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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脉诊是中医学之精髓，亦是一种极具民族特色的中医文化，千百年来深深根植于人们心中。
脉诊是一门至精至巧的专项技术，不但与中医诊疗密切相关，而且在中医学的发展中具有不可替代的
作用。
综览当前国内外脉诊的应用状况，能够真正掌握并应用这项技术的医者甚少，这门前后传承两千年、
饱含深厚内涵和历史底蕴的技术竟然处于濒临失传的窘境。
究其原因在于：古代脉学理论更为注重脉象特征与疾病征象之间的直接对应关系，而对如何获知脉象
特征的过程未予以清楚的解析；传统脉学应用大量“通感”的修辞方法对脉诊进行描述，通过把不同
感官的感觉沟通起来，借联想引起感觉转移，“以感觉写感觉”，如涩脉“如病蚕食叶”之用语，就
是运用视觉的感知描述手指的感觉；传统脉象经常存在的单一脉象多因素组成现象，造成了这种由多
个变量所组成的脉象形态不是一种固定体，而是一组形象的指代，如“芤脉”就是由浮、大、中空、
无力的几种因素共同的复合体。
以上诸多原因最终造成了脉诊的传承学习和发展的困难。
脉诊是一门专项技术，需要经过正确的教授、反复练习，建立起脉诊的感觉、认知和思维等一系列完
整的心理过程，才能真正掌握它。
当前脉诊教学模式仍以理论传授为主，给习者只是建立起脉诊学习的“语义记忆系统”，而非真正能
够指导操作实践的“情景记忆系统”，理论教学远远脱节于临床实践，使得习者长期徘徊在“心中易
了，指下难明”的境地。
“系统辨证脉学”是遵循系统论的基本原理和基本规律，运用中医学、认知心理学、现代信息学和物
理学的基本原理，独到见解的、容纳多学科、涵盖多层面的全新脉学体系；其将复杂的脉象系统分化
出25对脉象要素，并用现代物理学“指标”进行描述和计量；其将“系统科学”纳入脉象研究中，认
为脉象是一个复杂的信息系统，脉象信息可以分化为多种物理性质；其运用中医学理论，分析脉象要
素及要素与要素间关系，形成了对疾病发生发展的病因、证候、病机及西医疾病的客观“证据链”，
为辨证论治提供可靠的依据；其创新性推出新的“脉-证-方”相应的辨证理论体系，并建立了新的“
平脉辨证”的脉方（药）相应治疗体系。
在此理论体系下，建立起了“系统辨证脉学”“情境认知”新型教学模式，它通过强调对学习者手指
感觉功能的开发和分化，有意识地强化其开放“单一因素”感觉通道，提高诊脉的反应灵敏性，最终
使各种感觉通道都达到灵敏、精细、准确的程度，在学习者大脑中建立对各种脉象特征感觉的“情景
记忆”系统。
在此基础上，经过反复的教学实践并借助心理行为学实验及触觉通道的ERP试验对这种新型教学模式
进行客观评定。
实践结果表明，这种新型教学模式与传统脉学教学模式相比，具有系统、科学、规范和实用性、操作
性较强等特点，对习者掌握和熟悉运用脉诊技术的水平具有明显的提高作用。
从临床教学角度看，当前尚未有一部以实践和运用为核心的脉学教程对脉诊技术作出全面的论述。
《系统辨证脉学培训教程》的编写填补了这项空白，通过“情境认知”的教学模式，对脉诊操作技能
和辨证思维能力进行培训，使习者尽快达到“一诊传心即了然”的境界。
本教程适用于中医院校的医学生和中医临床医师、中西医结合工作者以及广大脉诊爱好者研习脉诊使
用。
“天道酬勤”，脉诊技术的练就需要经过长期反复练习和实践，祝愿大家早日在脉诊领域取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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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系统辨证脉学培训教程》内容简介：“系统辨证脉学”是遵循系统论的基本原理和基本规律，运用
中医学、认知心理学、现代信息学和物理学的基本原理，形成的具有独到见解、容纳多学科、涵盖多
层面的全新脉学体系。
《系统辨证脉学培训教程》共分五章，分别为系统辨证脉学概述、脉诊技术训练与机制、脉象要素、
脉象系统的临证构建、脉方相应，详细介绍了系统辨证脉学体系。
通过“情境认知”的教学模式，对脉诊操作技能和辨证思维能力进行培训，使习者尽快达到“一诊传
心即了然”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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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任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脉象研究专业委员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山东中医药学会脉学专业委员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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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从事中医脉象研究、中医睡眠医学研究、中风病和老年痴呆研究。
获省级科技奖4项。
主要著作有《辨证脉学：从“指下难明”到“脉证相应”》、《思虑过度状态辨沧析要——现代中医
心理视角—卜的思志致病理论及实践》、《惊悸不安状态辨治析要一一现代中医心理视角下的惊悸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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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丛书》、《金匮肾气丸》等。
并在国家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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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不同的感觉小体具有自己单一的感觉阈值、传递递质、传导速度、投射脑区。
通过科学的方法进行训练，能够将这些感觉功能强化、突出及降低感觉阈值等，这样就能够清楚辨析
脉象中的各种特征现象。
 感觉是人脑对直接作用于感觉器官或感受器的客观事物的个别属性或个别特征的反映。
我们通过感觉器官或感受器来获取机体内外环境中的各种信息，并传输进人大脑，在脑内进行加工从
而产生了感觉。
脉诊所依靠的是手指的各种感觉，手指的感觉功能分为浅、深感觉，具体包括十几种，这是人类固有
的本能，充分发挥这些功能是脉诊得以进行的基本条件。
如何开发这些感觉功能并达到精炼的程度是脉诊的关键。
 现代生理学研究发现，各种感受器最突出的功能特点是它们各有自己最敏感的能量刺激形式。
这就是说，用某种能量形式的刺激作用于某种感受器时，只需要极小的强度（即感觉阈值）就能引起
相应的感觉。
这一能量刺激形式或种类就称为该感受器的适宜刺激（adequate stimulu）。
每一种感受器只有一种适宜刺激，对其他形式的能量刺激或者不发生反应，或者反应低。
正因为如此，机体内外环境中所发生的各种形式的变化，总是先作用于与它们相对应的感受器，意义
在于对内外环境中某种有意义的变化进行精确的分析。
 脉诊的“逐一感觉法”正是利用了机体的这一功能特性，符合生理学的这种现象。
“逐一感觉法”，即在练习中用意识将注意力集中于手指某种特定的感觉上，持续一段时间后再将注
意力转移到下一种感觉上，这样逐一运用感觉的方法就会使得注意力较为集中，而不受其他信息的干
扰，从而使得特定感觉区域内的脉诊信息清晰可辨。
对初学者来说，在学习诊脉时逐一体会并将各种物理性质的感觉形成长时间的“情景记忆”非常重要
，是进一步深入学习脉诊的基础。
 手指各种感觉训练方法： 触压觉：用柔韧的物体对手指分别进行力量递减的触压训练，反复进行。
 振动觉：手指触动具有不同振动频率和振幅的物体，感受不同震动的差别，一般可以用医用音叉进行
训练。
 运动觉：将运动的物体置于指下，感受其不同运动的变化。
 实体觉：手指接触不同质地的物体，如金属、橡皮、水囊等，感受物体的不同性质。
 温度觉：感受不同温度的物质，分辨其温度差别梯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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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系统辨证脉学培训教程》适用于中医院校的医学生和中医临床医师、中西医结合工作者以及广大脉
诊爱好者研习脉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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