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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简况

1.任务背景

小儿推拿学是在中医基础理论临床实践指导下，基于儿童的

生理病理特点，通过在儿童体表特定穴位或部位施以手法，达到

防治疾病和保健作用的一种外治疗法。小儿推拿学具有系统的理

论体系和临床宝贵经验，是千百年来我国历代医家在长期的临床

实践中不断积累和总结的结果，它对我国儿童的健康及中华民族

的繁衍昌盛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当前，小儿推拿在社会群众中深受接受认同，众多医疗机构、

非医疗机构广泛开展小儿推拿的保健、治疗操作。在许多中医儿

科、小儿推拿、标准化等专家的共同努力下，目前已制定发布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化指导性技术文件《GBZ 40893.4-2021

中医技术操作规范 儿科 第 4 部分：小儿推拿疗法》、中华中

医药学会团体标准《T/CACM 1082-2018 中医治未病技术操作规

范-小儿推拿》等一系列小儿推拿的标准规范。然而，目前小儿

推拿相关的标准化文件均针对于医疗机构的专业从业人员，其中

涉及的许多诊断、操作手法等具有较高的专业性、复杂性和风险

性，对于社会化非医疗机构从业人员并不适合。故此，基于现有

的专业性较强的小儿推拿技术操作规范，制定出适用于非医疗机

构的技术操作规范便显得尤为重要。

本规范编写目的主要是为了规范中医养生保健服务（非医疗

类）小儿推拿技术，给非医疗类中医养生保健从事小儿推拿行业

人员可以有实际应用的策略和方法。即本规范要求适用于中医养

生保健服务从事小儿推拿的人员。使从事非医疗机构的小儿推拿

人员全面了解相关知识，易于实际操作，能使小儿推拿在中医养

生保健行业中得到广泛的实际应用。本规范简明实用，可操作性

强，符合法规和法律要求，具有指导性、普遍性和可参考性，可

作为中医养生保健服务（非医疗类）实践、规范和质量评价的重

要参考依据。

2.任务来源

为进一步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

展的意见》和全国中医药大会精神，规范行业内非医疗机构的中

医养生保健操作行为，中华中医药学会受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法监

司委托，拟修订一批中医养生保健服务（非医疗）技术操作规范。

征
求
意
见



本项目来源于《T/CACM 1082-2018 中医治未病技术操作规

范-小儿推拿》，修订为《中医养生保健（非医疗）技术操作规范·小

儿推拿》，由江苏省中医院、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单位负责

组织完成。立项时间是 2023 年 7 月 18 日。

3.标准起草单位

本项目主要起草单位：江苏省中医院、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

医院。

参与起草单位：广西钦州市中医医院、北京市第一中西医结

合医院、青岛李德修中医研究院有限公司、山东松屹健康咨询集

团有限公司、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上海市中医医院、首都医科大

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南京星源康健康

管理有限公司、南京市江宁中医院（二甲）、广东省中医院、山

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山东省高密市妇幼保健院（三乙）、福

建省莆田市第一医院、甘肃省中医院。

二、主要技术内容

1.规范的编制依据和原则

（1）全稿参考的相关技术文件

所有的名词术语要求规范，中医学名词术语符合相关中国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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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标准化工作

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GB/T1.1-2020）

执行。

计量单位一律按国务院 1984 年 2 月 27 日发布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及《量和单位》（GB3100-3102-86）执行，

单位名称用国际通用符号表示。

数字用法按国家标准 GB/T 15835—2011《出版物上数字用

法》为准。

标点符号使用按 1990年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和新闻出

版署联合发布的《标点符号用法》。

（2）本规范参考的技术文件

GB/T 16751.3 中医临床诊疗术语 治法部分

GB/T 20348 中医基础理论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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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12346 腧穴名称与定位

