最近幾年「推

拿」因健保給不給付問題而聲明遠播。 

4.「推拿」係指從事傳統損傷整復推拿工作者的統稱，使用傳統手法替人解除

及舒緩疼痛，使其恢復健康為目的。 

5.「推拿」是通過徒手作用於人體的特定部位及經絡穴道，以達養生保健為目

的的一種手技，過程沒有侵入性，其力量也沒有深入筋骨關節……等之深入

手法，其特點為簡單易行，不用什麼特殊設備，以其安全舒適、有效、無害

無副作用，為人們所青睞。 

6.所謂「推」法係指用指、掌、拳或肘著力於機體的一定部位做單一方向的直

線移動稱為「推」法，分為姆指推、多指推、掌推、拳推、肘推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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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所謂「拿」法係指用姆指和其餘四指合力相對，呈鴨嘴狀，行一緊一鬆，拿

提一定部位，稱為「拿」法，分為三指拿法、五指拿法等。 

8.古書「正骨心法」有八法「按、摩、推、拿、摸、接、端、提」，前四法之

按、摩、推、拿屬於養生保健之非醫療行為，而後四法之摸、接、端、提屬

醫療行為之「接骨」。 

 (二)因應服務目的不同，「推拿」應分二類： 

1.以醫療為主，有健保給付的「中醫（傷科）推拿」。 

2.以養生保健服務為主，沒有健保給付，需自費的「傳統整復推拿」。 

(三)「推拿」應分二類，則各該執行人員證照取得方式建議如下： 

1.中醫（傷科）推拿輔助醫療業務執行人員： 

應由衛生署與考試院規劃短、中期目標之訓、考、用管理規則，長期規

劃以教、考、用為原則，透過完整之醫事人員專業教育，且必須通過考試院

依法考選詮定之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產生。 

2.傳統整復推拿執行人員： 

應由衛生署與勞委會等政府相關部會，進行跨部會協商，規劃短、中期

以訓、考、用為原則，長期規劃以教、考、用為目標，訂定相關「傳統整復

推拿管理規則」，透過職業訓練教育並納入丙級、乙級「傳統整復推拿技術

士」技術技能檢定，以提升傳統整復推拿從業人員素質及技術技能之品質，

以保障民眾權益又可維護從業大眾之工作權、生存權。 

另外99年6月29日衛生署中醫藥委員會再度就推拿業者的定位問題召集中醫團

體及民俗調理業者研商的會議結論（參考資料 2）： 

(一)推拿是依據中醫經絡理論，經辨證論治後，在體表特定穴位施以各種手法或配

合某些肢體活動，其力量深入筋骨關節，以恢復或改善身體機能的醫療方法，

可以治療內、外、婦、兒及骨傷科等疾病，屬於醫療行為 

(二) 坊間的民俗調理業者所從事之推拿服務，係運用手技在肌肉上進行按摩導

引，以放鬆肌肉促進血流，解除疲勞或舒緩身心為目的之行為，屬於民俗調理

行為，不得宣稱醫療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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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為因應服務目的之不同，並為提供民眾選擇服務項目之實際需要，兩者之名稱

