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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简况

1.任务背景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养生意识越来越强,中医养生保

健服务逐渐受到社会的关注。人民健康观念发生了转变，对中医

养生保健服务技术操作规范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期待。据《中国保

健服务产业发展蓝皮书》统计，我国保健服务机构呈现不断上升

趋势。但由于缺乏规范化管理，加之安全、有效的中医养生保健

服务技术较少，服务手段有限，并缺乏行业普遍认可的操作规范

和技术标准，严重制约了中医养生保健服务行业的发展。《中医

药法》中第四十四条提出:“国家发展中医养生保健服务，支持

社会力量举办规范的中医养生保健机构”。是对构建中国特色健

康服务体系、提升全民健康水平、推进小康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

对中医养生保健服务行业规范服务行为、提高服务质量和水平，

健全服务规范体系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规范的制定是对提升中

医养生保健行业技术服务的安全性、有效性和专业性，指导相关

从业人员规范化有了更高的要求和保障的重要意义。

2.任务来源

中和亚健康服务中心受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政策法规与监督

司委托，开展“中医养生保健技术规范（供非医疗机构使用）”

修订工作，旨在以中医“治未病”思想为指导，在前期研究的基

础上，对传统中医养生保健技术进行研究、分类、梳理、整理，

突出中医在养生保健方面的特色与优势，规范中医养生保健技术

操作，更好地为百姓健康服务，助力“健康中国”建设。

3.标准起草单位

中和亚健康服务中心、中国中医科学院针灸研究所、湖南中

医药大学、湖南医药学院、陕西中医药大学、中国中医科学院中

医基础理论研究所、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山西省河东中医

少儿推拿学校、广州中医药大学、中国中医科学院医学实验中心、

中国中医科学院、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北京中医药大学

研究生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北京市中和亚健康科

学研究院、四川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四川省第二中医医院治未病

中心、宁夏自治区人民医院、成都中医药大学养生康复学院、安

徽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杭州市中医院、贵州毕节医学高等专科

学校、贵州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湖南中医药大学、湖南省



中医药研究院、富智中和集团、纵贤医疗科技（广州）有限公司、

广州柔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株洲扶阳医疗器械有限公司、颐而

康健康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

二、主要技术内容

本项目《中医养生保健服务（非医疗）技术操作规范 刮痧》

主要内容分列如下。

《中医养生保健服务（非医疗）技术操作规范 刮痧》

——范围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术语和定义

——施术前准备

——操作步骤与要求

——施术后处理

——注意事项

——禁忌

三、主要编制过程

（一）提案、申请、立项

2023 年 4 月 26 日中华中医药学会组织召开了“中医养生保

健服务相关工作讨论会”，对中医养生保健服务标准制修订工作

方案进行讨论，明确下一步工作重点。对 49 项已发布的中医养

生保健相关操作规范项目进行遴选。课题组专家成员向中华中医

药学会标准部提交《中医养生保健（非医疗）技术操作规范 刮

痧》提案并申请立项。2023 年 6 月 29 日中华中医药学会组织召

开了“中医养生保健（非医疗）技术操作规范专家审查会”，对

中医养生保健（非医疗）技术操作规范进行审查，经专家投票论

证，12 个项目通过专家审查。于 2023 年 7月 18 日由中华中医

药学会下发立项公告，最终 12 项中医养生保健（非医疗）技术

操作规范正式立项。其中《中医养生保健服务（非医疗）技术操

作规范 刮痧》就是 12 项立项的标准之一。

本操作规范的编制过程如下图所示：



