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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C_BB_E6_98_AF_E6_c22_604984.htm 中医诊病，主要有望

、闻、问、切四种方法，简称为“四诊”。人体是一个有机

的整体，局部的病变可以影响全身；内脏的病变，可以从五

官四肢体表各个方面反映出来。所以，通过望、闻、问、切

这四种诊断方法，诊察疾病表现在各个方面的症状，就可以

了解疾病的病因、性质和它的内在联系，从而为进一步的辨

证论治提供依据。 望诊，就是医生用眼睛观察病人全身和局

部神色、形态的变化。中医通过大量的医疗实践，认识到人

体的外部，特别是面部、舌质、舌苔与内在脏腑有密切关系

。如果五脏六腑产生了病变，就必然反映到体表。因此，通

过望诊可以了解机体内部的病变。医生一开始接触病人，看

到病人的病情虽然重，但是如果病人精神很好，说明病人正

气还旺盛，治疗起来效果必然较好；相反，病情看来不太重

，但是精神已经萎靡不振，这就说明正气已经衰退，治疗效

果可能就不如前者好。面部的不同色泽可以反映不同脏腑的

病变。青、红、黄、白、黑五色，相应地配合肝、心、脾、

肺、肾五脏。如出现脸色发青，可能是肝脏的病变；脸色发

黄，可能是脾胃的病变。从人的形态，也可以看出病情变化

。肥胖的人，容易出现阳气不足和“痰湿”停留的症状；消

瘦的人，容易出现阴血不足和阳盛火旺的症状。 中医望诊中

最有特色的是“舌诊”，“舌诊”包括看舌质和舌苔。舌质

，指的是舌的本体；而舌苔是舌质表面覆盖着的苔垢。看舌

质可以了解正气的盛衰，看舌苔可以知道邪气的深浅；正常



人舌面上有一层薄白的苔，叫舌苔。如果外来的邪气侵入人

体，影响脾胃的消化功能，苔就要变厚。舌面光滑如镜，那

是因为考，试大网站收集正气太虚的缘故。舌苔之所以能反

映疾病，是因为它通过“胃气”与五脏六腑发生密切的关系

，“胃气”就是脾胃的功能状态，它的生理和病理状态对于

其他各脏的活动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中医对舌象的观察，包

括观察舌质的颜色、舌苔的颜色和厚薄，以及舌体的形态等

。在临床中，由于舌象能比较准确地反映机体的生理病理状

况，所以有人认为舌象是人体生理和病理状况的一面镜子。 

闻诊，就是医生用耳朵来听病人的语言声息，用鼻子来嗅病

人身上或者排泄物、分泌物的气味。这些对辨别病情的状态

也很有价值。 问诊，它在中医临床上是很重要的。有关疾病

发生的时间、原因、经过，过去得过什么病，患者病痛的部

位，以及生活习惯、饮食嗜好等与疾病有关的情况，都要通

过询问病人或家属才能了解。古代医生为了强调“问诊”的

重要和概括“问诊”的主要内容，还编了一首“十问歌”：

“一问寒热二问汗，三问头身四问便，五问饮食六问胸，七

聋八渴俱当辨，九问旧病十问因，再兼服药参机变。妇女尤

必问经期，迟速闭崩皆可见。再添片语告儿科，天花麻疹全

占验”。这说明，中医看病，问诊是非常重要的。 切诊，切

诊的“切”是用手触摸病人身体的意思。医生用手指在病人

身上的一定部位进行触摸或者按压以了解病情的变化，它包

括切脉和按诊两个部分。按诊就是医生手按病人的胸腹和触

摸病人其它部位的诊法。切脉，平常又叫“摸脉”。全身的

脉络在人体内是一个密闭的管道系统，它四通八达，像网一

样密布全身。在心气的推动下，血液在脉管里循环周身。所



以，只要人体任何一个地方发生病变，就会影响气血的变化

而从脉搏上显示出来，中医摸脉能诊病，道理就在这里。 中

医切脉的方法有两种：一种叫遍诊法，就是触模全身各处特

定部位的动脉；另一种也是中医经常采用的，即寸口脉法。

“寸口”在手腕后的挠动脉表浅部位，如果手指轻轻地摸着

皮肤，就感到脉搏在跳动，好像木块漂在水面上一样，这叫

浮脉。见到这种脉，一般是比较轻浅的外感病。如果重按才

感到脉搏在跳动，这叫沉脉，一般是内在考试，大网站收集

脏腑的病变。正常成年人的脉搏一般在每分钟70次左右，略

微慢一点和快一点都不能算病态。如果成年人每分钟脉搏

在90次以上，这是“数脉”，就得考虑是“热证”；脉博每

分钟不足60次，这是“迟脉”，就要考虑是“寒证”。浮沉

的脉象可以辨别疾病的部位，迟数的脉象可以辨别疾病的性

质。要辨别疾病的虚实，可以从脉搏是否有力来区分，比如

实证的脉就有力，虚证的脉就无力。因为疾病经常是一个复

杂的过程，所以脉象也是多样的。祖国医学通过长期的临床

实践，总结了丰富的脉学理论。一般常见的脉象，就有28种

之多，此外还有病情危险时才能看到的怪脉等等。 望、闻、

问、切四诊在观察疾病作出诊断的过程中，都有它们各自独

特的作用，不能相互取代。有人说中医看病，只是看看舌苔

摸摸脉，这种说法很不全面，因为它把中医的四诊割裂开了

。当然，舌诊、脉诊在中医诊断学上具有突出的地位。但是

中医的望、闻、问、切四种诊法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在临床

中必须把它们结合起来，这里说的就是“四诊合参”。此外

，由于疾病的表现非常复杂，很多时候疾病的本质和表现出

来的现象是不相同的，这需要医生依靠经验判断，分清真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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