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医药通报2023年3月 第22卷 第3期 TCMJ，Vol. 22，No. 3，Mar 2023

中医推拿智能化开发技术路线探讨与应用※

张云龙 1，2∗ 马学思 1，2 吴 锐 1，2 林国清 3

摘 要 伴随着人工智能、物联网、互联网、机器人新兴技术的发展，中医推拿正面临着传统与现

代数字化转型融合的巨大挑战。基于此，中医推拿应借助数字化平台，依托新兴技术，制造出蕴含传

统医学理念的数字化、标准化、现代化的推拿保健产品，让中医推拿保健技术通过产品走进寻常百姓

家，推动人类健康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关键词 中医推拿；数字化；标准化；现代化；产业化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健康中国 2030”规划

纲要》[1]指出，健康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支柱作用越来

越明显。国家卫健委预计2030年中国健康产业市场

规模可达16万亿元[2]。人工智能、大数据、互联网、机

器人等新兴技术的广泛应用，给健康行业带来了新的

发展方向。《人民日报》指出，“人工智能融得更深用得

更广”[3]，人工智能“以用为本”，深度驱动产业，正与医

疗深度融合，成为人们的“得力助手”，智能辅助器具

已成为人工智能渗透并应用的医疗服务环节。

中医推拿是以脏腑经络学说为理论基础，结合西

医的解剖知识，用手法作用于人体体表的特定部位，

以调节机体的生理、病理状况，达到养生保健和康复

治疗的作用。目前，主流的推拿（按摩）设备是按摩椅

和按摩床，这类设备仅限于肌肉放松、缓解疲劳等，无

法从医疗角度进行专业推拿。将人工智能、大数据、

互联网、机器人等新兴技术与传统中医推拿相结合，

成为智能推拿机器人研究的重要方向。在科学性、前

瞻性、创造性、引导性准则基础上，智能推拿机器人研

究应坚持以“中医推拿数字化”为基础，以“中医推拿

标准化”为规范，以“中医推拿现代化”为路径，以“中

医推拿产业化”为目标的技术开发总路线，以新兴技

术与传统中医推拿相融合的方式，实现中医推拿的数

字化、标准化、现代化、产业化。中医推拿智能化开发

技术总路线见图1。

1 中医推拿“数字化”
指将人手的感知能力和行为能力通过数字化手

段将手法进行采集、建模并实现。

1. 1　数据及服务平台　随着保健按摩市场的发展，

按摩椅厂商开始重视并充分利用大数据进行用户健

康档案管理、商品管理、设备状态管理及其他管理与

服务。开发功能强大、性能稳定、流程规范、布局合理

的大数据平台系统，通过用户健康大数据化、业务规

则系统化、商家数据信息分层化、后台服务模式健全

化、中医推拿手法物联化，有助于企业在市场竞争中

脱颖而出，还可变现收益，大数据云平台的商业价值

进一步凸显。

1. 2　推拿大师手法采集和人体三维建模　王德敏[4]

的骨度分寸折量法，可以对不同群体的人体穴位数字

化测量精准定位。中医推拿大师的推拿技法覆盖人

体颈、肩、背、腰、臀、手、膝、足等部位，采集推拿手法

的数据，分解动作要点，将手法分解为穴位、时间、力

度、角度、节奏对应的机器语言；结合骨度分寸折量

法，通过机器人按摩技术对空间三维运动的协同控

制，模拟推拿大师手法在三维空间的运动轨迹、韵律

图1　中医推拿智能化开发技术总路线

※基金项目 厦门市科技计划项目（中医医疗器械）（No.3502Z20224001）
* 作者简介 张云龙，男，博士，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国务院政府特

殊津贴专家。研究方向：机械工程自动化及人工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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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1015）；3.厦门医学院临床医学系（福建 厦门 36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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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作用时间；在人体和机器人运动条件下，基于深度