確有區隔之必要。 

民俗調理業者希望使用名稱依序為(1)傳統整復(2)民俗推拿(3)養生推拿 

中醫團體建議我業者的名稱依序為(1)民俗調理(2)民俗推拿(3)民俗調理推拿 

(四)對於民俗調理業者所提供之推拿服務，其確切使用名稱將由中醫藥委員會報請

衛生署核定。 

由以上的資料可知，「傳統整復」或是「民俗推拿」係運用手技在肌肉上進行按

摩導引，以放鬆肌肉促進血流，解除疲勞或舒緩身心為目的之行為，如有在體表特定

穴位施以各種手法或配合某些肢體活動，其力量深入筋骨關節，以恢復或改善身體機

能的醫療方法，可以治療內、外、婦、兒及骨傷科等疾病，屬於醫療行為，本研究之

重點著重於「傳統整復」的運用案例與成效。 

貳、運用案例介紹 
(一)頭部推拿治療失眠的臨床研究（參考資料 3） 

依據加拿大安大略中醫學院院長暨國際吳氏頭部推拿療法研究會會長吳

濱江德研究指出，失眠影響人們生活、工作、和身心健康。失眠，中醫稱不寐，

有思勞累，內心心脾，生血之源不足，心神失養所致，或因驚恐，房勞傷腎，

以至心火獨勝，心腎不交，神志不寧；有因體質素弱，心膽虛怯，神志抑鬱，

肝陽擾動；以及飲食不節，脾胃不和。以上不同並因機均能導致失眠。其共同

病機在於腦髓失養，神不得藏所致。「內經」記載，陰不入於陽，是說人的睡

眠與心主之神名入夜之後於陰，浮越於外，故失眠也。 

人的生命中約有三分之ㄧ的時間是睡眠狀態，睡眠期間不但軀體和大腦得

到休息，而且產生和儲備生命活動能量，睡眠不好可疲乏無力，目滯神呆、行

動遲緩。如長期不能緩解，隨著現代社會競爭日益激烈，生活節奏不斷加快，

失眠的發病率正逐年增高，嚴重影響了人們生活，工作及身心健康。 

頭部推拿方法將可以有效控制失眠，失眠是臨床常見病，與疾病發生密切

相關，已引起國內外重視，WHO 召集了全球近 2/3 的睡眠醫學與流行病學家開

會商討健康與睡眠障礙，雖然有一定效果，但藥物長期服用容易產生耐受性，

成癮性和戒斷性等副作用，目前對催眠的治療仍然停留在應用人工合成鎮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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催眠藥階段，大多數失眠者採用安眠藥來改善睡眠長期服用安眠藥者佔

10%─17%，但患者在長期服用安眠藥後，可出現程度不等的心理依賴，反跳性

失眠及慢性中毒的症狀，因此，尋求更有效的非藥物方法治療失眠，是臨床工

作中現實而迫切的需要。 

控制失眠對提高人們生活品質，提高工作效率，天天有一個愉快地好心

情，至關重要。隨著社會發展和生活節奏不斷加快，社會競爭不斷加強，人們

的壓力逐漸增大，良好的睡眠是人體恢復疲勞的重要途徑。如果長期失眠，會

導致頭疼頭暈心煩易怒，進而影響食慾以及消化吸收等(即木鬱克土)，飲食失

調，又會加重失眠，終於導致人體正氣不足，而變生其他疾病，如感冒、腫瘤、

心血管等多系統病徵。所以控制失眠，對防病治病有極其重要的意義，頭部推

拿為治療失眠提供了一種新的有效方法。 

 

(二)陶砭經穴保健法與生命身心靈保健美學（參考資料 4） 

依據中華養生美容協會理事長梁雅婷指出，「陶砭」是一種經穴保健美的

輔具，其傳承自中國醫學五大基本架構，砭、針、灸、藥、導引之「砭術」的

創新與研發，被作為 21 世紀利益弘法的智慧養生簡易輔具。經穴保健養生法

為中國老祖先的智慧遺產，陶砭經穴手法之保健本著平衡的「中道」之觀念，

以創新的點、線、面、拍打、輕敲、撥、疏理為整體技術的表現，分享多元化

善巧方便應用的生活保健實用方法，幫助全人類 DIY 疏經活穴達到氣血順暢的

效果，對於身、心、靈整體生命保健美，與生命氣能淨化有所幫助。 

「陶砭」具生育光波能量之特性，係應用生物物理概念設計而成，達到反

璞歸真的技術運用，透過光波動能與人體直接接觸皮膚；並以點、按、壓、梳

理摩擦生熱的力學原理，使皮膚水份子分子化，更具生物能量而帶動微循環，

而排除人體濁氣，是 21 世紀生命智慧的結晶，其特性如下：具有安全性、快

速性、有效性、智能性、專利性、知識經濟的技藝傳承。 

「陶砭」的原理是透過陶砭生育波刺激皮表，經「皮部入經筋」、由「氣

穴入脈絡」，並以點、線、面左右來回點疏手法，打通人體任督二脈，使陰陽

生命平衡；氣血順暢，配合正常保養作息，「陰經補多瀉少」、「陽經瀉多補

少」與「平補平瀉手法」，來調理人體自然經絡穴道，達到藉力、使力、不費

力，更省力的巧思與整體平衡調理的技術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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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砭經穴保健法」主要訴求在於打通受堵塞之經穴,「陶砭經穴保健法」

