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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参照GB/T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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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广西中医药学会提出、归口并宣贯。 

本文件起草单位：广西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广西壮族自治区中医儿科医疗质量控制中心）、

广西中医药大学附属瑞康医院、南宁市中医医院、梧州市中医医院、广西国际壮医医院、柳州市中医医

院、桂林市中医医院（桂林市中医儿科医疗质量控制中心）、北海市中医医院、防城港市中医医院、钦

州市中医医院、玉林市中医医院、百色市中医医院、贺州市中医医院、河池市中医医院、田东县中医医

院、北流市中医医院、贵港市妇幼保健院、桂平市妇幼保健院、柳州市妇幼保健院、广西壮族自治区妇

幼保健院、玉林市妇幼保健院（玉林市中医儿科医疗质量控制中心）。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王丹谊、韦斯曼、雍亚云、何翠红、梁瀚元、朱万青、李鹏、初晓、邢灵玲、

蔡颖、张莉、吴艳、李伟伟、刘倩、张程和、张小利、祝丽霞、陈青、王兆康、甘娜、王瑶、沈琪、李

妙媛、蔡晓静、肖潇、刘华奇、朱丽霞、冼斌、韦莉莉、苏俊颖、邓树兰、罗侯艳、黄小程、刘小乐、

农美兴、罗香团、吴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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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科中医非药物疗法操作规范  小儿咳嗽敷背散贴敷疗法 

1 范围 

本文件界定了小儿咳嗽敷背散贴敷疗法的术语和定义，规定了小儿咳嗽敷背散贴敷疗法的评估、施

术前准备、施术方法、疗程、注意事项、不良反应处理及禁忌的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小儿（0岁至14周岁）咳嗽敷背散贴敷疗法。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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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46  经穴名称与定位 

WS/T 313  医务人员手卫生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小儿咳嗽敷背散贴敷疗法  pediatric cough fubei powder sticking therapy 

将药物贴敷于体表部位，通过局部的皮肤直接吸收和药物对腧穴的刺激，激发经络系统的功能，达

到调节脏腑阴阳，扶正驱邪，通腑泄热、宣肺平喘，化痰止咳等作用的一种中医儿科常用外治方法。 

4 评估 

评估内容包括： 

a) 患儿以咳嗽为主的症状、体征；

b) 患儿生命体征、既往史及药物过敏史；

c) 患儿贴敷部位皮肤情况；

d) 患儿对疼痛、温度的耐受程度。

5 施术前准备 

用物准备 5.1 

医用托盘、胶布、垫巾、纸巾（毛巾）、速干手消毒液、无菌口罩、帽子、计时器、恒温板（设置

温度40
 
℃～42

 
℃）、屏风（必要时）、“敷背散”药膏。 

注： “敷背散”药膏的制作见附录A。 

环境要求 5.2 

操作环境整洁、温湿度适宜、光线明亮，符合隐私保护。 

患儿准备 5.3 

操作者向患儿或照顾者解释操作的目的、作用及方法，取得患儿配合。取俯卧位或坐位，暴露施术

部位，注意保暖。 

操作者准备 5.4 

5.4.1 配戴无菌口罩、帽子，站于患儿身侧。手卫生应符合 WS/T 313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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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 核对患儿姓名、年龄、性别、诊断等，并询问有无排便需求。 

6 施术方法 

取双侧肺俞穴、双侧双膏肓穴，穴位定位符合 GB/T 12346的规定。 6.1 

药膏温度以 40
 
℃～42℃为宜，使用药膏背面的塑料膜接触患儿背部皮肤，测试温度是否适宜，6.2 

视患儿耐热程度调节药膏温度，再将药膏面贴敷于肺俞穴（双）、膏肓穴（双）区域，避开督脉，贴敷

示意图见附录 B，询问患儿感受。 

用胶布贴于药膏四周，酌情加盖垫巾。 6.3 

不同年龄的穴位贴敷时间： 6.4 

a) ＜1 个月：贴敷 5
 
min～10

 
min；

b) 1 个月～5个月：贴敷 10
 
min～15

 
min；

c) 6 个月～1岁：贴敷 15
 
min～20

 
min；

d) 1～14岁：贴敷 20
 
min～30

 
min。

贴敷结束取下药膏，用纸巾或毛巾擦净患儿皮肤并观察皮肤情况。 6.5 

7 疗程 

每天1～2次，5
 
d～7

 
d为1个疗程，视病情治疗1～2疗程。 

8 注意事项 

贴敷过程中避免剧烈活动，防止药膏脱落。 8.1 

告知家长摘除药膏时间，贴敷结束应立即取下药膏。 8.2 

贴敷结束后 2
 
h内不宜洗澡。 8.3 

9 不良反应处理 

贴敷过程中出现治疗部位皮肤瘙痒、疼痛，或在贴敷后出现皮疹、水泡等不良反应，应立即停止治

疗，遵医嘱对症处理，观察效果。 

10 禁忌 

对相关药物过敏者禁用。 10.1 

局部皮肤有湿疮、疮疡、烫伤等皮肤破损者禁用。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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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敷背散”药膏制作 

A.1 “敷背散”药膏制作 

A.1.1 大黄、芒硝按4∶1配伍，研成细末，用孔径180
 
μm～250

 
μm的网筛过筛后备用。 

A.1.2 用药末10
 
g与新鲜大蒜泥8

 
g（大黄、芒硝、新鲜大蒜泥比例为4:1:4）加入温水15

 
mL调匀后平

摊于塑料膜上，制成10
 
cm×15

 
cm，厚0.3

 
cm～0.5

 
cm的饼状药膏，调成“敷背散”药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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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贴敷示意图 

贴敷示意图见表B.1。 

 

 

 

 

 

 

 

 

 

 

 

 

 

 

 
标引序号说明： 

1——肺俞穴； 

2——膏肓穴。 

图B.1 贴敷示意图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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