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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脉诊：

可可根根据据脉脉象象制制定定养养生生方方案案

近日，一场西医约
战中医“号喜脉”的交
锋，让中医“号脉”这一
古老的技术重回人们
的视野。脉诊是中医学
特有的也是最玄妙、最
难把握的一种诊断方
法，它的历史究竟有多
久远，今天已无从考
证。在祖先们摇铃看病
的时代，“号脉”是中医
最重要的诊断方法，今
日，医生们已更多地依
赖医疗影像学、化验学
技术给出的检查结果，
即使许多中医也已经
不能纯熟掌握“号脉”。
流传至今的“号脉”技
术科学依据何在？能否
经得起现代医学的验
证？

本报记者 李钢

雄鹿的嫩角在没有长成硬骨时，
带茸毛，含血液，叫做鹿茸。与人参齐
名，是一种贵重的中药，鹿茸性温而不
燥，具有振奋和提高机体功能，对全身
虚弱、久病之后患者，有较好的保健作
用。它能增加机体对外界的防御能力，
调节体内的免疫平衡而避免疾病发生
和促进创伤愈合、病体康复，从而起到
强壮身体、抵抗衰老的作用。《神农本
草经》在记载鹿茸的功效时说，“味甘
温，主漏下恶血，寒热惊痫，益气强志，
生齿不老。”

中医非常重视肾阳，肾阳是主我
们的生育生殖的，肾阳足了个人才能
生长得好。肾阳虚的人往往会出现以
下症状：一是怕冷，中医叫畏寒，这种
怕冷是多穿衣服就能消除的。二是手
脚冰凉，尤其是腿经常很凉。三是小便
清长，小便很少有黄的时候，尿量很
多，都是清的，尿的时间也很长。四是
大便溏泻，就是经常腹泻。五是精神不
足，人总想睡觉，虽然不一定能真睡
着，但是愿意躺着。六是脸色经常发
白，还有一种人，脸色异常发黑，尤其
有的人是眼周发黑，脸上还有很多黑
斑。

肾阳虚会引起我们身体各种各样
的病症，我们中医有一句话，就是治病
想不出什么办法了，就求助于肾，最后
万病都要追踪到肾。

补肾阳的药有很多，鹿茸是其中
比较好的一味药。中医理论认为，在早
晨人体的阳气开始生发，如果肾阳不
足的人，往往在早晨会出现一些病症，
因为阳气不足以跟外界一起生发了，
这个时候就会出现腰疼而又说不出具
体哪儿疼的情况，一般是在腰中间的
骨头这儿。中医说人体后边脊柱这一
条是督脉，它主一身之阳，阳气是从这
儿生发的，所以督脉在阳气方面特别
关键。而鹿茸、鹿角等药是入督脉的，
也就是补肾阳，所以说鹿茸有强筋壮
骨的作用。

鹿角熬出来的胶叫鹿角胶，鹿角
胶的服用跟阿胶是一样的，也是烊化。
拿一块鹿角胶，把它捣碎了放到碗里，
加水至把它淹没，然后上锅蒸二三十
分钟，鹿角胶就全部化到水里边了。烊
化了的鹿角胶可以口服，但是一般鹿
角胶不单独服用，而是配合一些其它
的药。其它的药熬好以后，把鹿角胶兑
在药汁里边。

日常作为生活保健的话，该怎么
来用鹿角胶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个
方子，叫右归丸，一般在药店里边都有
卖的，是味中成药。右归丸是明代著名
的医学家张景岳创立的，肾阳虚的人
群可以用右归丸。如果感觉自己有上
面列举的六种症状，再咨询一下医生，
就可以拿右归丸来服用了。

鹿角熬完鹿角胶以后剩下的渣叫
鹿角霜。鹿角霜非常轻，拿起来一掰就
碎。鹿角霜也是补肾的，它跟鹿角胶和
鹿茸不一样的地方在于没有胶质物
质，所以具有清爽、不滞腻的性质。一
般来说胃不好的人，服用胶类物质不
容易消化，鹿角霜就没有这个问题。鹿
角霜补肾比较平和，不滞腻，而且价格
非常便宜，更适合老百姓日常食用。

对于肾阳虚的人，我们可以提供
一个食疗方，就是30克鹿角霜，1斤左
右的羊肉，然后放20克枸杞子。枸杞子
偏重于补肾阴，鹿角霜偏重于补肾阳，
这个食疗方能起到阴阳双补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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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鹿茸

10月的一天，省中医诊
室。一位头发略花白的医生，
端坐桌前，右手搭在患者刘贵
珍的手腕上，双目凝神。诊室
外，候诊的嘈杂似乎在另外一
个世界。

大概两分钟，他娓娓自
语道：“右侧关尺部‘动’、左
侧寸部和尺部‘枯涩’，操心劳
神的表现啊。”然后，他转向病
人问，“你在家里是不是什么
事都管，什么事都操心啊？你
是家里的老大？你个性急、责
任心太强，心里总有干不完
的事，所以火急火燎的，很难
入睡……”