是以人為本的生命教育，以天地為輔的博雅教育為理論基礎內涵，配合點穴手

法與整體經絡補洩技巧而成的保健法，另外，經絡系統連繫了人體臟腑、氣血、

精氣、筋經、皮肉五官等，從外到內構成了毛髮、皮、肉、筋、骨脈之整個生

命有機體；遠從二千多年前的醫學著作「皇帝內經」，也詳細論述人體經絡學

說，而歷代醫家也強調從頭到腳、從全身舒緩到預防保健美與經絡系統皆有密

切關係，並讓學習者身體力行。 

「陶砭經穴保健法」藉助陶砭輔具，在於痛點周圍加以點疏，使之經脈暢

通，使經脈得以順暢，達到身心靈氣皆舒暢的效果；因此，陶砭經穴保健法對

人體經絡穴道養生保健關係密切，運用自然平衡法則，足以說明陶砭經穴保健

法，有通經絡及化瘀行氣，預防保健養生，探求生命真理的好方法。 

 

(三)氣功功法論述：以抓頭功法為例（參考資料 5） 

依據中華養身氣功協會 理事長夏大為之研究指出，人之頭部居三部之

首，乃上上之位，且為諸陽匯聚之處，循經經絡涵蓋了足三陽，手三陽，及任，

督二經。是故凡一切屬於陽經之證侯，皆與頭部有密切關連。循例代醫家通因

通治之則，夏大為依穴道經絡學理論及基礎於 20 餘年前，發展出「抓頭功法」，

用於臟腑陽氣虛衰、頭部風寒，風熱，頭痛頭暈之氣血補養，與上呼吸道的炎

症等等，也都具有一定的調治作用。 

抓頭功法簡單易學十分鐘內就有功效「抓頭功」之功法，極類似一般美髮

業者洗頭動作時，配合的頭部按摩，但仔細究之，卻可發現兩者之間有極大的

差異，本功法依據經絡循行路徑，視患者體質與病情配合施予補洩不同之手

法，已達通經活絡、祛風除濕、調理陰陽之作用，只要臟腑的氣血陰陽取得了

平衡，我們身體方不致釀成大患，這些流傳至今仍受人們勤於練習的功法，仔

細研究都有其共通性，那就是不離筋經、脈絡與穴道的範疇。 

「抓頭功」是一種簡單易學，而且無論男女老少只要稍予講解，就能行之

的自我療法，20 餘年來已有數千學員，在抓頭氣功法這套方法，對於頭暈各

類型的頭痛施術 10 分鐘，即有立即舒緩的效果，有效率達到百分之九十五以

上，甚至對於膽經、頭痛或偏頭痛，有接近百分之三十的個案，是在一次治療

後不再發作，其次，對於頸椎神經引起的肩背酸痛，也有一定的治療效果，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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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統計裡，夏大為也理解出頭部循經火療的八條經絡，只要適當的給予疏

導開通，不但對本經所屬之疾病有治療的效果外，透過血絡與神經的傳導，更

能達到臟腑表裏兼治的成效。 

頸部微調的步驟是抓頭功法精隨之所在。抓頭功的手法，是著重在指法與

掌法的按摩揉壓，嚴重的淤塞甚至可以配合點、扣的手法交互運用，總之對重

點穴道採壓點扣之法，對經行路線採按摩，與按揉的方式進行；另外，頸椎微

調此步驟為抓頭功法之精隨所在，步驟如下：首先調整患者姿勢採標準坐姿，

務必讓頸椎保持正直，僅可能背部不要有依靠。叮囑患者輕閉雙眼，保持身心

放鬆的狀態，施術者立於患者左後側，將右手手心勞宮穴輕輕平穩貼於患者頭

頂之百會穴，施術者此時觀想患者頭部之氣血，由上而下緩慢歸於丹田，觀想

的同時手心漸漸施壓，必須緩慢而不著痕跡的向下用力，直至感覺頭頸部些微

下沉時，立即停住不必再向下施壓，此時叮囑患者:當手心離開其頭部時保持

一分鐘，身體感覺向上飄浮時，不必慌張直至恢復穩定為止。 

叮囑完畢，施術者馬上觀想患者丹田部位之氣血，由下而上至百會穴時，

施術者將置於頭頂之手，以手臂向上手心向下之姿勢，瞬間移開患者頭頂，此

時將有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患者，有整個人向上飄浮起來的感覺，頓覺輕鬆。頸

椎微調之原理，即運用物理學之慣性定律，由下而上由脊椎施加壓力，此時，

因為反作用力的牽引，讓脊椎施加壓力，然後瞬間釋放壓力，此時，因為反作

用力的牽引，讓脊椎自動向上伸直，達到脊椎自動微調之目的。 

 