（二）成立标准起草组

（1）标准起草组成立方式

通过项目主负责人的广泛召集和知名专家的推荐的方式进

行专家的遴选；更多的采用面对面沟通、电话沟通等各种交流方

式成立项目组。经课题组成员协商，成立刮痧标准起草组，其主

要采用线上会议和线下会议方式相结合，依据起草组专家擅长研

究的领域的不同，来确定不同项目组成员。

（2）标准起草组组成情况

① 标准起草组组成情况：包括起草单位、单位级别、专家专业

领域、职称等分布情况。

刮痧标准的起草组由 29 家单位参与标准的起草，其参与起

草单位的主要由中医药大学、行业学会、研究所、中医医院、企

业单位组成。遍布在 10 个地域。专家主要研究领域有：治未病、

亚健康、临床研究、方法学、中医亚健康学科构建、针灸经络、



针灸、常见慢病的健康管理、亚健康管理、亚健康基础研究、中

医儿科学、推拿、中西医结合防治、养生保健、针灸推拿临床应

用及机制研究、中医养生学、中医内科学、中医慢病管理、针灸

推拿学等研究。正高职称专家占 46%，副高职称专家占 13% ，其

他占 41%。

② 标准起草组成员名单及分工：见表 1。

表 1 标准起草组成员及其工作内容
序号 姓名 单位 职务/职称 学位 工作内容

1 孙 涛 中和亚健康服务中

心

教授、主任

医师

研究生 治未病、亚健康、临床、

方法学、中医亚健康学

科构建

2 王莹莹 中国中医科学院针

灸医院

主任医师 博士研究生 针灸临床评价及外治法

研究

3
杨金生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

医基础理论研究所

教授、副会

长

博士
中医针灸标准与规范

4
何清湖

湖南医药学院 教授、主任

医师

博士
中医治未病、亚健康

5
林静

湖南省中医药研究

院

主管护师 理学硕士
中医慢病管理

6

万 涛

北京市朝阳区六里

屯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

副主任医师 研究生 中医全科方向

7
马 波

安徽中医药高等专

科学校
教授 研究生 基础理论

8
马 界

四川省第二中医医

院治未病中心
副主任 研究生 治未病

9
王国玮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

北京中医院
教授 大学 临床研究

10
朱 嵘

中和亚健康服务中

心
研究员 研究生 亚健康管理、方法学

11 刘 密 湖南中医药大学 教授 医学博士 针灸

12
闫玉慧

贵州毕节医学高等

专科学校
副教授 研究生 养生保健

13 孙晓生 广州中医药大学 主任 中医 硕士 临床、方法学

14
孙德仁

山西省河东中医少

儿推拿学校
教授 本科 少儿推拿

15
李丽慧

中和亚健康服务中

心学术部
医师 本科 亚健康科研

16 李铁浪 湖南中医药大学 教授 医学博士 推拿

17
杨 勇 杭州市中医院

主任

医师
博士 临床

18
杨慎峭

成都中医药大学养

生康复学院
副教授 研究生 针灸推拿学

19 何丽云 中国中医科学院 教授 本科 亚健康基础研究

20
余葱葱

四川省中西医结合

医院
教授 医学博士

亚健康/中西医结合干

预亚健康



21
张俊智

宁夏自治区人民医

院
主任医师 大专 临床

22 张冀东 湖南中医药大学 讲师 博士 治未病

23 贺振泉 广州中医药大学 教授 硕士 中西医结合

24
倪 磊

北京中医药大学研

究生院
副教授 博士研究生 中西医结合防治

25
徐荣谦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

直门医院
教授 本科 中医儿科学

26
曹永芬

贵州中医药大学第

二附属医院
教授 本科

中西医结合内科、中医

治未病

27 曹 淼 湖南中医药大学 讲师 博士 治未病

28
樊新荣

中国中医科学院医

学实验中心
教授 医学博士后 中医学

29
魏育林

北京市中和亚健康

科学研究院
研究员 研究生 中医亚健康科研、临床

30
张晓天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

属曙光医院
主任医师 博士

中医内科治未病理论与

临床研究

31
王 丹 湖南中医药大学 讲师 博士

中医治未病；常见慢病

的健康管理

32
陈楚淘 湖南中医药大学 教授 博士研究生

针灸推拿临床应用及机

制研究

33 彭 亮 湖南中医药大学 教授 医学博士 推拿

34 何灏龙 湖南中医药大学 医师 硕士研究生 针灸推拿学

35 周竞颖 湖南中医药大学 医师 硕士研究生 针灸推拿学

36 徐璇 湖南中医药大学 医师 硕士研究生 针灸推拿学

37 潘思安 湖南中医药大学 主治医师 博士研究生 针灸推拿学

38
封敏 湖南医药学院 教授 博士研究生

针灸促神经康复作用机

理

39

胡宗仁 湖南医药学院 副教授 博士研究生

中医养生学、中医男科

学、中西医协同健康服

务与管理

40
杜革术 长沙市中医医院 主任医师 本科

