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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治未病的核心是预防,正确预防疾病的前提, 是要能准确判断机体的生理状况,而诊脉是观察人的整体状况的重要方法。

正常人出现滑脉、实脉、长脉、缓脉、迟脉, 提示其身体健康,正气充足,抗病能力较强; 而正常人出现数脉、细脉, 提示其体质较为

虚弱, 抗病能力较弱,必须注意预防疾病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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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reating D isease before Onse t from a Pu lse Tak ing Ang le

T ang Y ap ing

(PreclinicalM edicine Departm ent of Guangx i C ollege of Ch inese M ed icine, N anning, 530001)

Abstrac t P revention is the key to T reating D isease before O nse t. P roper prevention depends on accurate d iagnos is on physio log ica l con-

d ition in wh ich pulse tak ing plays an im po rtant ro le. S lippery pulse, replete pu lse, long pu lse, m odera te pulse, slow pulse suggest

healthy condition, abundant hea lthy q i and strong resistance to d isease; wh ile rap id pu lse, thready pulse ind ica te re la tive ly de licate con-

stitution and w eak resistance to d isease, thus preventive measures a re adv isable.

K eyW ords Pulse T aking; T reating D isease before O nset

  治未病是采取预防或治疗手段,防止疾病发生、发

展的方法。治未病包括两重含义:一是防病于未然,强

调摄生,预防疾病的发生;二是既病之后防其传变。正

确预防疾病的前提,是要能准确判断人体的生理状况。

脉象的形成与心脏的搏动、脉道的通利、气血的盈亏及

各脏腑的协调作用直接相关, 脉象能反映全身脏腑功

能、气血、阴阳的综合信息, 因此诊脉是观察人的整体

状况的重要方法。如正常人出现平脉,反映机体精血

充盈、气机健旺、阴阳平衡、精神平和的生理状态, 是健

康的表现。但正常人在生理条件下,除了出现平脉外,

还可出现 28脉中的多种脉象, 可反映不同的机体状

况,对治未病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1 脉象分类

111 滑脉  滑脉的脉象主要特点是往来流利, 应指圆

滑。痰湿、食滞、实热等实邪壅盛于内,气实血涌,鼓动

脉气故脉滑。但滑脉亦可见于正常人, 此即生理性滑

脉。滑而和缓之脉为平人之常脉, 是营卫充实、气血充

盈之象, 多见于青壮年。妊娠妇女出现滑脉是气血旺

盛养胎之象。如 5诊家正眼 6云: /滑而冲和, 娠孕可

决。0另外, 体型肥胖者也可出现滑脉。 5石门秘录 6

曰: /肥人多痰。05万氏妇人科 6曰: /惟彼肥硕者,膏脂

充满,脂痰凝塞。0按中医体质学说,肥胖者多见于痰湿

体质的人
[ 1]

,痰湿壅盛,气实血涌,故多滑脉。

112 实脉  实脉的脉象特点是脉充实有力, 脉搏搏动

力量强,寸关尺三部、浮中沉三候均有力量, 脉体宽大。

实脉见于实证,邪气亢盛而正气不虚, 邪正相搏, 气血

壅盛,故脉来充实有力。但实脉亦可见于正常人
[ 2]

, 此

即生理性实脉。身体健壮的青壮年在生理情况下, 因

很不够,进行身心同调的研究不多。这是中医传统优

势在当代老年病临床中的缺失, 不利于老年病临床和

研究的发展。

21214 治未病  由于老年病的缠绵难愈性,许多疾病

只能控制不能治愈, 故预防研究就显得更加重要。防

治并举、防重于治、寓防于治的 /治未病 0思想正是传

统中医理论的核心思想之一, 也是中医药的优势领域

之一。 5黄帝内经 6中早已指出, 不治已病治未病者才

是良医上工,并在 5黄帝内经 #上古天真论 6中以大量
篇幅论述了养生的原则、方法和重要性,希望人们能通

过养生达到防病延年的目的。以后历代皆有发展, 出

现了诸多养生防病的方法,如五禽戏、针灸推拿、太极

拳、食料药膳、药物养生等等, 这些也成为今天延缓衰

老研究及各级预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 中医

界已经认识到中医药 /治未病0思想的重要性和优势

地位,国家也在研究上予以政策倾斜,其成果成为当前

中医药亚健康干预的重要理论来源。在老年病研究中

应当注意贯彻 /治未病 0的思想和方法, 加强老年病的

预防研究,处方用药也要考虑治中有防, /先安未受邪

之地0。只有这样, 才能减少老年病的患病率、复发

率,从根本上应对老年病的缠绵难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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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血盈盛,正气充足, 脉气鼓搏有力, 故脉来有力而且

和缓。从现代医学的观点来看, 体育锻炼可使心肌纤

维增粗,心脏肌肉收缩力增强, 心脏收缩贮备增加, 心

每搏输出量增加
[ 3]