(四)火療（參考資料 6） 

聯合推拿養生中心負責人、及火療師黃進裕，從事火療工作已經二十多

年，是一位相當資深而且專業的火療師，他的專業技能也獲得整復業界的肯

定，曾經榮獲第二屆國際保健手法大賽金獎，這個冠軍獎盃也象徵著火療師最

大專業的肯定，黃進裕老師不但在火療專業方面讓人信服，在為人處事方面也

相當熱忱，對他人的身體健康相當關心，是一位術德兼修的專業火療師。 

 

黃進裕老師從小就對國術方面產生興趣，因此就學會一些關於損傷、接骨

的知識，也對於人體酸痛的原因產生興趣；民國七十幾年加入第三醫學世界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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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組織附屬研究單位，從事經絡教學以及人體方面的研究工作，也將經絡理論

手法醫學針灸理論融會貫通，用於患者身上整復效果相當顯著。 

火療的功效在運用上，對於比較虛弱的體質，容易疲倦、精氣神很差的人，

火療法可以恢復身體運作機能，打通經絡血脈並且讓患者情緒得到舒緩，火的

溫度能產生陰陽兩極變化，借助陰陽兩極，並推動全身氣流，調整全體氣息有

關腹部和背部實行火療，能調動五臟六腑的功能具有養心安神、疏肝理氣、滋

陰補陽、補腎培元的功用。 

另ㄧ方面，火療法可以運用於胃部保養上，對於胃脹痛及胃寒，消化不良

者，可以嘗試使用火療法，將可以使胃的不適症狀得到改善，黃進裕老師所使

用的火療法是特殊循經火療法，和坊間其他火療法不同的是「循經火療法」是

經過研究改良運用遠紅外線陶瓷片為熱導引，並且使用特調中藥包，讓中藥的

藥效經由遠紅外線將火的溫度滲入體內，火和藥效相輔相成，效用和手法醫學

相互為用，可以調整體內循環，讓氣血順暢，並且使得身體健康日漸改善。 

黃進裕老師也提到一個專業的火療師，除了在人體經絡理論上要有清楚的

認識，更要在手法上和實務中多加精進，黃老師就是一位理論和實務與時並進

的達人，在二十年的整復過程當中，碰過許多疑難雜症、許多的病人，都有背

部僵硬組織纖維化的問題、也有運動傷害；肌肉筋骨方面都有損傷，求診各大

醫療院所都得不到改善，經由黃老師巧手整復，竟然可以奇蹟似的好轉，所以

黃老師在火療專業上，具有相當的成就。 

 

参、研究成果 

由於西醫理論上的限制，世界各國愈來愈多人研習氣功，重視氣功；趕學氣功的

潮流已遍及世界各國。由於氣功不但能強身治病，且能防病於未然，調動潛能，因此

許多著名的氣功師和人體科學家，共同預言「廿一世紀，將成為第四醫學的世紀」， 

而第四醫學，就是指氣功醫學。 

(一) 根據醫學的研究氣功，可以提升自體免疫力、活化細胞、促進氣血循環。 

相傳數千年的氣功，經科學儀器驗證下有突破性發現；用「一滴血」做「氣

功對血液影響」實驗中發現，經灌入氣功能量後，原本串聯的紅血球出現分離、

活化現象。以超高倍活體顯像儀，觀察受檢驗者濕血片與乾血片檢驗。觀察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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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片中的紅血球、白血球、血小板、細菌、黴菌、尿酸結晶、壓力線、血液外