针灸、推拿、康复在瘫

症等的临床与机制研究

41 佘畅 长沙市中医医院 主任医师 博士研究生 针灸临床与机制研究

42 刘未艾 湖南省中医院 主任医师 博士研究生 针灸临床与机制研究

43
熊暑霖 湖南省中医院 主任医师 硕士研究生 针灸治未病的临床研究

44
查文锋

中和亚健康服务中

心
副主任 本科 亚健康科研、标准规范

（3）利益冲突声明

5个标准起草组全体成员认真贯彻“合作为赢”的学术观点，

以严谨、真时、有效、科学的原则组织完成本标准。课题起草组

成员合作期间无利益冲突。

四、与国内外同类标准的对比和最新标准采用情况



（一）描述国内外是否有已发布且正在实施中的同领域标准？本

标准与其相比，有什么区别？

国内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针灸技术操作规范 刮痧》

（2008 年）、中华中医药学会团体标准《中医治未病技术操作规

范 刮痧》（2018 年）、《中医养生保健技术操作规范 刮痧》（2011

年）和 2020 年 11 月 23 日由中华中医药学会批准的团体标准《中

医养生保健技术规范(供非医疗机构使用)》(第 3 部分：刮

痧)(T/CACM1342.3-2020)已正式发布。目前我们修订的此标准相

比上一版本的区别在于：标准名称修改为：《中医养生保健服务

（非医疗）技术操作规范 刮痧》，和 2020 年之前的标准区别在

于明确本标准定位为供非医疗机构使用。

（二）是否引用相关标准？引用的内容是什么？

本标准已引用相关的国家级标准。所引用的名词术语要求规

范，中医学名词术语的引用符合相关中国国家标准（已有国际标

准者按国际标准），西医学名词术语符合相关国际标准或中国标

准。其他科技术语、名词及名称采用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委员会公

布的名词。撰写体例规格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执行。数字用法按国

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七个单位 1987 年公布的《关于出版物

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标点符号使用按 2011 年发布的《标

点符号用法》（GB/T 15843-2011）。

刮痧标准所体现的“规范性引用文件”引用的是：

GB/T 21709.22-2013 针灸技术操作规范第 22 部分：刮痧。

五、与现行强制性国家标准或政策法规的关系

本项目研究形成的《中医养生保健服务（非医疗）技术操作

规范 刮痧 》标准与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没有冲突，并

且在编制过程中严格遵循已有的国际、国内标准，使文本内容符

合规范，言之有据。

六、代表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操作规范标准编制遵循“科学性、统一性、实用性、规范

性”原则，尽可能与国际、国内通行标准接轨，注意标准的可操

作性。



1．科学性

科学性是编制本标准的前提，也是保障标准质量的基础。本

标准在编制过程中，严格遵循科学性原则。遵循循证医学方法，

查找可靠的已发表的医学文献，采用严格的质量评价体系分析文

献质量、筛选可用文献，撰写标准初稿；采用 Delphi 法，针对

已形成的初稿撰写专家调查问卷，并根据专家意见进行修改。因

此，本标准的主要内容，均具有充分的依据，得到行业内的专家

共识。

2．统一性

本规范标准编制严格遵循已有的国际、国内标准，与之无违

背之处，同时各部分之间的内容、表述前后一致，彼此间的相关

内容无矛盾之处。

3．实用性

本操作规范主要是为非医疗类中医养生保健机构的从业人

员提供技术操作规范，使中医养生保健技术更好地为广大民众的

健康服务。即本标准要求适用于非医疗类中医养生保健机构的从

业人员，易于实际操作。因此，本标准内容详尽，操作描述详细、

规范，实施方便。

4．规范性

在编制过程中严格按照参照 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

则·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要求，制订

技术操作方法规范。本标准的制定是用于指导和规范刮痧在中医

养生保健中操作的规范性文件。

七、宣传、贯彻标准和后效评价标准的要求和措施

（一）宣传、贯彻标准的措施

1. 标准的实施单位

本标准发布后，拟在中和亚健康服务中心、中国中医科学院

针灸研究所、湖南中医药大学、湖南医药学院、陕西中医药大学、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所、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

