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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参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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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规定起草。

本文件替代ZYYXH/T163—2010《中医保健技术操作规范 第6部分：耳部保健按摩》，

与ZYYXH/T163—2010相比，除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a) 增加了“范围”中的内容，增加了“使用者”及“应用环境” （见 1）；

b) 在“规范性引用文件”中增加了《GB/T 30232—2013 针灸学通用术语》、《GB/T

21709.3—2021 针灸技术操作规范 第 3部分：耳针》、《T/CACM 1088—2018 中医治未病技

术操作规范 耳穴》(见 2) ；

c) 修改了“耳部保健按摩”、“按揉法”、“点按法”的定义 （见 3.1、3.3、3.4，2010版

的 3.1、3.2、3.3）；

d) 增加了“耳穴贴压法”的定义（见 3.2）；

e) 将“施术前准备”修改为“操作前准备”（见 4.1）；

f) 修改了“按揉法”的操作方法（见 4.2.1）；

g) 增加了“耳穴贴压法”的操作方法（见 4.2.7）；

h) 增加了“操作后处理”（见 4.3）

i) 增加了“注意事项”（见 5.3、5.4、5.5、5.6）；

j) 增加了“禁忌”（见 6）；

k) 修改了“附录 B 资料性附录 常用耳穴定位”的名称为“附录 B 规范性附录 常用耳

穴定位”（见附录 B）；

l) 增加了“附录 C（资料性附录）常用耳部按摩流程”包括“C.1日常耳穴保健按摩法”、

“C.2分区按摩法”（见附录 C（资料性附录）常用耳部按摩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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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天津中医药大学提出。

本文件由中华中医药学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天津中医药大学、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天津中医药大学第

四附属医院、吴江市云龙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内蒙古医科大学、甘肃中医药大学、重庆中医

药学院、天津市中西医结合医院、浙江省中医院、杭州市中医院、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

医院、依脉人工智能医疗科技（天津）有限公司、杭州芜利吉泰技术集团有限公司、湖北鄂

东医养集团有限公司、湖南省医药有限公司、上海徐汇银燕国际养生悬灸研究所、北京冠普

医疗器械贸易有限公司、河北欧华医疗器械贸易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郭义、陈泽林、郭扬、赵雪、耿连岐、陈悦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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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参与起草人：李丹、衡跃华、曹银燕、谭亚芹、严兴科、唐成林、赵天易、陈波、

杨毅、宣丽华、景绘涛、仇建波、刘西贤、任海燕、丁沙沙、洪寿海、张静莎、苏冬冬、张

奇文、刘阳阳、周丹、周鹏、蒋丽元、石艳来、张红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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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中医养生保健服务是在中医药理论指导下，运用中医药技术方法，开展保养身心、改善

体质、预防疾病、增进健康的非医疗性活动。耳部是人体的重要反射区，耳部按摩是在中医

理论指导下，运用一定的手法在耳部特定部位进行规范性按摩的中医保健技术，从而发挥调

和五脏气血、平衡机体阴阳的整体保健作用。

本文件是根据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养生保健服务规范（试行）》的相关规定，结合

近年来新的研究证据，在 2010年发布的《中医保健技术操作规范 第 6部分：耳部保健按摩》

基础上修订而成，目的在于指导相关从业者正确使用耳部按摩开展中医养生保健服务，使耳

部按摩疗法的应用更加规范化、更具安全性，更好地为广大民众的健康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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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养生保健服务（非医疗）技术操作规范

耳部按摩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耳部保健按摩的术语和定义、操作步骤与要求、注意事项及禁忌。

本文件使用者为提供中医养生保健服务（非医疗）的从业人员。

本文件应用环境为提供中医养生保健服务（非医疗）的机构。

本文件应用对象为有需求于中医养生保健服务（非医疗）的人群。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本文件的制订和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

本适用于本文件。凡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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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34—2008 耳穴名称与定位

GB/T 30232—2013 针灸学通用术语

GB/T 21709.3—2021 针灸技术操作规范 第3部分：耳针

T/CACM 1088—2018 中医治未病技术操作规范 耳穴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耳部保健按摩 ear health-care Tuina