GB/Z 40893.4-2021 中医技术操作规范 儿科：第 4 部分：

小儿推拿疗法

2.规范的关键技术内容

《中医养生保健（非医疗）技术操作规范·小儿推拿》共有

7个组成部分：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诊断、辨

证、治疗、预防和调护建议。

（1）范围

（2）规范性引用文件

（3）术语和定义

（4）操作步骤与要求

——操作前准备

——操作手法

——小儿推拿操作顺序

——小儿推拿操作时间、频率与疗程

（5）操作方法

——补肺固表，增强体质

——调和脾胃，增进食欲

——补肾健脑，益智开窍

——培补元气，养心安神

——健脾祛湿，缓解过敏

——通经明目，防控近视

——健脾益肾，促进生长

——镇静安神，健脑益智

（6）禁忌症

（7）操作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意外情况及处理措施

——意外情况

——处理措施

（8）调护

三、主要编制过程

（一）提案、申请、立项

按照《关于 2023 年中华中医药学会团体标准立项工作安排

的通知》要求，陈秀珍、于娟主任牵头成立项目工作组，2023

年 06 月 25 日向中华中医药学会提交了项目申请书及指南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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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06 月 29 日项目组参加了中华中医药学会组织的项目审

查会，汇报指南内容，审查会投票一致通过。最终《儿童腺样体

肥大中医临床实践指南》项目于 2023 年 07 月 18 日由中华中医

药学会立项。

（二）成立标准起草组

1.标准起草组成立方式

项目起草组由负责人陈秀珍、于娟主任召集，通过电话沟通

确定参加人员，后续工作展开采用线上会议或微信沟通的方式进

行。

2.标准起草组组成情况

（1）标准起草组组成情况：

本规范起草组单位共有 16 家，其中医疗机构共 13 家（三级

甲等医院 11 家，三级乙等医院 1 家，二级甲等医院 1 家），均属

于三级甲等医院，非医疗机构共 3 家。涉及省份有北京、山西、

山东、江苏、上海、福建、广西、甘肃，地域分布广，针对非医

疗机构使用具有普适性。本规范起草组成员，医疗机构成员包括

4位主任医师、7 位副主任医师、10 位主治医师，非医疗机构成

员包括 1 位董事长、2位助理医师。所涉专业包括中医儿科学、

中西医儿科学、小儿推拿学、及方法学、管理学涵盖标准相关所

有领域，兼顾专业性和社会性，对非医疗的技术操作规范工作的

展开有重要指导意义。

（2）标准起草组成员名单及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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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 学位 工作内容

1 陈秀珍 江苏省中医院
主任

中医师

中医儿科、

小儿推拿
硕士

组织申报、实施、总结。

编制负责人。

2 于 娟
山东中医药大学

附属医院

主任

中医师
小儿推拿 博士

组织申报、实施、总结。

编制负责人。

3 王 雷 江苏省中医院
主治

中医师

中医儿科、

方法学
硕士

参加起草。项目组秘书。

4 李慧梅
广西钦州市

中医医院

副主任

中医师
小儿推拿 硕士

参加起草。参与调研、征

求意见。

5 梅文静
北京市第一

中西医结合医院

主任

中医师
小儿推拿 博士

参加起草。参与调研、征

求意见。

6 杨雅茜
青岛李德修中医

研究院有限公司

助理

医师

三字经流

派

小儿推拿

学士

参加起草。参与调研、适

用性评价、征求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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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赵小叶
山东松屹健康咨询

