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医脉诊知识》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中医脉诊知识》

13位ISBN编号：9787117116763

10位ISBN编号：7117116765

出版时间：2009-10

出版社：人民卫生出版社

页数：147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



《中医脉诊知识》

内容概要

《中医脉诊知识》内容简介：脉诊是中医学诊断疾病最重要的技术之一，也是中医学最具代表性的精
粹内容之一，然而脉诊的学习和应用历来是中医学临床和研究的难点。《中医脉诊知识》以传统的中
医理论为主导，别具特色地融入现代医学、科学理论研究方法，并结合大量现代临床诊脉经验和科研
成果，将脉图表达形式与传统脉掌理论相结合，使脉象更加直观、易懂、易于识别和掌握，有益于提
高脉诊学习兴趣和掌握脉诊技术。《中医脉诊知识》共分八个章节，分别包括脉诊的起源与发展、脉
象的形成、脉诊的意义、脉诊方法、如何辨脉、脉象示意图和实测图、常见脉象、脉诊的现代研究和
发展等内容。
《中医脉诊知识》图文并茂，深入浅出，可以供中医专业人员，非中医专业的全科医生，医士、护士
及中医爱好者、多学科工程技术人员等阅读、参考。《中医脉诊知识》既是促进脉象客观检测的入门
读本，也是推广自我保健、健康自助监护、提高防病治病的有效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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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脉诊的起源与发展　第一节 脉诊的起源　  一、扁鹊是脉诊的祖师　  二、仓公为脉学奠基人之
　  三、华佗脉法　第二节 奠定脉学理论基础的代表作　  一、《黄帝内经》记载的脉法　  二、《难
经》记载的脉法　  三、《伤寒论》记载的脉法　第三节 脉学的形成和发展　  一、《脉经》是我国现
存的第一部脉学专著　  二、《濒湖脉学》对脉学的推进　  三、脉诊客观化研究开创脉学新纪元第二
章 脉象的形成　第一节 脉象形成的因素　  一、气、血是形成脉象的物质基础　  二、心、脉是形成脉
象的主要脏器　  三、五脏功能对脉象的影响　第二节 脉象的生理性调节 　  一、受气候、时间的影响
　  二、机体状况的影响第三章 脉诊的意义　　一、识病辨证　　二、阐述病机　　三、指导治疗　
　四、推断预后第四章 诊脉方法　第一节 如何诊脉　  一、调神平息　  二、诊脉部位和体位　  三、
指法　  四、诊脉时间　第二节 如何学习诊脉第五章 如何辨脉　　一、正常脉的特征　　二、辨寸口
脉的“齐变”和“独异”　  三、掌握八纲脉　  四、辨脉形　  五、脉证合参第六章 脉象示意图和实
测图　第一节 脉象示意图　第二节 多因素图示法　  一、指压（P）一指感（H）趋势图　  二、脉宽
图　  三、脉长图　  四、脉波图　第三节 实测脉象图第七章 常见脉象　第一节 平脉　  一、脉象和示
意图　  二、临床意义　第二节 浮脉  ⋯⋯第八章 脉诊的现代研究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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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脉诊知识》

章节摘录

　　第五章 如何辩脉　　对采集的脉象形态进行分析、辨别的过程称为辨脉或识脉。对获悉的脉动信
息要进行仔细分析，必须以中医理论为基础，掌握辨脉要领，结合临床证情，方能明晰脉理。　　诊
脉后一般人会关切地问，我的脉怎么样？有什么病吗？还有一些比较熟悉中医的人会问我是什么脉？
我认为第一种人问得比较实在、确切。我可以大致从脉的胃、神、根开始，再比较三部九候，然后粗
略地回答他脉象是否正常、身体是否健康或存在某些异常变化、可能出现的病证及该注意什么问题等
。对于第二类的问题，单回答是什么脉名，是不解决问题的，除结代促脉大多属心脏病态外（亦有出
现在紧张、兴奋和过于激动状态），其他许多单凭脉象很难判断有无疾病。还必须结合年龄、身形、
及全身状态再辨别脉象所反映的生理病理意义。如20多岁初上岗位的青年人，脉象细弦带数，偶见结
代，心电图示窦性心律不齐，掌心湿润，伴有精神不振、头面发热四肢不温、入睡困难、多梦心烦等
症状，以及畏惧多虑或力不从心等心态，多与工作紧张，心理压力重有关，反映肝失疏调、心肝火旺
的病理机制。除药物调理，增强防御功能，提高生活质量外，必须将调整生活节奏、协调脑体劳逸、
提高办事能力放在重要地位。这才是真正有效的举措.单靠补气、补血、补心、补肾⋯⋯接踵而来的可
能是“虚虚实实”之弊。　　文献记载脉名有16～32种，但手指感知的脉象最多是强弱、快慢、大小
，浮沉、软硬、滑涩、长短、结代之别。周学海说：“求明脉理者，须先将位、数、形、势讲得真切
，各种脉象了然，不必拘泥脉名。”所以，辨别脉象首先要注重三个方面：①从脉象的胃、神、根辨
别脉的“常”和变；②以寸口脉的齐变和独异辨别疾病的部位和性质；③从脉象的位、数、形、势分
辨脉的形态特征。　　一、正常脉的特征　　正常脉象的特征可以归纳为“胃、神、根”三方面。　
　（一）胃　　胃亦称胃气。《素问·平人气象论》指出：“人以水谷为本，故人绝谷气则死。”意
思是人体赖水谷营养维持生命，而脾胃为消化吸收营养物质主要脏器，古人称“水谷之海”、“气血
生化之源”、“后天之本”。脾胃的这种生理功能是通过气血脉络变见于寸口的脉象之中，所以说“
有胃则生，无胃则死”。　　脉有胃气的表现是什么呢？根据文献记载，概括地说，有胃气即指脉象
中有中庸和畅之意。中庸为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从容有序的意思；和畅则为调和畅达的意思。如《
素问·玉机真脏论》中说：“脉弱以滑是有胃气。”《灵枢·终始》中说：“邪气来也紧而疾，谷气
来也徐而和。”指出脉有“胃气”的特点是徐和从容。戴同父亦曾对“胃气”作过具体的描述：“凡
脉不大不细，不长不短，不浮不沉，不滑不涩，应指中和，意思欣欣难以名状者为胃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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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一般，入门脉诊，结合当今科学论述，讲解平平。
2、书中内容太繁琐长，看了几页就没看了
3、有用的知识太少，这种教材误人子弟。
4、作为一本书，我觉得首先要有自己的亮点，这样才能吸引别人看下去，才会被告人发现其中的精
华，但很遗憾，这本书的作者并不擅长这方面，写得太过朴实，完全激不起读书人的兴趣。
5、理论加精华，一学就懂。
6、书本很详细的介绍了脉诊知识，对初学者容易理解，如果结合临床应用，多多体会，学习会大大
的提高。
7、脉诊专家写的一本书，必看
8、中医脉诊写了27种脉。
9、印会河的中医医学基础还未读完，所以还未读此书。此书并有图示应该适合自学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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