在中医理论指导下，以养生保健服务（非医疗）为目的，运用一定的手法在耳部特定部

位进行规范性按摩的中医保健技术。

3.2

耳穴贴压法 auricular points plaster therapy

指在中医理论指导下，用胶布将药豆或磁珠贴于耳穴处，使局部产生酸麻胀痛等刺激感

应的一种中医特色外治法。

3.3

按揉法 pressing and kneading method

以手指指腹或耳穴按摩棒对准耳部一定部位或耳穴埋豆处，施以一定力度按压并做回旋

揉动的手法。

3.4

点按法 pointing and pressing method

以手指指端、指腹或耳穴按摩棒适力按压于耳部一定部位或耳穴埋豆处，并停留一定时

间的手法。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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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掐法 pressing and nipping method

以手指指甲尖着力于耳部一定部位垂直按压的手法。

3.6

提捏法 lifting and pinching method

以两手指夹持耳部一定部位，相对用力并做提拉的手法。

3.7

擦法 rubbing method

以手指或耳穴按摩棒着力于耳部一定部位，做快速往返移动的手法。

3.8

摩法 circular rubbing method

以手指或耳穴按摩棒在耳部一定部位，做环旋摩动的手法。

4 操作步骤与要求

4.1 操作前准备

4.1.1 手指及耳穴按摩棒

施术者指甲宜短而圆润。按摩棒应不易折断、无毒，施术端应圆钝、光滑、大小适宜。

4.1.2 部位选择

根据保健目的选择相应的耳穴。耳穴选择方法参见附录 A。常用耳穴定位参见附录 B

和 GB/T 13734—2008。

4.1.3 体位选择

选择受术者舒适，施术者便于操作的体位。

4.1.4 环境要求

应保持环境安静，清洁卫生，温度适宜。

4.1.5 清洁要求

4.1.5.1 施术部位清洁：可用清洁湿毛巾擦拭，亦可用 75%医用酒精擦拭。

4.1.5.2 耳穴按摩棒清洁：可用清洁湿毛巾擦拭施术端，亦可用 75%医用酒精擦拭。

4.1.5.3 施术者清洁：施术者双手应清洗干净。

4.2 操作方法

4.2.1 按揉法

施术者以一手固定受术者耳郭或头部，另一手以指腹或耳穴按摩棒对准耳穴，施以一定

压力并以每分钟 30 次～60 次频率做回旋揉动，以局部热胀为度，可双手两耳同时操作。

4.2.2 点按法

施术者以一手固定受术者耳郭或头部，另一手以指端、指腹或耳穴按摩棒对准耳穴，逐

渐用力按压，稍作停留，以受术者耐受为度。每个部位可反复操作数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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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按掐法