山西省河东中医少儿推拿学校、广州中医药大学、中国中医科学

院医学实验中心、中国中医科学院、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



北京中医药大学研究生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北京

市中和亚健康科学研究院、四川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四川省第二

中医医院治未病中心、宁夏自治区人民医院、成都中医药大学养

生康复学院、安徽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杭州市中医院、贵州毕

节医学高等专科学校、贵州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湖南中医

药大学、湖南省中医药研究院、富智中和集团、纵贤医疗科技（广

州）有限公司、广州柔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株洲扶阳医疗器械

有限公司、颐而康健康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单位进行实施。

2. 其他宣传、贯彻本标准的措施

本项目研究形成的《中医养生保健服务（非医疗）技术操作

规范 刮痧 》标准经审查批准发布后，需要采用多种渠道宣传、

贯彻、实施。

1. 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政策法规与监督司统一组织行业

内的推荐和贯彻工作。

2. 在学术杂志上发表与标准相关的学术论文，宣传、推广，

征集进一步完善的意见。

3. 利用中国亚健康产业总部基地召开标准发布新闻记者会

进行媒体宣传，在其所开展的各种国内、国际学术活动中加以介

绍。

4. 举办标准培训班，供相关从业者学习使用。计划每月完

成 2 次的培训，每次培训人数为 50 人。力争全年完成 1000 人的

培训。

（二）标准的用户评价

从2023年9月开展标准的用户评价及用户评价的方案。

（三）标准的修订

建议在本标准发布实施后 3～5 年，要依据刮痧相关临床研

究的进展和技术方法的进步，包括新型器具的发明和使用，对本

标准进一步研究，修订、更新。

八、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目前我们修订的此标准相比上一版本的区别在于：标准名称



修改为：《中医养生保健服务（非医疗）技术操作规范 刮痧》，

同时建议废止前一版本的标准。

九、相关附录

详见 6 个附件。



附件 1：

《中医养生保健服务（非医疗）技术操作规范 刮痧 》

文献研究总结

刮痧疗法起源于旧石器时代，先民们发现身体某一部位被石

器摩擦后，皮肤会出现紫红反应，并且可使身体某处的疼痛得到

缓解。经过数千年的发展，刮痧疗法已成为中医药的重要组成部

分、中医临床四大特色技能之一，被列入中医药进社区中医临床

适宜推广技术项目、乡村医生中医技能项目，以其操作简便廉效

为广大群众接受，无论是日常保健还是治疗疾病都能运用到刮痧，

因此也广泛应用于非医疗类中医养生保健机构。刮痧疗法虽应用

广泛，疗效卓著，但在具有的实践过程中，仍受各方面因素的干

扰。由于非医疗类中医养生保健机构从业人员技能水平参差不齐，

部分有一定风险的操作也可能造成受术者皮肤破损等，易引起纠

纷。因此对非医疗类中医养生保健机构刮痧操作进行规范非常有

必要。在标准的制定过程中查找相关文献并进行梳理整合至关重

要。刮痧涉及的文献虽多，但多数都是针对某一疾病或某一症候，

来源于或主要针对非医疗类中医养生保健机构的文献几乎阙如。

因此主要采用定性原则和方法，对文献质量进行评估，选取质量

较高、技术先进、有效性好、安全性好的文献资料，撰写文献研

究总结。

1解决标准的核心内容与难点问题

1.1 核心内容



本标准作为“中医养生保健服务（非医疗）技术操作规范”

