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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息诊疗学》

前言

　　全息医学是近年来才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的边缘学科，它专门研究人体的任一相对独立部分的全
息穴区及其与整体之间的信息传递对应关系。这种由几种组织构成的具有一定形态和功能的基本结构
单位的相对独立部分，称为全息元。全息元上穴区均可反映整体部位的生理、病理变化，穴区在全息
元上的分布规律与其所反映的组织在整体空间排布规律相似，如同整个人体的“信息缩影”，穴位在
全息元上有规律的分布即称为人体穴位全息律。　　《全息诊疗学》统一了中医学中许多支离破碎的
全息内容，使其理论上系统化、规范化、科学化。在经络全息图中采用全息五色图示标穴法，使之更
加直观，易懂易学；经络循行路线也采用了五脏配五色法标定。如肺经和大肠经用银白色，胃经和脾
经用黄色，肝经和胆经用绿色，肾经和膀胱经用黑色，心经、心包经、小肠经、三焦经用红色，使读
者一目了然。在全息元内容中详细介绍了人体赤白肉际、头皮、眼部、鼻部、人中部、口部、舌部、
面部、耳部、夹脊、背部、腹部、手部、第二和第五掌骨侧、足部等全息元穴区定位、主治、临床配
伍应用。　　中医诊断学中的脉诊、望面、望眼、望舌、望神、尺肤诊法等诊法都是全息理论的具体
应用，其实早在几千年前就广泛应用于临床，指导临床诊病治病。《全息诊疗学》全面介绍了在临床
上有诊断价值的全息元，通过对人体全息的望、闻、问、切来了解疾病的发生、发展、预后，从而使
得中医学在认识“局部”与整体的关系上发生了一次质的飞跃。　　生物全息律的发现，丰富了中医
诊疗内容，找到了新的诊疗思维模式。这种全息规律有人认为是形而上学的观点，其实不然，现代“
克隆”技术有力说明了生物细胞的全息性。我们只希望在没有足够依据的情况下，不要轻易否定某一
理论观点。人体上有实用价值的全息元都是经过历代医家在临床上大量实践总结出来的，尤其是近代
医家又进行了大量实验研究、临床实践，使之有了较大发展，并自成体系。　　大量的临床研究表明
，人体所患的任何一种疾病，都必然有其先兆症状出现，人们只要认识这种预兆，并充分了解其发生
和发展规律，就可以及时对疾病进行预防，或将其早期治愈。当患病时，医生要想一下子得到正确的
诊断，并非一件轻松、容易的事情。特别是未病先防、潜伏病的诊断，连医生都会觉得力不从心，困
难重重。其根本原因之一，就是广大临床医生和患者本身，对全息诊断这一新型的诊断方法，尚缺乏
深刻的认识和熟练的掌握。　　全息诊疗技术具有操作简单、方便经济、安全可靠，且对许多疾病的
定位诊断准确率高、临床疗效好等优点，在世界各地广泛应用。因此，普及与推广这一诊断方法实为
一件利国利民、恩泽万代的大好事。对预防疾病的发生，或将疾病消灭在萌芽状态，或及时、正确地
诊断疾病，以解除患者的痛苦，尽快使其恢复健康，其意义深远。　　当然，全息诊疗技术是一门新
的理论体系，处于研究探讨阶段，有些问题尚未解决，由于编著者才疏学浅，加之时间仓促，内中谬
误之处定然《全息诊疗学》在编写过程中得到孙国杰教授的指导，并提出了宝贵意见，在此表示感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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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息诊疗学》

内容概要

《全息诊疗学》系统介绍了人体全息诊疗的基本理论，全息诊断方法，全息治疗原则，全息元的定位
、临床应用、全息治疗方法，常见病证的全息疗法等。全书图文并茂，观点新颖，论证精辟；实用性
强，全使您耳目一新，触类旁通，可看图诊病，看图治病。读者只要熟练掌握《全息诊疗学》所提供
的各种全息诊断治疗技术，对诊断治疗各种疾病，就能得心应手。这无疑为广大读者提供了一种自我
诊断、治疗的简便实用技术，也给广大医务工作者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诊断疾病的思路。
《全息诊疗学》可供中医理论、中医临床、西医临床、科研工作者参考，既适合于针炙、按摩、社区
医生、乡村医生阅读，又适于家庭保健、防病治病，并可供广大医药爱好者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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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齐凤军，湖北中医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华中医学会外治法分会委员，湖北省全息医学专
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武汉分会推拿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著有《冥想与潜能》、《人体
全息诊疗挂图》、《足部形色诊》、《全息诊疗大法》、《针灸经穴挂图》、《全息诊疗挂图》等；
参与《中医运气学》、《推拿功法学》、《推拿手法学》、《中医整脊学》、《中医气功学》等高等
院校教材的编写，发表论文20余篇。20余年来，一直致力于研究、推广中医、全息医学、运气学说、
周易、气功等中医传统文化。临床上擅长于全息医学、中药、针灸、推拿、埋线、火针治疗临床疑难