施术者以一指指甲尖对准耳穴，或配以余指垫于耳部背侧，垂直按压，以受术者耐受为

度。每个部位可持续 5s～10s，可反复操作数次。

4.2.4 提捏法

施术者以两手指夹持耳穴，相对用力，可做多方向反复提拉，每分钟 15 次～30 次，以

局部热胀为度。

4.2.5 擦法

4.2.5.1 指擦法

施术者以两手指夹持耳根部，或一手固定耳郭，另一手指腹着力于耳部一定部位，做快

速往返移动，每分钟 40 次～80 次，以局部发热为度。

4.2.5.2 耳穴按摩棒擦法

施术者一手固定耳郭，另一手持耳穴按摩棒着力于耳部一定部位，以每分钟 30 次～60

次频率做往返移动，以局部发热为度。

4.2.6 摩法

4.2.6.1 手摩法

施术者以手掌面、指面或指腹附着于耳部一定部位，做快速环旋摩动，以局部发热为度。

4.2.6.2 耳穴按摩棒摩法

施术者一手固定耳郭，另一手持耳穴按摩棒附着于耳部一定部位，做快速环旋摩动，以

局部发热为度。

4.2.7 耳穴贴压法

施术者将药豆、磁珠等贴压到胶布中央，一手将耳郭固定，一手用镊子挟住小胶布贴压

到选择的穴位或反射区上，用食指、拇指进行按压，用力逐渐加重，以患者产生酸麻、胀痛

感觉为度。

4.3 操作后处理

4.3.1 按摩后，注意耳部保暖；可在温暖舒适的环境中稍作休息，再进行其他活动。

4.3.2 如果按摩过程中出现疼痛、不适或神情异常，应立即停止按摩。

4.3.3 如果按摩后出现头晕、恶心、眼花等不适症状，应立即就医，查明原因后进行针对性

的治疗，以免贻误病情。

4.3.4 如果按摩后出现皮肤破损甚或引起感染，应立即就医。

4.3.5 进行耳穴贴压后，可指导患者根据病情自行按摩，每 2h 按压 1 次，每次按压约 3min，

按压力度由轻到重，以有热胀感为度，宜留置 2d～4d。

4.3.6 湿热天气，耳穴贴压的留置时间不宜过长，宜留置 1d～2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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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7 耳穴贴压留置期间，应防止胶布脱落或污染。

5 注意事项

5.1 耳部有外伤、出血及严重的冻疮、溃疡者，不宜在病变局部进行耳部按摩。

5.2 对于“内生殖器”、“盆腔”和“内分泌”穴区，孕妇慎用。

5.3 儿童皮肤娇嫩，按摩力度应适中，不宜过重。

5.4 按摩时间不宜过长，按摩太久容易导致局部皮肤破损。

5.5 操作过程中观察、询问受术者的神情及感受，如有不适，立即停止。

5.6 耳穴贴压对普通胶布过敏者，宜改用脱敏胶布。

6 禁忌

6.1有严重器质性疾病者禁用。

6.2 耳背下耳根有升压作用，高血压患者切忌按摩。

6.3 有耳部疱疹、溃破、皮损者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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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耳穴选择方法

A.1 按相应部位或脏腑选穴

选择所要保健的部位或脏腑在耳郭的相应穴位。如保健眼可选耳穴“眼”，保健心可选

耳穴“心”等。

A.2 按中医理论选穴

选择与保健部位相关联脏腑在耳郭的相应穴位。如保健眼可选耳穴“肝”等。

A.3 按现代医学理论选穴

耳穴中一些穴名是根据西医概念命名，如“交感”、“肾上腺”、“内分泌”等。在选

穴时应考虑其功能，如月经不调可选耳穴“内分泌”等。

A.4 按经验选穴

根据实践经验，可选用有效耳穴。如调节睡眠可选耳穴“神门”，退热、降压可选耳穴

“耳尖”。

A.5 按阳性反应点选穴

根据脏腑在体表一定部位所呈现的反应点选取耳穴，如丘疹、结节状物、暗红点、压痛

点等。如脾胃虚弱在耳穴“脾”、“胃”区可出现阳性反应点，便可直接选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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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常用耳穴定位