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 小儿推拿 学士

参加起草。参与调研、适

用性评价、征求意见。

8 薛 征
上海中医药大学

附属上海市中医医院

主任

中医师

中医儿科、

方法学
博士

参加起草。参与调研、征

求意见。

9 李 敏
首都医科大学

附属北京中医医院

主任

中医师

中医儿科、

小儿推拿
博士

参加起草。参与调研、征

求意见。

10 刘 静
江苏省中西医

结合医院

副主任

中医师
小儿推拿 学士

参加起草。参与调研、征

求意见。

11 徐士象 江苏省中医院
副主任

中医师
小儿推拿 硕士

参加起草。参与调研、征

求意见。

12 刘 瑜 江苏省中医院
主治

中医师
小儿推拿 硕士

参加起草。参与调研、征

求意见。

13 胡婵婵 江苏省中医院
主治

中医师

中医儿科、

小儿推拿
硕士

参加起草。参与调研、征

求意见。

14 周 涛 江苏省中医院
主治

中医师

中医儿科、

小儿推拿
硕士

参加起草。参与调研、征

求意见。

15 余星桦
南京星源康健康

管理有限公司

助理

医师
小儿推拿 学士

参加起草。参与调研、适

用性评价、征求意见。

16 李翎玉 南京市江宁中医院
主治

中医师
小儿推拿 博士

参加起草。参与调研、征

求意见。

17 李 丹 广东省中医院
副主任

中医师

中医儿科

生长发育
博士

参加起草。参与调研、征

求意见。

18 庞亚铮
山东中医药大学

附属医院

主治

中医师
小儿推拿 博士

参加起草。参与调研、征

求意见。

19 吴 静
山东中医药大学

附属医院

主治

中医师
小儿推拿 硕士

参加起草。参与调研、征

求意见。

20 孙 艳
山东中医药大学

附属医院

主治

医师
小儿推拿 硕士

参加起草。参与调研、征

求意见。

21 任 艳
山西中医药大学

附属医院

主治

中医师
小儿推拿 硕士

参加起草。参与调研、征

求意见。

22 禚秀梅
山东省高密市

妇幼保健院

副主任

中医师
小儿推拿 学士

参加起草。参与调研、征

求意见。

23 黄 霞
福建省莆田市

第一医院

副主任

中医师
小儿推拿 硕士

参加起草。参与调研、征

求意见。

24 赵 霞 甘肃省中医院
副主任

中医师
小儿推拿 硕士

参加起草。参与调研、征

求意见。

（3）利益冲突声明

本指南起草组所有工作人员不存在利益冲突。

（三）专家访谈

（1）访谈方案确定过程及方法

受访专家为包括指南专家组及指南工作组成员，共 4 名专家。

访谈内容主要包括：1.专家对小儿推拿技术操作规范的认识以及

临床实践的心得；2.非医疗机构使用小儿推拿操作的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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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受访专家名单

表 2 专家访谈受访名单

姓 名 单 位 职称职务 专业

殷 明 江苏省中医院 教授、主任医师 中医儿科、小儿推拿

赵东伊 南京中医药大学科技园理疗中心 助理医师 小儿推拿

姚 笑 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教授、主任医师 小儿推拿

王德军 湖南中医药大学 副教授 针灸推拿

（3）访谈提纲

①您对小儿推拿在非医疗机构使用有何认识？

②就您所知，小儿推拿在非医疗机构使用突出问题在哪？

③您认为目前非医疗机构从事小儿推拿是否参考标准？

④就草案本身而言，是否有哪些内容需要完善和修改，特别是操

作部分？

⑤是否有相关高质量文章推荐？

⑥有无其他建议和想法？

（4）访谈结论

①专家对小儿推拿推广势在必行，现在非医疗机构甚至母婴店都

有广泛运用，可推荐在非医疗机构开展的小儿推拿病种，如生长

发育、脾系病、反复呼吸道感染等。

制定非医疗机构小儿推拿规范化指南迫在眉睫，非医疗机构小儿

推拿提升服务质量和安全以及加强监管非常重要。

②原草案里有部分内容，特别是穴位操作方法、文字描述等要统

一。

③小儿推拿流派众多，有穴位和操作方法不统一，难以统一。

④专家临床经验不同，观点不一致，但大多认同目前草案内容，

特别是操作内容。

⑤暂无。

⑥暂无。

（四）证据的检索、筛选、提取与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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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证据的检索与筛选