相机识别人体的特征，实现跟踪特征、估算人体和机

器人自身的运动，最终通过算法实现人体数字模型数

据的采集，完成人体模型的三维重建。

1. 3　人体健康参数采集　中医有“望闻问切”四诊之

法，然其变量多、影响因素杂、个性化和主观因素较

多，个体间交流共享受限制[5]。西医建立在近现代科

学的基础上，其诊断和治疗语言与科学语言一致，在

高科技检测手段层出不穷的当下，西医药成为人们潜

意识的首选。因此，中医推拿需与时俱进，抓住大数

据、人工智能、互联网、机器人等新兴技术的“术”和

“用”，建立中医推拿特有的人体健康参数采集语言。

1. 3. 1　机器人推拿区域确定　数字模型可以给出和

人体大小相同的三维模型，以关键点的位置如肩膀、

腰部为基准，以中医理论为指导，根据三维模型呈现

出的曲面特征，得出身体每个部位的法线方向，从而

实现推拿姿态的确认，给出推拿机器人末端推拿工具

在每个位置的坐标和方向，让机器人知道模型中的各

部分数据和人体部位对应的过程。

1. 3. 2　人体经络穴位精准定位　中医推拿是以中医

理论和经络腧穴学说为基础的外治方法，人体经络畅

通有助于气血的运行和脏腑功能的正常发挥。但现

有的按摩椅产品存在技术同质化严重、功能单一、检

测精度不高等问题，无法有效精准定位到不同身型用

户的穴位，导致按摩功效不高和用户体验感不佳。因

此，开发出集中医理论模型、传感技术和推拿控制技

术为一体的人体经络穴位精准定位技术成为按摩椅

行业亟待解决的技术难题。对此，应基于中医“骨度

分寸”机理，研发出具有主要经络穴位的人体模型；通

过人体经络穴位定位的研究，提高推拿控制器的执行

精度；根据用户体态参数，利用人体模型计算得出主

要穴位的空间三维坐标值；通过高精度闭环控制系

统，以约为1  mm的定位精度，控制血芯精准移动穴位

所在位置，从而实现不同群体颈部、肩内、肩外、肩胛

骨、背部、腰部 6个部位及 34个主要穴位定位。以该

模型为基础的人体经络穴位精准定位技术有着定位

速度快、精度高且智能化等优点，赋予了按摩器在用

户健康管理、治未病等方面更多的功能。

1. 3. 3　酸痛点检测判断痛证　酸痛点检测与痛证诊

断，为推拿前的关键步骤。通过对人体局部触诊，利

用酸痛检测手柄采集人体反馈的信息，结合中医相关

理论，准确判断酸痛点（阿是穴）的位置，同时进行局

部酸痛程度的检测，完成痛证诊断。而后在人体三维

重建的基础上，通过釆集到的推拿大师手法数据，结

合酸痛检测的情况进行多维度量化，形成各具特色的

按摩手法数据库，完成推拿大师手法“数字化”建模，

进而进一步完善数据及服务平台。

1. 3. 4　人体指标参数检测　人体指标参数是健康或

疾病预防的依据。人体指标参数检测技术包含人体

常规生理参数检测、人体隐性生理参数检测和人体体

貌参数检测，可以在无创的前提下展开，能为亚健康

人群的健康管理和“治未病”施疗方案提供有力的数

据支撑。同时，这类检测技术的成功开发有利于助推

更多健康管理产品进入市场，帮助人们实时监测身体

健康状况，为疾病的提前干预、诊断施疗提供较好的

监控手段和准确的数据。

2 中医推拿“标准化”
严晓慧等[6]分析中医推拿手法的现状，近年来各

中医院校采用的《推拿学》《推拿手法学》以及一些推

拿专著对推拿手法的论述和评估各不相同，从手法而

言手法，或是从动作而言动作。顾骐[7]也分析了推拿

手法存在同名异法、同法异名、一法多名、一名多法的

现状，建议将具有共同特征(如动作形态等)归为同一

类型，以实现手法分类科学化、标准化。王继红等[8]解
读了当前推拿市场鱼目混珠，医政管理混乱的情况，

认为应由学术部门科学界定不同层次的推拿实践活

动，严格管理推拿市场。因此，为使中医推拿不断发

展，应科学界定推拿活动，规范推拿手法量化标准、评

估指标标准，并且有必要制定推拿（按摩）器械的国家

医疗器械认证标准。

2. 1　中医推拿手法量化标准　建立“采集+评估”为

一体的推拿大师手法采集标准，借助可穿戴的多传感

器数据采集手套，通过手套对中医推拿大师覆盖人体

颈、肩、背、腰、臀、手、膝、足相关部位的手法动作参数

进行采集，从动作的空间轨迹、顺序、力度等多维度记

录，借助按摩舒适评估系统进行评估，组织中医推拿

大师从动作轨迹、实际体验等综合评测并确认模拟的

手法效果，与行业内相关权威组织共同进行中医概念

性标准的制定，对中医推拿手法进行量化评估。

2. 2　诊断评估指标进行标准化制定　《灵枢·经筋》

言“以痛为腧”，阿是穴是指病痛局部或敏感反应点

（有酸、胀、痛、麻、木等反应）作为穴位的一类腧穴，是

诊断评估与治疗保健相结合的一个要穴。定位诊断

技术主要利用光电方法获得血液容积的变化情况，然

后建立模型将相关参数与人体的酸痛程度紧密结合，

进行酸痛点评估，以实现对人体各部位酸痛程度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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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和痛证诊断，并制定推拿治疗方案。该技术需先明

