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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53/2021_2022_2011_E5_B9_

B4_E4_B8_AD_c22_653130.htm 医诊脉就是用手指在病人手腕

的脉搏处，感知病人脉象的方法！ 脉，又写做“”，小篆作

脉，本义指血脉、脉搏。《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言“至今

天下言脉者，由扁鹊也”，可见扁鹊重视脉诊，将脉学研究

到至精至微的程度。 中医诊脉就是用手指在病人手腕的脉搏

处，感知病人脉象的方法。三部是指寸关尺三个部位，九候

是指医生手指的轻、中、重力量，这样三三得九而称“三部

九侯”。 相传公元前五世纪名医扁鹊就开始采用脉诊的方法

来诊察疾病，古老的《内经》就记载了21种脉象，中医脉学

经历代的不断发展，已记载30余种。历代医家都十分重视脉

诊，把它作为临床诊病、辨证不可缺少的客观依据之一，故

常用来识病因、析病机、定病位、辨病性、测病势之进退预

后等，尤其是在辨证候的真假、寒热、虚实之时，更有重要

的诊断价值。 脉诊是一种技艺，《难经。六十一难》云：“

望而知之谓之神，闻而知之谓之圣，问而知之谓之工，切而

知之谓之巧”。《内经》谓：“善为脉者，必以比类奇恒，

从容知之”。然而，《脉经》曰“脉理精微，其体难辨。弦

紧浮芤，展转相类。在心易了，指下难明”。“即欲知病脉

，必先识常脉，以常衡变，以变识病，初学之时常含混不清

。”徐灵胎曾说：“微茫指下最难知，各绪寻来悟治丝”，

他说脉诊和治丝差不多，必得其头绪方能有条不紊。 脉为血

府，贯通周身，五脏六腑的气血都要通过血脉周流全身，当

机体受到内外因素刺激时，必然影响到气血的周流，随之脉



搏发生变化，医者可以通过脉位的深浅，搏动的快慢、强弱

（有力无力）、节律，脉的形态（大小）及血流的流利度等

不同表现，而测知脏腑、气血的盛衰和邪正消长的情况，以

及疾病的表里、虚实、寒热。如病变在肌表时呈现浮脉；病

变在脏腑时，呈现沉脉；阴证病候时阳气不足，血行缓慢，

呈现迟脉；阳证病候时血流加速，呈现数脉等。 健康人的脉

象称为正常脉象。一般是不浮不沉，不大不小，不强不弱，

不快不慢，均匀和缓，节律整齐，又称为平脉或缓脉。平脉

至数清楚，一息（即一呼一吸）之间四至五次，相当于72

～80次，节律、强弱一致。脉象受体内外因素的影响而发生

生理的或暂时的变化，也属正常。如年龄越小，脉跳越快，

婴儿脉急数，每分钟120～140次；五、六岁儿童常为一息六

至，每分钟90～110次；青壮年体强，脉多有力；年老人体弱

，脉来较弱；成年人女性较成年男性脉细弱而略快；瘦人脉

较浮，胖人脉多沉；重体力劳动，剧烈运动长途步行，饮酒

饱餐，情绪激动，脉多快而有力，饥饿时则脉较弱。中医~医

脉学专著中主要记载的病脉有28种，然而根据脉位、脉率、

脉力、脉形、脉流的流利度及节律等划分的脉象往往是混合

构成，有些病脉是两个以上单一脉复合组成的脉。例如，感

冒之脉见浮数（风热感冒）、浮紧（风寒感冒）、沉迟（阳

虚感冒）、细数（阴虚感冒）。临证见细脉为诸虚，也见湿

阻之候；滑脉者为妊娠之脉，也见痰饮诸候，食内停之征。 

脉诊是中医辨证的一个重要依据，但在临诊中也有脉证不符

的特殊情况，如阳证反见阴脉，阴证反见阳脉。同时，一种

脉象可见多种病证，一种病证又可以出现多种脉象。这些只

有通过四诊合参才能够辨别清楚。诊脉只是一个诊查的途径



，需要病人和医生相互配合，才能达到最佳的治疗效果。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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