团体标准第三部分，确定本核心内容主要为：引言、范围、规范

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施术前准备、操作步骤与要求、施术

后处理、注意事项、禁忌等9章和附录。附录包括常用刮痧操作

手法、常见部位刮痧方法。

1.2 难点问题

1.2.1 刮痧工具（刮具）的界定

规范后的刮痧工具（刮具）界定为“刮痧板一般加工为长方

形，边缘光滑，四角钝圆。刮板的两长边，一边稍厚，一边稍薄。

薄面用于人体平坦部位的治疗刮痧，凹陷的厚面适合于按摩保健

刮痧，刮板的角适合于人体凹陷部位刮拭。”本条界定了刮具的

形状、质地、效果等，详细地说明了刮具不同部位的用途。在对

相关文献与书籍刮痧疗法的统计分析中，大部分对刮具仅简单描

述，对于非医疗类中医养生保健机构初学人员来说较难理解，此

规范对刮具的详细说明通俗易懂，能更好地被接受，便于操作。

1.2.2 刮痧操作规范

标准编制中操作规范主要是最常见的刮痧操作要求，充分考

虑刮痧技术操作的简便性和普适性，又全面结合专家论证与临床

调研而定，能较好地促进了刮痧的普及与推广。同时在资料性附

录中将常用刮痧操作手法、常见部位刮痧方法进行了阐述，有助

于从业人员全方位熟悉刮痧手法及用途。本标准考虑到施术者为

非专业医疗人员，根据专家建议，把“刮拭时间为 20 次以内”