B.1 耳轮穴位

B.1.1 耳中 HX1

【定位】 在耳轮脚处，即耳轮 1 区。

B.1.2 直肠 HX2

【定位】 在耳轮脚棘前上方的耳轮处，即耳轮 2 区。

B.1.3 尿道 HX3

【定位】 在直肠上方的耳轮处，即耳轮 3 区。

B.1.4 外生殖器 HX4

【定位】 在对耳轮下脚前方的耳轮处。即耳轮 4 区。

B.1.5 肛门 HX5

【定位】 在三角窝前方的耳轮处，即耳轮 5 区。

B.1.6 耳尖前 HX6

【定位】 在耳郭向前对折上部尖端的前部，即耳轮 6 区。

B.1.7 耳尖 HX6、7i

【定位】 在耳郭向前对折的上部尖端处，即耳轮 6、7区交界处。

B.1.8 耳尖后 HX7

【定位】 在耳郭向前对折上部尖端的后部，即耳轮 7 区。

B.1.9 结节 HX8

【定位】 在耳轮结节处，即耳轮 8 区。

B.1.10 轮 1 HX9

【定位】 在耳轮结节下方的耳轮处，即耳轮 9 区。

B.1.11 轮 2 HX10

【定位】 在轮 1 区下方的耳轮处，即耳轮 10 区。

B.1.12 轮 3 HX11

【定位】 在轮 2 区下方的耳轮处，即耳轮 11 区

B.1.13 轮 4 HX12

【定位】 在轮 3 区下方的耳轮处，即耳轮 12 区。

B.2 耳舟穴位

B.2.1 指 SFl
【定位】 在耳舟上方处，即耳舟 1 区。

B.2.2 腕 SF2
【定位】 在指区的下方处，即耳舟 2 区。

B.2.3 风溪 SFl、2i
【定位】 在耳轮结节前方，指区与腕区之间，即耳舟 1、2区交界处。

B.2.4 肘 SF3
【定位】 在腕区的下方处，即耳舟 3 区。

B.2.5 肩 SF4、5
【定位】 在肘区的下方处，即耳舟 4、5区。

B.2.6 锁骨 SF6
【定位】 在肩区的下方处，即耳舟 6 区。

B.3 对耳轮穴位

B.3.1 跟 AHl

【定位】 在对耳轮上脚前上部，即对耳轮 l 区。

B.3.2 趾 AH2

【定位】 在耳尖下方的对耳轮上脚后上部，即对耳轮 2 区。

B.3.3 踝 AH3

【定位】 在趾、跟区下方处，即对耳轮 3 区。

B.3.4 膝 AH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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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 在对耳轮上脚中 l／3处，即对耳轮 4 区。