以网络检索为主，同时使用手工检索。以“小儿推拿”“诊

断”“治疗”“中医”“中西医结合”等作为检索词组合，检索中

国学术期刊（网络版）、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维普）、万方数据

知识服务平台、中国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等，检索年

限从 2018 年 1 月到 2023 年 8 月；选择中医及中西医结合治疗性

文献作为评价对象，对于来自同一单位同一时间段的研究和报道

以及署名为同一作者的实质内容重复的研究和报道，则选择其中

一篇作为目标文献。手工检索主要检索诊疗指南、标准、规范、

药品说明书、专利说明书，以及相关中西医儿科教材、专著，同

时注意搜集未公开发表的科研报告、学位论文、会议论文等灰色

文献。

制定一套明确的文献纳入与排除标准，对文献进行筛选，阅

读符合标准的文献。纳入文献以各类规范及治疗性研究为主。主

要选择：已发布的指南、规范、标准、诊疗方案及教材，最新现

代医学诊断，随机对照研究、半随机对照研究、名老中医专家经

验—准备纳入调查问卷者等。排除文献为不足以影响临床的理论

探讨，设计不好及写作较差的临床报道，非名老中医的、未取得

广泛共识的自拟方的临床报道。

共检索出文献数量 252篇。其中万方数据库（Wanfang）75
篇，中国知网（CNKI）68篇，维普数据库（VIP）55篇，PubMed
检出 54篇。

2.证据的提取与综合

本技术操作规范是基于 2018 年中华中医药学会团体标准

《T/CACM 1082-2018 中医治未病技术操作规范-小儿推拿》，为

适用于非医疗机构使用的修订稿。经中华中医药学会统一指导意

见，本次规范不需再经循证，基于原有循证的稿件，结合更新的

文献证据、代表性专家访谈意见，凝练总结共识修订成征求意见

稿，开展下一步编制工作。

（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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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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技术操作规范来源于中华中医药学会团体标准《T/CACM

1082-2018 中医治未病技术操作规范-小儿推拿》，为适应非医

疗机构使用而修订的版本。此外，目前已制定发布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家标准化指导性技术文件《GBZ 40893.4-2021 中医技术

操作规范 儿科 第 4 部分：小儿推拿疗法》亦涵盖了本技术操

作规范的部分专业性内容。

（二）是否引用相关标准？引用的内容是什么？

本技术操作规范引用了上述两项标准中的“操作部分与要求”

“操作方法”“禁忌症”等内容，基于适用于医疗机构的专业性

内容，简化凝练出适用于非医疗机构使用的小儿推拿技术操作规

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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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医疗）技术操作规

范·小儿推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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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 代表性分歧意见处理情况

修订的

具体条目

2018版小儿推拿技术规

范内容

修订后的（非医疗）小儿

推拿技术规范内容
修订理由

1 范围

本规范规定了小儿推拿

的术语和定义、指导原

则等。

本文件规定了小儿推拿疗

法的小儿推拿的术语和定

义、操作步骤与要求、操

作方法等

根据中华中医药学会对规范构成要

求在非医疗机构执行，按照专家指导

组补充了操作步骤的内容，更改了术

语。

本规范适用于对各级各

类医院及保健机构小儿

推拿临床操作进行规范

管理，指导相关医师及

保健人员正确进行治未

病小儿推拿操作。

本文件适用于小儿推拿疗

法技术操作。

2 规范性引

用文件

无。 1 增加了：2 规范

性引用文件：下列文

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

根据规范书写要求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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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