杂证，常见病，创新针剌整形新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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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全息医学的基本理论
第一节　全息医学与信息
一、信息
二、激光信息
三、信息载体
四、信息反馈
五、信息与生命信息相关性
第二节　全息医学理论基础
一、天人合一是全息思想的宇宙观
二、整体观念是全息思想的纲
三、阴阳五行是全息思想的纽带
四、五脏六腑是全息思想的枢机
五、运气学说是全息思想的时空
六、周易是全息思想的数理基础
第三节　生物全息律理论
一、细胞遗传物质的复制
二、泛胚论
三、全息胚胎学
四、全息元
五、生物全息律
六、全息生物学的研究进展
第四节　人体全息律研究进展
一、人体全息律中外古今论
二、人体长骨穴位群规律
三、人体“三段论”学说
四、穴位分布的全息律
五、全息穴位分布特点
第二章　经络、穴位全息论
第一节　经络全息系统
一、经络组成的全息性
二、经络分布的全息性
三、经络循行连贯的全息性
四、经络的生理功能和病理反应的全息性
五、经络上穴位分布的全息律
第二节　穴位全息论
一、五输穴的全息律
二、原穴和络穴的全息性
三、腧穴、募穴的全息性
四、八脉交会穴和下合穴的全息性
五、八会穴的全息性
第三节　穴位定位标准
第四节　十四经穴定位与主治
一、手太阴肺经穴定位与主治（附图2）
二、手阳明大肠经穴定位与主治（附图3）
三、足阳明胃经穴定位与主治（附图4）
四、足太阴脾经穴定位与主治（附图5）
五、手少阴心经穴定位与主治（附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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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手太阳小肠经穴定位与主治（附图7）
七、足太阳膀胱经穴定位与主治（附图8）
八、足少阴肾经穴定位与主治（附图9）
九、手厥阴心包经穴定位与主治（附图lO）
十、手少阳三焦经穴定位与主治（附图11）
十一、足少阳胆经穴定位与主治（附图12）
十二、足厥阴肝经穴定位与主治（附图13）
十三、督脉经穴定位与主治（附图14）
十四、任脉经穴定位与主治（附图15）
第三章　全息诊断学
第一节　全息望诊
一、望神全息诊法
二、望皮肤全息诊法
三、望形体全息诊法
四、望面全息诊法
五、望头形全息诊法
六、望头发全息诊法
七、望眼全息诊法
八、望白睛络脉全息诊法
九、望虹膜全息诊法
十、望鼻部全息诊法
十一、望人中全息诊法
十二、望唇全息诊法
十三、望齿龈全息诊法
十四、望咽喉全息诊法
十五、望舌全息诊法
十六、望颈项部全息诊法
十七、望胸胁部全息诊法
十八、望腹部全息诊法
十九、望脐全息诊法
二十、望背腰部全息诊法
二十一、望前后阴全息诊法
二十二、望耳全息诊法
二十三、望手全息诊法
二十四、望指甲全息诊法
二十五、望指纹全息诊法
二十六、望足全息诊法
二十七、望排泄物诊法
第二节　全息闻诊
一、闻声全息诊法
二、嗅气味全息诊法
第三节　全息问诊
一、问一般信息
二、问主诉和病史信息
三、问现在症状信息
第四节　全息切诊
一、寸口脉全息诊法
二、经络全息按触诊法
三、腧穴全息按触诊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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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尺肤全息诊法
五、肌肤全息按触诊法
六、头部全息触诊法
七、手足全息按触诊法
八、耳部全息触诊法
九、胸胁全息触诊法
十、腹部全息触诊法
十一、脐部全息按触诊法
十二、背腧全息按触诊法
十三、脊椎全息诊法
十四、全息元按触疼痛诊法
第五节　全息电测诊断法
第四章　全息治疗学
第一节　取穴治疗原则
一、全息经络治疗原则
二、全息穴位治疗原则
三、全息元治疗原则
第二节　全息疗法的优点
一、适应证广、疗效显著
二、非药物疗法、无副作用
三、实用简便、经济快效
四、早期诊断、诊治防同步
五、操作简便、自诊自疗
六、易于掌握、安全可靠
第三节　全息疗法的适应证和禁思
一、全息疗法的适应证
二、全息疗法的禁忌证
第五章　全息治疗方法
第一节　体针全息疗法
一、针法练习
二、行针
三、临床应用
四、注意事项
第二节　芒针全息疗法
一、针具
二、操作方法
三、临床应用
四、注意事项
第三节　火针疗法
一、针具
二、操作方法
三、功效作用
四、临床应用
五、注意事项
第四节　皮内针疗法
一、针具
二、操作方法
三、适应范围
四、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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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梅花针疗法
一、针具
二、针法
三、叩刺部位
四、刺激强度与疗程
五、适应范围
六、注意事项
第六节　三棱针疗法
一、针具
二、操作方法
三、临床应用
四、注意事项
第七节　穴位注射疗法
一、针具及药液
二、操作方法
三、临床应用
四、注意事项
第八节　穴位埋线疗法
一、器材与穴位选择
二、操作方法
三、临床应用
四、埋线后反应
五、注意事项
第九节　电针全息疗法
一、电针操作方法
二、电针波形选择
三、适应范围
四、注意事项
第十节　声电波电针疗法
一、声电波电针操作
二、临床应用
三、注意事项
第十一节　电火针疗法
一、电火针仪操作
二、电火针法适用范围
三、电火针法注意事项