B.3.5 髋 AH5

【定位】 在对耳轮上脚的下 1／3 处，即对耳轮 5区。

B.3.6 坐骨神经 AH6

【定位】 在对耳轮下脚的前 2／3 处，即对耳轮 6区。

B.3.7 交感 AH6a

【定位】 在对耳轮下脚前端与耳轮内缘交界处，即对耳轮 6 区前端。

B.3.8 臀 AH7

【定位】 在对耳轮下脚的后 1／3 处，即对耳轮 7区。

B.3.9 腹 AH8

【定位】 在对耳轮体前部上 2／5 处，即对耳轮 8区。

B.3.10 腰骶椎 AH9

【定位】 在腹区后方，即对耳轮 9 区。

B.3.11 胸 AH10

【定位】 在对耳轮体前部中 2／5 处，即对耳轮 10 区。

B.3.12 胸推 AHll

【定位】 在胸区后方，即对耳轮 11 区。

B.3.13 颈 AH12

【定位】 在对耳轮体前部下 l／5 处，即对耳轮 12 区。

B.3.14 颈椎 AHl3

【定位】 在颈区后方，即对耳轮 13 区。

B.4 三角窝穴位

B.4.1 角窝上 TF1
【定位】 在三角窝前 1／3的上部，即三角窝 1 区。

B.4.2 内生殖器 TF2
【定位】 在三角窝前 1／3的下部，即三角窝 2 区。

B.4.3 角窝中 TF3
【定位】 在三角窝中 1／3处，即三角窝 3 区。

B.4.4 神门 TF4
【定位】 在三角窝后 1／3的上部，即三角窝 4 区。

B.4.5 盆腔 TF5
【定位】 在三角窝后 1／3的下部，即三角窝 5 区。

B.5 耳屏穴位

B.5.1 上屏 TGl

【定位】 在耳屏外侧面上 1／2处，即耳屏 1区。

B.5.2 下屏 TG2

【定位】 在耳屏外侧面下 l／2处，即耳屏 2区。

B.5.3 外耳 TG1u

【定位】 在屏上切迹前方近耳轮部，即耳屏 1 区上缘处。

B.5.4 屏尖 TGlp

【定位】 在耳屏游离缘上部尖端，即耳屏 1 区后缘处。

B.5.5 外鼻 TGl、2i

【定位】 在耳屏外侧面中部，即耳屏 1、2 区之间。

B.5.6 肾上腺 TG2p

【定位】 在耳屏游离缘下部尖端，即耳屏 2 区后缘处。

B.5.7 咽喉 TG3

【定位】 在耳屏内侧面上 1／2处，即耳屏 3区。

B.5.8 内鼻 TG4

【定位】 在耳屏内侧面下 l／2处，即耳屏 4区。

B.5.9 屏间前 TG21

【定位】 在屏间切迹前方耳屏最下部，即耳屏 2 区下缘处。



12

B.6 对耳屏穴位

B.6.1 额 ATl

【定位】 在对耳屏外侧面的前部，即对耳屏 1 区。

B.6.2 屏间后 ATll

【定位】 在屏间切迹后方对耳屏前下部，即对耳屏 1 区下缘处。

B.6.3 颞 AT2

【定位】 在对耳屏外侧面的中部，即对耳屏 2 区。

B.6.4 枕 AT3

【定位】 在对耳屏外侧面的后部，即对耳屏 3 区。

B.6.5 皮质下 AT4

【定位】 在对耳屏内侧面，即对耳屏 4 区。

B.6.6 对屏尖 ATl、2、4i

【定位】 在对耳屏游离缘的尖端，即对耳屏 1、2、4 区交点处。

B.6.7 缘中 AT2、3、4i

【定位】 在对耳屏游离缘上，对屏尖与轮屏切迹之中点处，即对耳屏 2、3、4 区交点

处。

B.6.8 脑干 AT3、4i

【定位】 在轮屏切迹处，即对耳屏 3、4区之间。

B.7 耳甲穴位

B.7.1 口 C01
【定位】 在耳轮脚下方前 1／3处，即耳甲 1区。

B.7.2 食道 C02
【定位】 在耳轮角下方中 1／3处，即耳甲 2区。

B.7.3 贲门 C03
【定位】 在耳轮脚下方后 1／3处，即耳甲 3区。

B.7.4 胃 C04
【定位】 在耳轮脚消失处，即耳甲 4 区。

B.7.5 十二指肠 C05
【定位】 在耳轮脚及部分耳轮与 AB 线之间的后 1／3 处，即耳甲 5 区。

B.7.6 小肠 C06
【定位】 在耳轮脚及部分耳轮与 AB 线之间的中 l／3 处，即耳甲 6 区。

B.7.7 大肠 C07
【定位】 在耳轮脚及部分耳轮与 AB 线之间的的 1／3 处，即耳甲 7 区。

B.7.8 阑尾 C06、7i
【定位】 在小肠区与大肠区之间，即耳甲 6、7 区交界处。

B.7.9 艇角 C08
【定位】 在对耳轮下脚下方前部，即耳甲 8 区。

B.7.10 膀胱 C09
【定位】 在对耳轮下脚下方中部，即耳甲 9 区。

B.7.11 肾 C010
【定位】 在对耳轮下脚下方后部，即耳甲 10 区。

B.7.12 输尿管 CO9、10i

【定位】 在肾区与膀胱区之间，即耳甲 9、10 区交界处。

B.7.13 胰胆 C011
【定位】 在耳甲艇的后上部，即耳甲 11 区。

B.7.14 肝 C012
【定位】 在耳甲艇的后下部，即耳甲 12 区。

B.7.15 艇中 CO6、10i

【定位】 在小肠区与肾区之间，即耳甲 6、10 区交界处。

B.7.16 脾 C013
【定位】 在 BD 线下方，耳甲腔的后上部，即耳甲 13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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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7.17 心 C015
【定位】 在耳甲腔正中凹陷处，即耳甲 15 区。