改为“刮拭次数为 20-30 次”，设置区间更为合理，更具有操作

性。标准中“协助受术者取合理的体位，暴露刮痧部位”既能充



分暴露所刮的部位，又能使患者感到舒适，有利于刮拭部位肌肉

放松，可以持久保持体位。

1.2.3 刮痧注意事项与禁忌

首先将教材及相关书籍中论述的刮痧前、中、后注意事项的

分类表达进行合并，并调整顺序。一方面有利于标准使用者集中

研究注意事项，化繁为简；另一方面，有些注意事项贯穿刮痧技

术操作全过程，需整体注意。其次，对刮痧过程中容易出现的问

题及解决办法做出了重点阐释，因刮痧在第一程度上对皮肤有破

损，强调严格无菌操作，最好一人一板，75%酒精擦拭或高温、

高压、煮沸消毒，防止交叉感染。若刮痧过程中受术者出现面色

苍白、出冷汗等，应立即停刮，配合处理。这些内容比教材更为

细致、全面、准确，其不仅是对刮痧技术操作实施者的基本要求

也更从安全性角度体现对顾客的负责。禁忌项里参考了材料及国

家标准。

2加强标准的中医特色与科学规范

刮痧技术作为中医药特色疗法，课题组在研制其操作标准时，

力图在科学规范的同时，尽可能地保持其中医特色以及确保由此

所应达到的临床疗效保持色也要尽可能地对其进行科学规范，以

避免事故与法律纠纷。在附录中，详细介绍了 28 种常用刮痧操

作手法和 8 种常见部位刮痧方法，根据专家意见补充了刮痧三种

常用手法（补法、泻法、平补平泻法），常见部位刮痧方法中慎

重用词，难以用数据来量化的内容, 均采用描述性语言, 体现较

强的中医特色，其中“为宜”“可”“宜用”等词, 表达严谨, 体

现中医自身的科学内涵与规范



附件 2：

《中医养生保健服务（非医疗）技术操作规范 刮痧 》

问卷总结

《中医养生保健服务（非医疗）技术操作规范 刮痧 》专家

调查问卷的设计，是建立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通过课题组认真

讨论，针对本研究主题即《中医养生保健服务（非医疗）技术操

作规范 刮痧 》列出了施术前准备、操作步骤与要求、施术后处

理、注意事项等常见指标为参评因子，供各位专家根据自己的临

床经验或研究心得，对各项指标赋予分值，并用文字提出补充修

改意见和建议。

《中医养生保健服务（非医疗）技术操作规范 刮痧 》专家

调查问卷于 2023 年 6 月 20 日发出，先后发给 40 位经遴选的专

家征求意见，收到 32位专家的答卷，专家调查问卷回收率为 80％。

专家调查对技术规范草案问卷内容基本认可，但提出了以下

几方面的修改意见：

①应区别中医养生保健技术与医疗技术；避免使用疾病、医

者、患者等医疗用语。

②建议补充刮痧三种常用手法（补法、泻法、平补平泻法）。

③“常用刮痧操作手法”和“常见部位刮痧方法”列入“资

料性附录”。

专家们提出的修改意见大部分都被采纳。

《中医养生保健服务（非医疗）技术操作规范 刮痧 》工作组

2023 年 9 月 26 日



附件 3：

中医养生保健服务（非医疗）技术操作规范工作会议

第一次会议纪要

2023 年 4 月 26 日，由中华中医药学会主办,中和亚健康服

务中心协办的“关于召开中医养生保健服务相关工作的讨论会”

在长沙亚健康产业总部基地召开。会议内容:对中医养生保健服

务标准制修订工作方案及项目进行讨论,明确下一步工作重点。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政策与法监司标准处处长张庆谦, 中华中医

药学会副秘书长陈俊峰,中和亚健康服务中心创建主任孙涛, 湖

南省中医药管理局局长郭子华, 长沙亚健康产业总部基地运营

管理中心主任朱嵘, 湖南医药学院校何清湖,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政策与法监司标准处副处长黄莹, 中华中医药学会标准化办公

室负责人苏祥飞, 天津中医药大学副校长郭义, 四川省中西医

结合医院副院长余葱葱, 广东省第二中医院治未病中心主任林

晓洁, 湖南省中医药管理局医政医管处副处长朱翊,中和亚健康

服务中心副主任李丽慧, 中华中医药学会标准化办公室干部冯

雪, 中华中医药学会标准化办公室干部刘鹏伟, 中和亚健康服

务中心标准部副主任查文锋,湖南中医药大学针灸推拿学院讲师

唐丽亚,安徽芜湖医药卫生学校理事长刘会林, 安徽芜湖医药卫

生学校副校长张蒙恩, 颐而康健康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经

理周春国, 株洲扶阳医疗器械有限公司董事长胡木明以及来自

全国各地的多位相关专家以线上线下的方式参加会议。

大会由中华中医药学会标准化办公室负责人苏祥飞主持,介

绍了举办此次会议的背景和目的。中华中医药学会标准化办公室



干部刘鹏伟汇报中医养生保健服务标准工作方案及项目情况,重

点解读了项目背景,工作程序等相关内容。会中中和亚健康服务

中心创建主任孙涛发言指出：中医养生保健文化历史悠久，服务

内容丰富，方法多样，效果明显，作用独特。中医治未病，使人

们不得病、少得病、晚得病、不得大病。发展中医养生保健服务，

对于贯彻落实预防为主的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仅能满足人民

群众预防疾病、追求健康的现实需求，也是构建中国特色健康服

务体系、提升全民健康水平、推进小康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所

以本次会议的召开很有意义。湖南医药学院校长何清湖发言指出:

标准制修订一要实用,制修订出来要用起来;二要后续有人做,而

且要做好;三要程序要规范,通过这次制修订要区别医疗和非医

疗的使用范围,标准不但要制修订,更重要的是要推广。亚健康产

业总部基地运营管理中心主任朱嵘发言指出:介绍了近些年中和

亚健康服务中心参与中医治未病与亚健康防治工作的经历及感

想, 重点提出制修订标准要做些共性标准,要先推出一些适用范

围广的标准，这样才能更好的落地。中和亚健康服务中心副主任

李丽慧发言指出:中医养生保健操作规范(非医疗机构)的制修订

非常有必要,符合民众的健康发展需要,提高行业的服务质量和

水平,对提高就业,促进经济发展等都有很大的意义。同时提出在

标准规范的制修订中要突出安全性、科学性、有效性及可实施性。

在应用方面要及时调研试点单位的反馈,根据反馈意见定期进行

调整，利于提升应用率。在推广过程中要加大宣传推广,让更多

的相关单位参与,达到可持续发展。中和亚健康服务中心标准部

副主任查文锋发言提出标准的制修定要及时筛选,及时修订,标



准的目的是规范市场,市场的要求是要落地,标准的制修订要根

据市场的导向需求及时制修订,同时也要邀请一些代表性企业多

方参与,这样才能更好的落地。与会领导及专家结合各自的专业

提出了有建设性的宝贵意见和建议,为制定中医养生保健（非医

疗机构）操作规范的制定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最后由学会领导总结:

1.非医疗机构可开展的中医养生保健操作技术具有合法性、

安全性，避免侵入性、毒麻类操作；

2.方案内容相对完善，操作技术具有普适性；

3.项目承担人和承担单位有精力和能力开展后续制修订工

作；

4.需要有代表性的非医疗机构参与起草工作;

5.重视标准的推广。



附件 4：

中医养生保健服务（非医疗）技术操作规范工作会议

第二次会议纪要

2023年 6月 29日 14:00-17:30,中华中医药学会在北京召开

了关于中华中医药学会团体标准《中医养生保健服务（非医疗）

技术操作规范 》(推拿、砭术、刮痧、拔罐、艾灸、贴敷等)技

术项目的专家审查线上会议。与会领导、专家有:国家中医药管

理局政策法规与监督司标准处张庆谦处长,中华中医药学会陈俊

峰副秘书长,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机关服务局原局长、中和亚健康

服务中心创建主任孙涛教授,中和亚健康服务中心顾问朱嵘研究

员,中和亚健康服务中心主任魏育林研究员,湖南医药学院校长

何清湖教授,湖南中医药大学刘密教授、彭亮教授、孙贵香教授,

中国中医科学院基础理论研究所所长杨金生教授,天津中医药大

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王金贵教授,山西省河东少儿推拿学校校长

孙德仁教授,中国中医科学院针灸医院王莹莹主任医师,中和亚

健康服务中心李丽慧副主任、国际与标准部查文锋副主任,北京

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孙塑伦主任医师,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第

三临床医院王立新主任医师、王宇峰主任医师,山东省中医院杨

佃会主任医师,北京中医药大学国医堂沈潜副主任医师,国家标

准技术审评中心高艳玲高级工程师,广东省中医院林嬿钊主任医

师,湖南医峰阁医学科技有限公司刘松鹤技术总监,武汉合和大

唐亚健康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王利平技术总监等其他线上专家 50

余人参加会议。



研讨会由中华中医药学会标准化办公室负责人苏祥飞主持,

中华中医药学会标准化办公室刘鹏伟先生介绍了团体标准立项

审查要点。随后,《中医养生保健服务（非医疗）技术操作规范》

(推拿、砭术、刮痧、拔罐、艾灸)五个标准总负责人孙涛教授分

别从项目的立项依据、编制内容、编制团队、标准问题、标准范

围、推广方案、立项意义和立项目的阐述了该项目的先进性、科

学性、可行性、创新性、普适性和必要性。主要起草人之一刘密

教授从项目前期研究、技术路线、实用效果、操作方法等方面做

补充介绍 。紧接着，贴敷等其他技术项目组也进行了项目立项

介绍。专家审查会议用时近 3 个半小时，审查过程严谨、有序，

汇报内容有理有据、重点突出，充分彰显了项目组的专业度，最

终中和亚健康服务中心牵头承担的《中医养生保健服务（非医疗）

技术操作规范 》(推拿、砭术、刮痧、拔罐、艾灸)以及其他技

术项目全部通过审查。

最后学会领导总结: 1.保证安全性，涉及到药物的应谨慎推

荐，推荐方案需要有相关依据，操作人员的资质应写明，操作的

注意事项、禁忌应明确;2.明确应用环境，项目应用于非医疗机

构，医疗机构人员不参考此规范，诊疗相关的词语、操作应避免;3.

