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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对脉象对应不同病证

10月17日，省中医诊室。一位
头发略有花白的医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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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转B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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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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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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注中医脉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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