型、數量和白血球的活動力，可篩選出患者可能罹患的潛在疾病，如心血管、

腸胃系統、新陳代謝、癌症、免疫性、感染性疾病等。經由此項新科技醫學設

備，之前做過幾次實驗研究中，已發現氣功能量可活化紅血球並活動力更延續

約五小時，該項成果已經是前所未見，打破血液離開人體只存活約半小時的紀

錄。 

氣功對微血管循環的影響，針對皮表微循環血流量、末梢循環血流量、微

血管管徑、紅血球流速、微血管自律運動頻率、振幅與 密度等多項指標。實

驗證實，以人體外表皮膚微血管循環 血流量為指標，可以顯示發功時血流量

曲線會迅速提高。 

另外把練功人的細胞抽離出一萬兩千個基因置於排列板上，這樣可以看出

基因庫全方位的變化。發現取樣者的體內蛋白質降解系統較一般低、且殺死病

毒的效力較高。蛋白質降解系統在人體內的功用是消滅病菌。 

 (二) 根據科學研究氣功，可以改變物質分子結構，快速改善患者受損之部位。 

氣功實驗中，有超過百分之五十的研究已指出外氣對小分子細胞、生物大

分子、植物種子、動物及人體的免疫功能之影響，以及外氣用來治療病症的效

果。 

生化科學家也嚐試以「養氣」及「殺氣」來研究對癌細胞之影響，結果發

現細胞呼吸速率、DNA 合成率、蛋白質合成率及細胞生長數目雖無明顯變化，

但 RNA 之合成量就出現了顯著的不同，實體腫瘤在接受十次「殺氣」，每次兩

分鐘後，DNA 有斷裂情形，顯示外氣的確與細胞內大型生物分子產生交互作用。 

(三) 氣功的效能是多元性的，在理療上佔了不可磨滅地位，其效益可達數倍之功；

甚至可不碰觸身體即可改善，在急性期或不明原因時就可派上用場，可讓患者

免第二次傷害，立即改善症狀。 

因此在台灣東雲推拿整復養生國術館薛東雲的研究報告中，說明如何利用「氣功」

配合「推拿整復」在競技比賽場對運動傷害的療效觀察。 

以各項運動比賽中的實際臨床資料分析: 

(一)2008 年的第二屆世界杯太極拳賽經過醫務組統計資料顯示如下：（參考資料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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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分國籍，分套路及推手，總共服務 144 人次 

新傷：12 人皆為推手賽員 

頭撞到：1人  腕指：5人  腿肌肉痠：6人 

舊傷：132 人(199 部位)皆為套路賽員 

頸肩：55 人  肘：13 人  腕指：10 人  胸腰髖：56 人  膝踝趾：64 人 

他症：1人 

(二)2009、2010 青年盃全國中等學校太極拳錦標賽經過醫務組統計資料顯示如 

    下： 

分套路及推手總共服務 111 人次 

新傷：91 人次皆為推手賽員 

頸肩：18 人  臂手肌肉痠：7人  肘：9人  腕指：24 人  胸腰髖：9人 

膝踝趾：8人   腿肌肉痠：6人 

舊傷：20 人次（13 人推手、7人大會工作人員） 

頸肩：8人  肘：1人  腕指：2人  胸腰髖：3人  膝踝趾：1人 

他症： 5 人 

合計：255 人次（新傷－103 人次）（舊傷－152 人次） 

 

練太極拳運動的結構分析： 

(一)年輕人(學校學生為主) 除了愛好互相肢體搏擊互推之外，有成績升學可加

分，且快學易懂，短時間內可派上場。 

優點：(a) 較單純年輕人年齡層一致，受訓容易。 

      (b) 身體好、舊疾少。 

      (c) 好紮根練基礎。 

缺點：(a) 功利主義重。 

      (b) 容易斷層，往往升學無去處。 

      (c) 升學壓力大。 

      (d) 無經濟基礎。 

(二)中年人(社會人士) 

優點：(a) 自主能力強。 

      (b) 有經濟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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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點：(a) 較複雜受訓年齡層不一致。 

      (b) 身體好壞不一，舊疾多。 

      (c) 工作忙，不易紮根練基礎。 

(三)老年人(退休人士)較複雜 

優點：(a) 自主能力強。 

      (b) 經濟無慮。 

      (c) 時間多可充分學習。 

缺點：(a) 身體鈍領悟力差，不好教。 

      (b) 身體好壞不一，舊疾多。 

      (c) 年紀大，不易紮根練基礎。 

治療方法： 

(一)常規手法－肌肉痠痛首先施行藥洗表面撫摩及藥膏搓熱按摩，以鬆弛緊張痙攣

的肌肉、韌帶。利用分散疼痛原理：將肌肉使用之力量分散，減輕痛點瞬間壓

力。 

(二)整復手法－在檢查了解後，如為各關節骨錯位，遂以各種不同手法處置復位。 

(三)氣功療法－ 

1.慢性症：對肩部、胸、腰及背部受到氣滯產生寒症致痠痛者，可利用氣功排

除寒氣，在排除寒氣後隨即同時進行補氣、導氣，補溫熱之氣 5 –10 分鐘，

以利調理陰陽及疏通氣滯。 

2.急性症：疼痛明顯者，可用手掌發氣 10-30 分鐘。進行疏導、打通淤塞之氣

滯，並利用氣功具有活化細胞、提升免疫力，加速受損部位癒合。 

3.如患者元氣不足時，可做大範圍的調氣 5-10 分鐘，促進血液循環及打通瘀

塞之俞穴及經絡。 

4.他症：運用氣功導引(時間不定)，直接將患者困住之氣，直接排除帶出體外。 

5.局部噴灑藥洗，再調氣排氣，連續數次，直到大有改善。 

6.囑咐飲食忌諱之配合，忌食有糯米、竹筍、香蕉、橘子、冰過的食物。 

7.氣功治療情況： 

療效觀察： 

(一)療效標準－ 

不痛：疼痛完全消失，活動自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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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很痛：疼痛明顯大幅減輕或基本消失，活動很明顯改善。 