参与起草的单位、专家应更广泛、多元，需要有代表性的非医疗

机构参与起草工作;4.明确修订的内容是哪些并予以说明;5.建

议针对亚健康人群推荐一些养生保健方案;6.部分操作可与现代

工具相结合，建议补充;7.操作人员自我保护的内容补充;8.各项

目之间注意协调性，避免重复;9.推广单位、方案应更多体现非

医疗机构。



附件 5：

中医养生保健服务（非医疗）技术操作规范工作会议

第三次会议纪要

一、会议时间：2023 年 7月 25 日(周二) 9:30—12:00

二、会议地点：腾讯会议

三、参会人员：

陈俊峰 苏祥飞 刘鹏伟 孙 涛 何清湖 刘 密

彭 亮 王莹莹 何灏龙 周竞颖 徐 璇 李丽慧

查文锋 苏 燕 刘 震 其他项目组人员

四、会议内容：

第一项：介绍参会领导和参会人员。中华中医药学会标准化

办公室干部刘鹏伟介绍与会人员。

第一项：中华中医药学会领导致辞。中华中医药学会副秘书

长陈俊峰向与会专家介绍了了中华中医药学会团体标准《中医养

生保健服务（非医疗）技术操作规范》的背景和相关政策。

第三项：介绍《中医养生保健服务（非医疗）技术操作规范》

修订工作方案。中华中医药学会标准化办公室负责人苏祥飞介绍

说自4月 26号提案申请到7月 18号从 49项筛选出 12项修订项

目并正式立项,下一步的工作推进非常重要和紧张,紧接着结合

各项目整体情况汇报了《中医养生保健服务（非医疗）技术操作

规范》修订工作方案及工作安排。

第四项:讨论与交流:各项目组根据各自负责项目课题结合

学会工作安排发表了建议。

第五项:学会总结:各项目组按照学会工作安排按照把握好



时间节点积极推进,见下表:



附件 6：

中医养生保健服务（非医疗）技术操作规范专家论证会

会议纪要

一、会议时间：2023 年 9月 26 日(周二) 19:30—20:30

二、会议地点：腾讯会议

三、参会人员：

孙 涛 何清湖 刘 密 朱 嵘 彭 亮 章海凤

朱 伟 何灏龙 周竞颖 徐 璇 潘思安 曹思慧

李丽慧 查文锋 简孝通 李志林 苏 燕 刘 震

四、会议主持：李丽慧主任

五、会议记录：查文锋副主任

六、会议内容：

第一项：规范背景介绍。中和亚健康服务中心创建主任孙涛

主任医师向参会专家介绍了规范背景，对在团体标准制修定过程

中需要注意哪些关键要素、制修订路径、制修订重点等进行了讲

解。

第一项：课题承担单位介绍本课题开展情况。湖南中医药大

学针灸推拿与康复学院副院长刘密教授向与会专家汇报了中华

中医药学会团体标准《中医养生保健服务（非医疗）技术操作规

范》研究背景、起草内容、制定流程、征求意见等相关情况，形

成了本次专家共识会审定的《中医养生保健服务（非医疗）技术

操作规范》，提请各位专家审定。



第三项：参会专家围绕本课题进行了深入研讨。各位专家就

《中医养生保健服务（非医疗）技术操作规范》中推拿、砭术、

刮痧、拔罐、艾灸五个部分分别提出各自的观点和建议。最后由

孙涛教授和何清湖教授进行了总结，具体如下：1. 推拿、砭术、

刮痧、拔罐、艾灸五个部分内容体例格式要统一，要有整体性；

2.规范课题描述用语，此规范主要是用于中医养生保健机构使用，

并非医疗机构，所以在描述中不能太医学术语化，表述上既要体

现养生保健的特色，又不能太医疗化，有些专业色彩表述需要修

饰；3.在内容方面，凡是存在安全隐患的技术建议均不体现，要

把安全放在第一位；4.后续推广使用是关键，要加强宣传，做好

普及使用，多开展培训。

会议最终决定：由课题承担单位根据专家意见建议进一步修

改完善，具体由湖南中医药大学针灸推拿与康复学院副院长刘密

教授负责落实（孙涛教授和何清湖校长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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