58岁的刘贵珍正是由于
失眠来就诊的。她听后一脸诧
异：“您怎么知道我是家里的老
大？我的父亲早逝，弟弟妹妹都
是我和母亲操持着带大的。”

摸脉的医生叫齐向华，是

省中医药学会脉学专业委员
会主任委员、省中医脑病科主
任医师、知名专家。他诊断运
用的是中医古老技法“望、闻、
问、切”之一的“切”，即号脉，
也叫摸脉、切脉。

“诊脉是中医最基本的一
项技能，是中医诊疗技术的根
本。”齐向华说，这是医生直接
通过身体接触，获取病人信息
的重要手段，脉诊贯串整个中
医诊疗过程，药、针灸、推拿等
各种治疗措施，都以脉象提供
的信息为基础。

在传统中医中，常见的有
28种脉象，医生可根据不同的
脉象判断出人体的健康和心
理状况。

齐 向 华 团 队 在 此 基 础
上，总结出25对脉象要素，这
让脉诊变得更加容易理解。
这25对脉象要素分别来自于

脉体、脉管壁、脉搏波和血
流，其中脉体包括左右、内
外、曲直、寒热、清浊、浮沉、
上下、粗细等8对要素；脉管
壁包括厚薄、刚柔、敛散等3
对要素；脉搏波包括动静、长
短、高深、怠驶、迟数、结代等
7对要素；血流包括稀稠、疾
缓、滑涩、进退、凹凸、枯荣、
强弱等7对要素。这25对脉象
要素可以排列组合成不同的
脉象，而不同的脉象又对应
着不同的病证。

对于“号脉”，齐向华有个
形象的比喻，中医脉象就是人
体的交响乐，关脉、寸脉、尺脉
之间，由人体五脏六腑各种器
官完成的大协奏，既有钢琴、
小提琴、大提琴，也有长号、小
号、萨克斯管，哪个音符不和
谐了，就能“听”出身体出了什
么问题。

虽然现代化的检查手段日
新月异，齐向华仍然坚信“号
脉”具有自己独特的优势：“通
过脉诊出的脉象，可以客观地
反映疾病的发生、发展及变化
的每个细节和内在机制。”

齐向华说，脉诊可以帮助
诊脉者分辨患者的阴阳、体
质、个性等，例如个性急躁则脉
疾数，脉搏来驶去怠。齐向华以
自己常碰到的失眠患者为例
说，通过这种脉诊分辨出患者
的个性，就有助于找到患者失
眠的原因，然后对因治疗。

脉诊除了传统的优势，其
实也可以做到精确辨别病变
的位置、大小等。齐向华分析，

不同的致病因素侵袭人体的
不同部位，引起不同的病证。
一般来说，外邪多侵袭人体之
表，引起表证，然后由表入里；
情志内伤、饮食不节、劳逸失
度则易直接损伤脏腑精气，病
变在里。

不同的致病因素作用人
体后，首先会导致机体整体功
能状态的紊乱，然后会在一定
部位突出显现，如脏腑、经络、
五官九窍、四肢百骸以及气血
津液等。通过不同的脉象，脉
诊者可以找到确切的病位，甚
至像肿瘤的大小都能诊断出
来。

据悉，当代的脉诊研究者

已经把传统脉诊进行了深化，
将定位推向了微观脉法，对解
剖脏器组织定位更为准确。

山东省中医药研究院脉
学研究所金伟开创的“金氏脉
学”，甚至被描述为“号脉如做
全身CT一般”。1998年，在德
国举行的中西医学术研讨会
上，美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主
席、国际流变学学会副主席
Y·C·Hung教授对脉诊表示轻
蔑。金伟为其号脉后，提醒他
去医院做检查，因为他的左肾
上有个2cm×3cm的纤维瘤。
这是该专家之前自己都不知
道的信息，经验证确凿，引起
他的巨大震惊。

除了诊断病情，在中医
专家看来，脉诊更能做到“防
疾病于未然”，指导人们制定
适合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模
式。

齐向华说，现代许多疾病
与人们的生活习惯和心理状
态具有密切关系，如高血压、
糖尿病等与饮食结构、体力
活动有关；肿瘤类疾患与心
理情志有密切的关系。

脉象具有评定疾病前期
机体内环境紊乱的作用，能
够及时发现一些疾病的基础
因素，以此为根据从而及早
采取相应的措施，切断疾病
的发生过程，防止疾病的发
生。

齐向华举例说，许多躯体
疾病在发病前就会表现出相
应的脉象特征，如脉搏“长”

“刚”者为患高血压的前兆；

脉内容物“稠”，表明患者有
高脂血症的倾向，这是因为
若血脂增高，血液中脂质成
分增加，血液黏稠度增加，则
脉表现为稠。根据这些特征
就可以追问出患者的家族性
遗传病史。

齐向华说，通过脉诊可以
分辨出不同的体质，进而就可
以制定适合个体的饮食运动
方案。

“号脉”也能像

做CT一样准

号脉可

“防疾病于未然”

25对脉象

对应不同病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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