确诊断标准，通过对“阿是穴”的检测，评估健康状态，

完成中医痛证诊断，根据不同部位，进一步形成专属

的推拿治疗程序，实现先诊断后保健再治疗的完整推

拿诊疗流程。

2. 3　制定推拿（按摩）器械的国家医疗器械认证标

准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2020 年 10 月 16 日例行新

闻发布会文字实录[9]提出，2019年全国医疗机构总数

超过100万家，其中医院数量3.4万家，医疗资源供给

呈持续增加。据网络数据显示，国内推拿店数量达百

万家以上。由此可见，智能推拿机器人的市场潜力巨

大，因此，笔者团队认为，有必要制定推拿（按摩）器械

的国家医疗器械认证标准，通过中医推拿（按摩）器械

认证标准化，将智能推拿机器人引入医院、推拿店等，

完成对推拿医生和技师的工作辅助，为更多人提供中

医推拿服务。

3 中医推拿“现代化”
通过先进的控制理论、机械和控制技术实现传统

中医推拿手法“机器人化”，通过推拿机械手机械传

动、人机交互、智能传感技术和AI技术、远程推送等

现代化手段实现保健效果，从而达到用智能推拿机器

人替代推拿医生、技师进行推拿手法操作的目标。应

用智能人体腧穴精准定位技术，实现精准穴位按摩，

建立行业标准；大力提高机械按摩拟人化程度；应用

智能传感技术和 AI 技术提高按摩产品的智能化水

平；研发定制化推拿按摩处方远程推送技术，应用互

联网思维为用户提供“量身定做”的推拿按摩服务。

利用机器人理论中的建模、运动学和动力学正逆

解、运动控制和力控制理论，完成对机器人的控制，利

用机器人理论中的模型理论完成人体模型的三维重

建，结合智能家居、物联应用等手段，通过机器人完成

推拿功能，实现传统中医理论与现代先进科技结合，

是实现中医推拿现代化最为可行的方法。

4 中医推拿“产业化”
产业化指某种产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以行业需

求为导向，以实现效益为目标，依靠专业服务和质量

管理形成系列化和品牌化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

因群体多样化，医师到用户产业链较短，需求多变，中

医推拿几乎“一案一例”，存在产业化发展的特殊难题。

人工智能、大数据、互联网、机器人新兴技术是当

前的焦点，传统中医推拿理论与现代科学技术有效融

合，强化智能推拿机器人的理疗属性和功能、经典案

例的积累和规模复制、推拿手法数据化、远程个性化

推送缓解就诊压力，用智能推拿机器人替代人进行推

拿手法操作，可为“大健康产业”锦上添花。

4. 1　强化智能推拿机器人的理疗属性和功能　运用

“千人千方”智能AI算法得出符合用户身体状况的按

摩程序。结合推拿医师手法动作轨迹、实际体验等综

合评测增加智能推拿机器人的理疗属性和功能。

4. 2　推拿手法远程推送缓解就诊压力　通过大数据

采集推拿医师的手法，进行多维度量化，形成各具特

色的推拿（按摩）手法数据库，完成推拿医师手法建模

数字化。亚健康市场对推拿产品的需求凸显，中医推

拿手法与新兴技术充分结合后，通过远程推送“千人

千方”的程序，可替代推拿医师和技师的部分常规工

作，提高医疗行为效率，缓解就诊压力。

4. 3　中医推拿“产业化”助力建立健康大数据共享平

台　辅助终端实现智能化诊断，提高产品个性化医疗

属性的同时，形成科学化全民健康管理体系。

4. 4　从“家用市场”向“家用+商用+细分市场(如按摩

床、小儿推拿等)”进行升级　可填补当前商用及细分

市场推拿（按摩）设备的市场空白。

5 技术路线的应用
《“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十四五”中医药发

展规划》[10]及《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11]等相关

政策致力于推动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发展中医药

健康服务业。国家扶持中医事业发展的力度前所未

有，中医事业迎来了生机勃勃的春天。政策实施以

来，各地政府、企业、医疗机构、中医馆、中医药产业研

发平台，都在积极打造中医健康服务新模式。

在国家大健康产业战略和中医药发展规划引导

下，奥佳华智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中医推拿理

论为基础，坚持研究按摩机芯核心技术，创新地将中

医推拿、精准按摩与机械传动、人工智能、物联网、机

器人、互联网等新兴技术相结合，依托企业自主建设

的业内唯一的中医智能推拿按摩健康（中国）研究院，

将数百位中医推拿大师的按摩手法通过“数字化工

程”创新性融合到自主研发的“智能检测、智能分析、

智能评估、智能推送”大健康核心技术上，研发的“基

于中医穴位理论的智能推拿机器人”项目于 2022 年

获厦门市科技局科技计划项目（中医医疗器械）立项，

代表行业在中医推拿医疗器械领域科技计划项目零

的突破。通过将人工智能技术、传感器技术和特征识

别技术引入人体参数的采集，实现中医推拿的“数字

化”；将机器人技术引入推拿过程，实现中医推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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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化”；将按摩机芯核心技术与新兴技术有效结

合，实现按摩椅向推拿机器人的转变，实现中医推拿

的“现代化”。项目产业化后将实现中医推拿技术传

承，为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健康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

献。该项目的智能健康服务生态系统见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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