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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_BA_BA_E5_8C_BB_E7_c123_394058.htm 新华网上海５月１

９日专电 （记者叶锋 仇逸）上海盲人周立昌是一位出色的按

摩师，他有一个梦想：自己和部分同行能取得医师资格，进

入各级各类医疗机构更好地为病人服务。但是有关的培训和

考试制度，和视力障碍一起，共同形成了无法逾越的障碍。 

对盲人从事医疗按摩，是“堵”还是“疏”？在全国助残日

期间，“盲人从事医疗按摩难”的问题再度引起人们关注。

不少人呼吁，应为盲人从事医疗按摩“打开门窗”，调整相

关考试方式，进一步细化、规范盲人从事按摩的相关规定，

促进这一残疾人群体的就业。 盲人按摩师的苦恼 周立昌在上

海虹口区有自己的按摩院，但他希望能够以“医师”的身份

继续自己的事业。为此，２００４年３月，他参加了上海中

医药大学举办的盲人按摩大专班。周立昌对自己的技术很自

信。他说，有一个客户，膝关节患骨质增生。一家医院的推

拿科治疗多次，建议他换上人工关节；在周立昌手里，经过

两个疗程近２０次的按摩，竟把膝关节保住了。目前，他在

上海一家医院的推拿科实习，但这却是“悄悄地进行”。 周

立昌告诉记者，他认识很多盲人朋友，按摩技艺相当出色，

也很想通过相关考试进入医疗机构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从事

医疗按摩服务，但他们都知道“现行的政策很难让盲人按摩

进医院”。 上海中医药大学针灸推拿专业副教授徐俊说，１

９９８年颁布的《执业医师法》和盲人按摩医疗的现状存在

种种矛盾之处，比如在理论考试中，盲人无法参加规定的书



面考试；在技能考试中，盲人由于视障问题，很难完成形体

观察等项目。 观念问题还是客观限制？ 据统计，目前上海约

有各类残疾人９４.２万人，其中视力残疾人１５.８万人。上

海残疾人劳动服务中心主任刘骏指出，目前上海有１４０多

家盲人按摩店，接纳了６００多名盲人从事保健按摩，大多

数盲人仍处于无业状态。他说，按摩是盲人就业的主渠道，

经过系统的培训，盲人完全可以从事部分医疗按摩，而且各

街道、乡镇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也需要这样的医疗按摩服务

。对于“盲人从事医疗按摩难”的现状，刘骏认为：“这是

观念问题。”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副院长金利国说

，医院设立的推拿科中，对执业人员有严格的限制，必须经

过临床医学专科的培训，因为这种行为以治疗为目的，和普

通的按摩有明显的区别，“盲人按摩师是不能进入医院行医

的，包括实习也被禁止。” “据我所知，目前在上海，从社

区医疗机构到三级甲等医院，都没有盲人按摩师的身影，这

不仅是医政管理的规定，也是客观限制形成的壁垒，并不涉

及歧视。”上海岳阳医院党委书记、我国首位推拿学博士房

敏认为，医疗执业人员必须拥有基本医学知识，经过专业的

技能培训，而盲人在诊疗中有多方面的不足，比如中医的望

诊，诊断就不能完成。 为盲人医疗按摩“打开门窗” 相关部

门考虑到了盲人从事按摩的特殊性。卫生部《关于１９９９

年医师资格考试报名资格认定有关意见的通知》中的第十四

条规定：“盲人医疗按摩人员不参加医师资格考试，作为特

殊群体另行制定考试办法。”可是至今，相关办法未见出台

。 刘骏认为，对于盲人从事医疗按摩，相关部门要“打开门

窗”：一是要“开门”，让盲人有获得医师资格的可能性；



二是要“开窗”：调整考试方式，做到一定程度的区别对待

。 近１０年来，盲人医疗按摩的培训考试制度依然是一个空

白。面对这种滞后，房敏认为，民政、残联、卫生等部门应

加强沟通，尽快设置盲人按摩的标准、工作内容、执业范围

、管理责任，“理顺体制是对目前从事按摩职业的盲人的最

大保障。” 周立昌参加的上海中医药大学首个盲人保健按摩

学历大专班共有１４位学员，将于明年３月毕业。“学历教

育有望改变目前盲人就业群体总体素质不高的现状，同时也

可为规范盲人按摩市场创造条件。”上海中医药大学针灸推

拿专业副教授徐俊介绍，等学员毕业后，将首先对他们进行

残联系统内部的“盲人按摩医疗职称”评定，随后再与卫生

部门沟通，希望能在目前国家统一开展的医师资格考试中，

提供一种适合盲人的考试方式，比如语音考试等，为盲人就

业进一步创造条件。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

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