還很痛：症狀體徵無改善。 

(二)治療效果－ 

新傷－ 

不痛者：29 例 改善率達（28.16％） 

不很痛：73 例 改善率達（70 .87％） 

還很痛： 1 例 不改善率達（0.97％） 

總有效率能上場比賽達 99.03％ 

舊傷－ 

不痛者：98 例 改善率達（64.47％） 

不很痛：54 例 改善率達 （35.53％） 

還很痛：0 

總有效率能上場比賽達 100％ 

由以上之資料分析兩種太極拳比賽的受傷年齡層分為: 

一是中年以上的社會人士；二是年輕人以學校學生為主的。受傷也皆為不一樣。新傷

皆分佈在年輕的推手賽員身上，我們簡易的分析歸類： 

（1） 推手是互相肢體的碰觸、推擠，產生新傷是在所難免的。 

（2） 選手有時是一時之選，難免訓練不足，導致受傷也不奇怪。 

那套路的賽員呢？因舊傷並不引響賽況，所以比較不會求醫保護自己。舊傷皆分佈在

中年人以上社會人士的套路賽員身上，我們簡易的分析歸類如下： 

（1） 他是在練太極拳運動之前就受傷的。 

（2） 他的傷是在練太極拳運動時誘發出來的。 

（3） 他是在練太極拳運動時受傷的 。 

(三)觀察目的： 

1.此研究不是為了一次的治癒力，而是讓賽員能不痛上場比賽，在短時間內，

發揮所長，贏得勝利。 

2.不以包紮、貼藥膏為主，讓賽員無束縛之感。 

3.讓賽員無後顧之憂，不怕受傷，減少心理壓力。 

4.預防運動傷害，降低受傷率。 

5.囑咐賽後的後續治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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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語 

醫療的最終目的是在養生保健、防病治病，而傳統整復的養生和防病、治病的實

踐與人的日常生活融為一體，『傳統整復』歷經數千年的不斷探索，形成了綜合的維

護健康、防治疾病的有效措施與方法，而除使用藥物之外，還有手術、針法、推拿、

整復、食療等非藥物性的自然療法，在此傳統整復充分展現具有很強的實用性。但「傳

統整復」卻是一種無形、無體之物，相信的人言之鑿鑿並勤加研習，卻無法讓科技昌

明的 21 世紀現代人所理解與接受，其長久來仍蒙上一層神秘面紗，也是研習傳統整

復之各界人士的最痛。為此，如何讓「傳統整復」的功效現形、提供數據資料佐證服

人，仍是傳統整復界最迫切目標。 

在了解「傳統整復」的運用及其功效後，為持續發揮其功效，並有效規範「傳統

整復」人員的素質，確保民眾身體安全，本研究謹提出兩項建議。 

(一)建請政府早日落實「有行業必須有工會，有工會必須有證照為原則」，儘速建

立「傳統整復」業勞工「職業證照」之評鑑考試辦法，辦理核發「傳統整復」

職類勞工之「職業證照」使「傳統整復」基層勞工有合法、固定而理想的職業

工作及安定的生活，進而促進經濟復甦，社會祥和繁榮。 

(二)中華民國傳統整復推拿師職業工會全國聯合總會，含全國各縣市 33 個基層工

會，目前總人數約一萬二千多人，為全國最具規模之聯合總會，該會每年接受

行政院勞工委員會職業訓練局補助開辦「傳統整復推拿人員在職訓練班」（192 

小時專業訓練），已連續舉辦 9年，培訓結業人數多達 2,600 餘人，並經總會

辦理傳統整復推拿人員「技術技能評鑑考試」，成績及格者始發給「技術技能

評鑑合格」中、英文證書，至今已舉辦 10 期，成效良好，頗獲好評，期能提

升會員之本業技術技能及服務品質，並增加就業機會，建議持續補助該會提供

訓練，並將該會相關訓、考、用經驗，提供政府相關部門制定「傳統整復」相

關政策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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