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

款。其中，注日期的

引用文件，仅该日期

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

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

文件，其最新版本(包

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

于本文件。

GB/T 16751.3 中医临床

诊疗术语 治法部分

GB/T 20348 中医基础理

论术语

GB/T 12346 腧穴名称与

定位

GB/Z 40893.4-2021 中医

技术操作规范 儿科：第 4

部分：小儿推拿疗法。

3 术语和定

义

小儿推拿是在中医儿科

学和中医推拿学的基础

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具有独特理论体系的，

在小儿体表的特定腧穴

或部位施行独特推拿手

法的一种操作方法。

小儿推拿通过对小儿体表

的经络穴位施以各种不同

的操作手法以求达到疏通

经络、调和气血、平衡阴

阳、提升机体自然抗病能

力作用的中医技术。

根据文献研究总结，对此进行了完

善。

3指导原则

（1）小儿推拿在“治未

病”中主要体现在小儿

养生保健和亚健康状态

的调整的应用，如体质

虚弱、易疲劳、易感冒、

反复咽炎、反复鼻炎、

厌食、挑食、易于食积、

口臭、记忆力较差、上

课注意力不集中、学习

困难、口吃、发育迟缓、

易受惊吓，夜眠不安、

睡中惊惕等。

（2）小儿推拿运用于

“治未病”的主要内容

有：未病养生，防病于

先；欲病救萌，防微杜

渐；瘥后调摄，防其复

发。

（3）本操作规范主要以

删除。 采纳专家审查组意见，跟新草案中的

适应症内容重复，重新加以整理。征
求
意
见



“未病先防”，“已病防

变”，“瘥后防复”为理

论依据，以取得“治未

病”的效果为防治原则。

4 操作步

骤与要求

无“器具”内容。 增加器具内容：详见 4.1.2
器具。

在《中医治未病技术操作规范 小儿

推拿》的基础上，结合文献研究总结、

专家审查会意见，作了补充完善和完

善。
4.2 施术部位选择

见原“文件”。

4.1.3 操作部位选择

见新草案。

4.4 介质选择

见原“文件”。

4.1.5 介质选择

见新草案。

4.2 操作

方法

无相关内容。 增加：4.2.1 小儿推拿常

用手法

4.2.2 小儿推拿复式手法

4.2.3 小儿推拿取穴方法

在《中医治未病技术操作规范 小儿

推拿》的基础上，结合参考 GB/Z
40893.4-2021 中医技术操作规范

儿科：第 4 部分：小儿推拿疗法

以及相关文献研究，对操作方法进行

了修改。
4.3 小儿

推 拿 操 作

顺序

无相关内容。 增加了：4.3 小儿推拿操

作顺序。详情见草案。

4.4 小儿

推 拿 操 作

时间、频率

与疗程

无相关内容 增加了：4.4 小儿推拿操

作时间、频率与疗程。详

情见草案。

5 操作方

法

原文件：

5.1 强肺卫、增体质

5.2 健脾胃、增食欲

5.3 补肾健脑

5.4 养心安神

5.5 改善过敏体质

修改为：

5.1 补肺固表，增强体质

5.2 调和脾胃，增进食欲

5.3 补肾健脑，益智开窍

5.4 培补元气，养心安神

5.5 健脾祛湿，缓解过敏

增加了：

5.6 通经明目、防控近视

5.7 健脾益肾、促进生长

5.8 镇静安神、健脑益智

采纳专家评审专家们意见，.基于文献

证据、专家共识、应用测试评价等，

筛选出一批操作简便、安全性高、效

果明确，适宜非医疗机构从业人员开

展的小儿推拿病种，包括生长发育、

反复呼吸道感染等，增加了视力保健

防治等方案。

2.附录通常指资料性文件，相关推荐

病种操作技术方案在正文中分类描

述。

6 禁忌症

详见规范内容 6 禁忌

症

2 详见草案内容 6
禁忌症。

在《中医治未病技术操作规范 小儿

推拿》的基础上，以及相关文献研究，

进一步完善禁忌症相关内容，便于非

医疗机构从业人员掌握和操作的安

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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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在青岛李德修中医研究院有限公司，山东

松屹健康咨询集团有限公司，南京星源康健康有限公司。

2. 其他宣传、贯彻本标准的措施

征
求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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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发布后，文件全文将在相关专业期刊、科普期刊及其

他相关大众媒体上公开发表。依托起草人单位在儿科、小儿推拿、

小儿外治等领域开展标准应用宣讲会 1～2 场，负责人单位利用

国家级区域诊疗中心（儿科）、山东小儿推拿流派等行业内学术

影响，宣传、指导、培训应用本文件。

（二）标准的用户评价

描述拟于何时开展标准的用户评价及用户评价的方案。

（三）标准的修订

建议在本技术操作规范发布实施后 3～5 年，要依据中医儿

科相关临床研究的进展和技术方法的进步，对本规范进一步研究，

修订、更新。

八、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中医养生保健（非医疗）技术操作规范·小儿推拿》虽为

《T/CACM 1082-2018 中医治未病技术操作规范-小儿推拿》的

修订，但其实施的单位分别为非医疗机构和医疗机构，建议发布

后可同时保留使用。

九、相关附录

征
求
意
见



附件 1

中华中医药学会团体标准立项审查会议纪要

项目名称 中医养生保健服务（非医疗）技术操作规范 小儿推拿

会议时间 2023 年 6 月 29 日（周四） 14:00-17:30

会议地点 腾讯会议 ID：595-778-218

组织承办人 刘鹏伟 联系方式 15910682102

项目名称、负责人及投票结果

序号 项目名称 同意 不同意 结果 负责人 承担单位

1 中医养生保健服务（非医疗）技术操作规范 小儿推拿 7 2 通过 陈秀珍、于娟
江苏省中医院、山东中

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参会专家名单：（姓名 单位 职称）

孙塑伦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主任医师（审查组组长）

王立新 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临床医院主任医师

王宇峰 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主任医师

王利平 武汉合和大唐亚健康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技术总监

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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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松鹤 湖南医峰阁医学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总监