第十二节　微波针灸疗法
一、操作方法
二、适应范围
三、注意事项
第十三节　激光照射疗法
一、操作方法
二、适应范围
三、注意事项
第十四节　电热针疗法
一、电热针工具
二、操作方法
三、适应证
四、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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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节　拔罐疗法
一、罐的种类
二、拔罐方法
三、临床应用
四、注意事项
第十六节　艾灸疗法
一、艾绒的制作
二、艾灸的方法
三、艾灸的适应证
四、注意事项
第十七节　磁全息疗法
一、磁疗操作
二、穴位选择
三、临床应用
四、注意事项
第十八节　穴位敷贴疗法
一、操作方法
二、临床应用
三、注意事项
第十九节　指针疗法
一、选穴原则
二、操作方法
三、临床应用
四、注意事项
第二十节　刮痧全息疗法
一、部位选择
二、操作方法
三、临床应用
四、注意事项
第二十一节　推拿全息疗法
一、揉法
二、摩法
三、推法
四、擦法
五、搓法
六、抹法
七、按法
八、点法
九、捏拿法
十、拍法
十一、拨法
第六章　全息元定位治疗方法
第一节　人体赤白肉际全息疗法
一、人体赤白肉际定义
二、人体赤白肉际定位表
三、穴区定位与主治
四、治疗方法
第二节　背部全息疗法
一、背部局部解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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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穴区定位与主治
三、治疗方法
第三节　夹脊全息疗法
一、夹脊部局部解剖
二、穴位定位与主治
三、治疗方法
四、注意事项
第四节　头皮全息疗法
一、头皮解剖
二、穴区定位与主治
三、治疗方法
第五节　眼部全息疗法
一、眼部局部解剖
二、眼部穴区定位与主治
三、治疗方法
第六节　鼻部全息疗法
一、鼻部局部解剖
二、穴区定位与主治
三、治疗方法
第七节　人中沟全息疗法
一、人中沟局部解剖
二、穴区定位与主治
三、治疗方法
第八节　口部全息疗法
一、口部局部解剖
二、穴区定位与主治
三、治疗方法
第九节　舌部全息疗法
一、舌局部解剖
二、穴位定位与主治
三、治疗方法
第十节　面部全息疗法
一、面部解剖
二、穴区定位与主治
三、治疗方法
第十一节　耳部全息疗法
一、耳部解剖
二、穴区定位与主治
三、耳全息治疗的适应证
四、耳全息疗法的禁忌证
五、耳全息治疗方法
第十二节　腹部全息疗法
一、腹部局部解剖
二、穴区定位与主治
三、治疗方法
第十三节　脐部全息疗法
一、脐部局部解剖
二、穴区定位与主治
三、治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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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章　常见病的全息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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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4．汤匙型　　特征：指尖不像一般人由粗渐细，反而末端粗大如汤匙，但亦非后天因病而渐成
的“鼓槌指”。筋骨结实有力，掌指厚而方（图3-9）。　　提示：健康状况良好，但性情急躁，故易
患高血压、高脂血症、糖尿病等。　　5．竹节型　　特征：手外观单薄显细长，手指各指关节突出
，手背青筋显露，手部赤白肉际分明，掌呈长方形，掌部肌肉不丰厚，有碎纹（图3－10）。　　提示
：多显示呼吸系统功能弱，精力不充沛，有神经衰弱倾向，生殖系统功能亦较弱。　　6．圆锥型　
　特征：手指呈圆形，末节指节至顶端渐细，形成圆锥状，皮肤柔细富有弹性，指甲光洁，肤色白净
，赤白肉际不明显，掌背青筋隐而不露，指背三约纹轻淡，掌呈长方形（图3－11）。　　提示：脾胃
功能多较差，易患消化系统疾病。中晚年易发生风湿痹痛症。　　7．柔弱型　　特征：手指细长单
薄无力，顶端易弯曲，手掌薄而无肉，掌背掌骨多隐现，指端尖，皮肤苍白，手掌为圆形，但大小鱼
际并不发达（图3-12）。　　提示：身体免疫功能差，易患失眠症，呼吸、泌尿系统功能较弱，女性
多骨盆偏小，易难产。　　8．混合型　　特征：手指情况复杂，难以归于某一型，一般是竹节型、
四方型、圆锥型等混在一起，但各自又不太典型，五指中多有两种以上指形出现，掌为方形，赤白肉
际较显，掌较厚，掌背青筋略浮现（图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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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全息诊疗学》为您解读人体。人体每个细胞都具备人的全套基因，人体每个细胞都具有人体的
全部遗传信息，人体每个独立的组织是人体的缩影当你处于亚健康时，看看你的手、足、面、鼻、眼
、耳、舌等组织上的反应和变化可以根据此书，看图诊病，看图治病，诊断和治疗疾病、调理亚健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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