B.7.18 气管 C016
【定位】 在心区与外耳门之间，即耳甲 16 区。

B.7.19 肺 C014
【定位】 在心、气管区周围处，即耳甲 14 区。

B.7.20 三焦 C017
【定位】 在外耳门后下，肺与内分泌区之间，即耳甲 17 区。

B.7.21 内分泌 C018
【定位】 在屏间切迹内，耳甲腔的底部，即耳甲 18 区。

B.8 耳垂穴位

B.8.1 牙 L01
【定位】 在耳垂正面前上部，即耳垂 1 区。

B.8.2 舌 L02
【定位】 在耳垂正面中上部，即耳垂 2 区。

B.8.3 颌 L03
【定位】 在耳垂正面后上部，即耳垂 3 区。

B.8.4 垂前 L04
【定位】 在耳垂正面前中部，即耳垂 4 区。

B.8.5 眼 L05
【定位】 在耳垂正面中央部，即耳垂 5 区。

B.8.6 内耳 L06
【定位】 在耳垂正面后中部，即耳垂 6 区。

B.8.7 面颊 L05、6i
【定位】 在耳垂正面眼区与内耳区之间，即耳垂 5、6区交界处。

B.8.8 扁桃体 L07、8、9
【定位】 在耳垂正面下部，即耳垂 7、8、9 区。

B.9 耳背穴位

B.9.1 耳背心 P1
【定位】 在耳背上部，即耳背 1 区。

B.9.2 耳背肺 P2
【定位】 在耳背中内部，即耳背 2 区。

B.9.3 耳背脾 P3
【定位】 在耳背中央部，即耳背 3 区。

B.9.4 耳背肝 P4
【定位】 在耳背中外部，即耳背 4 区。

B.9.5 耳背肾 P5
【定位】 在耳背下部，即耳背 5 区。

B.9.6 耳背沟 PS
【定位】 在对耳轮沟和对耳轮上、下脚沟处。

B.10 耳根穴位

B.10.1 上耳根 R1

【定位】 在耳郭与头部相连的最上处。

B.10.2 耳迷根 R2

【定位】 在耳轮脚沟的耳根处。

B.10.3 下耳根 R3

【定位】 在耳郭与头部相连的最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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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图示

图 B.1 耳郭方位示意图（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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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B.2 耳郭方位示意图（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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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B.3 耳郭方位示意图（内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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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B.4 耳郭解剖名称示意图（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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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B.5 耳郭解剖名称示意图（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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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B.6 耳郭基本标志线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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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B.7 补充设定的耳郭标志点或线条示意图



21

图 B.8 标准耳郭分区示意图（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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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B.9 标准耳郭分区示意图（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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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B.10 标准耳郭分区示意图（内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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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B.11 标准耳郭分区代号示意图（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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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B.12 标准耳郭分区代号示意图（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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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B.13 标准耳郭分区代号示意图（内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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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B.14 标准耳穴定位示意图（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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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B.15 标准耳穴定位示意图（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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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B.16 标准耳穴定位示意图（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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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B.17 标准耳穴定位示意图（内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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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附录）

常用耳部按摩流程

C.1 日常耳穴保健按摩法

搓手心，捂耳郭：将手掌摩擦生热，随即将两掌紧按于两侧耳郭，使两耳听不到外界声

音，可温通耳脉，调畅经络，对全身有保健作用。

全耳腹面按摩法：以掌心前后摩擦耳郭正反面 20 次，可对全身进行保健，能疏通经络、

振奋脏腑、强身健体。

手摩对耳轮按摩法：以拇、食指上下摩擦对耳轮部 20 次，可防治颈、肩、腰、腿、头

痛、头晕等。

提拉耳尖法：以拇食指向上提拉耳顶端 20 次，有清脑、明目等功效。

揪拉耳垂法：拇食指夹捏耳垂部，向下再向外揪拉、摩擦耳垂 20 次，可防治头晕、花

眼、近视、耳鸣、痤疮、黄褐斑等症，是美容要法。

全耳按摩法：以食指指腹自三角窝开始摩擦耳甲艇、耳甲腔各 20 次，使之发热，可防

治脏腑病症，对内脏有保健作用。

鸣天鼓：两手心掩耳，手指抱于枕部，两食指压中指，然后食指用力下滑叩击枕部及乳

突部 40～60 次，可用于防治眩晕、耳鸣、耳聋、内耳疾病等。

轻拍耳郭：用拇指之外的四个手指拍打耳郭，以—秒两次的节律进行轻轻拍打，可用于

防治神经衰弱、失眠、抑郁、焦虑、癔症等。

按听宫法：听宫即张口后耳屏前处，用食指指腹按摩听宫至发热，可用于防治耳鸣、耳

聋、耳源性眩晕、下颌关节炎，面神经麻痹，失音症等。

C.2 分区按摩法

对耳屏按摩法：以拇食指揉捏对耳屏，使有胀痛感，可防治头痛、头晕、失眠、脑血管、

脑神经等病症。耳屏按摩法：以食指指腹摩按耳前根部，可防治感冒、鼻炎、咽炎、心慌、

头痛、头昏等。

降压沟按摩法：以食指指腹摩擦耳背沟使之生热，可降血压、清脑、明目等。

黄蜂入洞法：以中指插入耳孔，指腹向前按压摩擦生热，可防治咽炎、鼻炎、感冒等。

耳郭揉搓法：两手拇指放在耳郭背面，食指放在耳郭前面的耳甲艇部分，从上往下揉搓，

力量适中，再从下往上揉搓，可防治神经衰弱、失眠、抑郁、焦虑、癔症等。

耳垂按摩法：食指、拇指按摩耳垂，顺时针、逆时针交替进行，可美容养颜、醒神健脑，

防治头晕、花眼、近视、耳鸣、痤疮、黄褐斑等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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