杨佃会 山东省中医院主任医师

沈 潜 北京中医药大学国医堂副主任医师

林嬿钊 广东省中医院主任医师

高艳玲 国家标准技术审评中心高级工程师

专家意见（以下为专家意见原文）：

专家 意见 采纳否 具体修改或不采纳理由

专家 1

明确修订的主要内容，与上一个版本的区别是什

么？该标准是给非医疗类从事小儿推拿行业人员使

用，那正文中条款的应用对象“医师”是否不准确？

前言内容写的不规范，请按照 GB/T1.1-2020的标准

编写；规范性引用文件的标准排序应从小到大进行

排序，附录 D和 E是否可以放在正文中。

采纳

1.与上一版本的区别主要为本项指南适用于非医疗机构相关小儿推

拿从业人员。

2.应用对象已修改为非医疗机构相关小儿推拿从业人员。

3.前言、规范性引用文件已按规范修改、调整。

专家 2

同意立项。建议扩大参与单位。

采纳

本标准主要应用于开展小儿推拿技术操作的中医养生保健服务的非

医疗机构。为确保标准修订的科学性、规范性、有效性，目前参与

修订起草的单位共 16家（其中非医疗机构 3家，医疗机构 13家），

为便于后期测试应用反馈及宣传、推广，再次扩大非医疗机构一家

参与本标准修订和测试及推广。

专家 3

项目重复。

不采纳

本标准有别于成人推拿技术操作规范，且于立项之初两项目即已

达成内容范围划分。

小儿推拿技术操作规范的单独提出，有利于体现儿童推拿技术操

作的特殊性，重点提出具有儿科特色的反映儿童疾病谱的中医小

儿推拿养生保健技术操作方案。

专家 4
附录中建议增加生长发育，多动症，体质，呼吸道

反复感染等具体方案。
采纳

1.基于文献证据、专家共识、应用测试评价等，筛选出一批操作

简便、安全性高、效果明确，适宜非医疗机构从业人员开展的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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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推拿病种，包括生长发育、反复呼吸道感染等，增加了视力保

健防治等方案。

2.附录通常指资料性文件，相关推荐病种操作技术方案在正文中

分类描述。

专家 5

不推荐在非医疗机构由非医疗专业人员对儿童实施

推拿。

不采纳

1.本标准的修订，为进一步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中医

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和全国中医药大会精神，规范行业内非

医疗机构的中医养生保健操作行为，由中华中医药学会受国家中

医药管理局法监司委托，拟修订的一批中医养生保健服务（非医

疗）技术操作规范之一。

2.本标准的适用于开展小儿推拿技术操作的中医养生保健服务的

非医疗机构相关小儿推拿从业人员，因而修订过程中已按照《中

医养生保健服务规范》的要求，排除牵引、扳法等具有创伤性、

侵入性或者危险性的技术方法，旨在为相关从业人员提供切实可

行的技术操作方案，兼顾有效性、安全性、经济性，满足人民群

众对于儿童中医养生保健的需要。

专家 6
小儿推拿明确少儿增高，益智，提高免疫力，适合

市场需求。 采纳

本标准修订，已选取提供“补肺固表，增强体质”“调和脾胃，

增进食欲”“补肾健脑，促进生长”等具体操作方案，根据专家

意见增加满足需求。

专家 7

申报书应补充完整信息；

标准内容中的文字应按统一格式；

最后的说明内容不需放在标准中，建议另外形成一

个较为详细的“编制说明”文件。

采纳

1.申报书内容信息、格式体例已按学会提供样稿标准修改；

2.编制说明按标准编制规范要求，单独形成文件。

专家 8 没有。 采纳 无。

专家 9
进一步规范穴位定位和推拿手法操作内容。

采纳
基于文献研究、专家共识等方法进一步规范穴位定位和推拿手法操

作内容。

审查结论：

通过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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