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陳聖心中西醫師



淵源

• 最早之文獻-元代醫家危亦林「世醫得效方」

• 清代「痧脹玉衡」-「例制用前蘸油而刮，
然行之多為婦人，為名醫所不道及」。



刮痧療法

• 利用刮痧器具，在人體表面進行反覆刮動和摩
擦，使皮膚局部產生「出痧」的表現。

• 藉由破壞局部的微小血管和周邊組織，可讓身
體代謝廢物能夠快速排出，從而達到疏通經絡、
活血化瘀的作用。

• 刮痧後皮膚出現的紅點稱為「痧」，亦即「出
痧」。中醫認為，不少疾病都是因為體內氣滯
血瘀而誘發。至於「痧」則是病邪的排泄產物，
「出痧」代表將病邪袪除於體外，有助調和氣
血，改善身體的平衡狀態。



刮痧紓壓

• 刮痧頭面部有助於醒腦安神、助眠減壓

• 刮痧肩頸處有助於放鬆消暑、活絡氣血

• 刮痧腰背部有助於紓壓放鬆、改善水腫



名人刮痧



操作工具

水牛角刮痧板具有清熱、
鎮痛、消炎之長
是近年最普遍的刮痧工具

玉石刮痧板具有美容、潤
膚、清熱之長
常用於面部，單價高



操作工具

蜜蠟刮痧板形狀最多元，
單價低

原木刮痧板依木頭的質料
不同，會額外有一些安神、
驅蟲的功效，但使用久偶
有天然裂紋



操作介質

• 刮痧最好配合潤膚劑，以避免皮膚受損。

• 固體質地的凡士林、乳霜等。

• 液體類可用植物油如麻油、橄欖油、特製
的刮痧油、活絡油或經稀釋的芳香精油都
可以。



操作力度

• 患者不可強求用力刮出痧，感到輕微痠脹
即可。

• 要視乎患者可耐受程度。



操作時間

• 每個部位刮3至5分鐘，最長不超10分鐘。



操作頻率

• 第一次刮完需等5至7天，再進行第二次刮
痧，讓局部組織有時間修復。

• 短時間內反覆刮痧有機會造成肌肉發炎。



出痧顏色-微紅

• 正常或病情較輕，因為皮膚經反覆輕刮後
多會輕微泛紅，由於皮下微細血管破裂之
故。



出痧顏色-深紅色

• 體內有輕微濕熱。



出痧顏色-紫紅色

• 代表瘀熱，即體內的氣機不通或有組織炎
症，身體容易痠痛或僵硬。



出痧顏色-紫黑色

• 一般代表身體氣血瘀滯不通較嚴重，痛症
時間較長或病情較重。



問題篇



刮痧一定要刮到出痧才有效？

• 雖然身體出痧，是身體代謝廢物排出的現
象，不過因應不同體質，並非人人都會出
痧。千萬不要為了刮出紫紅色的瘀斑而使
用蠻力，如果太用力刮，有機會令皮膚出
現損傷甚至發炎感染。



刮痧愈用力、愈痛，代表愈有效？

• 刮痧並非愈用力愈好，也不是愈痛愈有效。
出痧愈黑愈好是一種錯誤的觀念。輕微的
點狀出痧約1天就會消退，較明顯的出痧則
需2至3天，但如果患者刮痧後1星期，瘀血
仍未消退，可能是「刮傷」自己引起的皮
膚肌肉瘀傷。



刮痧不適合哪些人？

• 懷孕女士、糖尿病、心臟病、腦血管病、
凝血功能異常、腎功能衰竭、肝硬化患者、
重病、氣虛血虧人士不宜刮痧。



哪些身體部位不適合刮痧?

• 建議刮痧主要集中在肩頸、背部、大腿或
臀部這些肌肉較厚的部位。至於頸前部兩
邊因有動靜脈、骨頭凸起處及下陰都不可
刮痧。另外，皮膚有炎症，如濕疹或蜂窩
性組織炎，有傷口等損傷部位亦不宜刮痧。



刮痧會頭暈?

• 刮痧也會「暈刮」，和針灸的「暈針」相
同。大多數出現在第一次刮痧、太過疲勞、
前一晚睡眠不足、空腹治療的患者，治療
時有機會出現頭暈、面色蒼白、出冷汗、
四肢發冷、噁心等症狀，這時應立即停止
刮痧，並讓患者平臥，飲用溫水休息。不
適若未能緩解應求醫處理。



頭面篇



頭面部實際操作



頭面部實際操作-全息律



頭面部實際操作



頭面部實際操作-大腦皮質區



頭面部實際操作-大腦皮質區



頭面部實際操作





頭面部實際操作



頭面部實際操作

• 要點1：疼痛點

• 要點2：阻力點

• 要點3：穴位點

• 要點4：結構點(EX:牙關、TMJ)



肩頸篇



肩頸實際操作

消暑



肩頸實際操作



肩頸實際操作



肩頸實際操作



肩頸實際操作-聳肩(壓力、習慣)



肩頸實際操作(禁忌)

觸診



肩頸實際操作(禁忌)



肩頸實際操作

• 後頸中間刮痧，為了不傷及頸椎，切記不
可過度用力，輕輕的施力即可，以不痛為
原則。

• 由上而下、由內而外

• 頸側面須格外小心

• 淺層刮痧，深層按摩



腰背篇



腰背實際操作



腰背實際操作



腰背實際操作



腰背實際操作-臟腑對應區



腰背實際操作-筋膜



腰背實際操作-淺背線



• 謝謝您的聆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