,则脉显得充实有力。

113 长脉  长脉的主要特点是脉动应指的范围超过
寸、关、尺三部,脉体较长。目前一般认为长脉主阳证、

实证、热证。但长脉亦可见于正常人, 此即生理性长

脉。5脉理求真6曰: /长为气治无病之象, 然必长而和

缓方为无病。05濒湖脉学6曰: /长脉不大不小, 迢迢自

若,如循长竿末梢,为平。0血管的搏动, 来源于脉气的

鼓动, 脉气的鼓动又以阳气为动力, 以阴血为物质基

础。若禀赋强者,因气血旺盛, 精气盛满,脉气充盈有

余,故搏击之势超过本位, 可见到柔和之长脉。故长脉

是气血充盛,气机条畅的反映, 为强壮之象征。

114 缓脉  缓脉有 2种情况, 一是脉来缓怠无力, 弛

纵不鼓的病脉,多见于湿病、脾胃虚弱;二是脉来和缓,

一息四至,应指均匀, 称为平缓脉,即生理性缓脉,多见

于正常人
[ 2]
。古代医家对生理性缓脉早有认识。5脉

理求真 6曰: /缓为平人正脉,无事医治。05诊家正眼 6
曰: /缓为胃气,不主于病, 取其兼见,方可断证。0由于
机体气血充盈,百脉通调, 故脉来一息四至,和缓有力,

是脉有胃气的一种表现。

115 迟脉  迟脉的脉象特点是脉来迟慢, 一息不足四

至。迟脉多主寒证。但迟脉亦可见于正常人, 此即生

理性迟脉。生理性迟脉多见于经常参加体育锻炼者或

体力劳动者。古代医家对此较少论及, 当代有学者认

为,在阴与阳平衡的条件下, 脉率维持正常,由于锻炼

使阴精充足, 阴经经气充足, 但阳经的经气也相应增

盛,二者形成稍高水平的平衡状态而阴气稍多,这样就

形成了正常的迟脉
[ 4]
。从现代医学的观点来看, 体育

锻炼可使心肌纤维增粗,心脏肌肉收缩力增强,心脏收

缩贮备增加,心每搏输出量增加, 同时心率减慢
[ 3]

, 心

跳愈慢则脉愈慢,故形成了正常的迟脉。由于男性热

衷于参加体育锻炼者较多, 迟脉在男性中出现的比率

高于女性。

116 数脉  数脉的脉象特点是脉来急促, 一息五至以

上不满七至。数脉主热证, 亦主里虚证。但数脉亦可

见于少数正常人,此即生理性数脉。古代医家对此早

有论述, 5脉义简摩 6曰: /人之禀赋各有不同, 而脉应

之,,血气热则脉数。05医碥6曰: /迟数得于禀赋则
性急躁者脉多数,性宽缓者脉多迟。0 5医述6曰: /胎孕
有数脉,以冲任气阻,所以脉数,本非火也。0正常人出

现数脉者,除婴幼儿外,一般见于体质较虚者。由于生

理性数脉者体虚程度较轻,没有明显的临床症状,与严

重虚证患者出现的数脉相比, 脉率明显偏慢。从中医

的观点看,体质较虚者易导致心失所养,为满足脏腑生

理活动的需要,心气勉其力而行之,则表现为心动较快

而脉动较快,从现代医学的观点来看,这是由于体质较

虚者心每搏输出量减少,为满足机体生命活动的需要,

心搏代偿加快,心跳愈快则脉愈快,故出现数脉。

117 细脉  细脉的脉象特点是脉细如线、应指明显。
细脉多见于气血两虚、诸虚劳损、湿病。但细脉亦可见

于正常人,此即生理性细脉。 5古今医统大全 6云: /六
脉均细,男平而女怀胎。05医学传心录 6曰: /命门相火
只宜静,虽然沉细未为病 0。细脉在消瘦体型者中出
现较多。有学者发现,按中医体质学说,瘦人多见于阴

虚体质、气虚体质的人
[ 1]

, 因此消瘦体型者易出现气

阴不足,气阴不足则血脉不能充盈,故常出现细脉。另

外,女性中细脉出现的比率较高。这一方面与女性消

瘦体型者较多有关, 另外与女性的生理特点有密切联

系。女子有月经来潮等生理现象,血常耗伤,故细脉出

现较多。

2 结语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正常人出现滑脉、实脉、长

脉、缓脉、迟脉, 往往是机体精血充盈、气机健旺的表

现,提示其身体健康, 正气充足,抗病能力较强,不易感

受病邪;而正常人出现数脉、细脉, 往往是机体气血阴

液不足的表现,提示其体质较为虚弱,抗病能力较弱,

容易感受病邪,必须注意做好预防工作,用中医治未病

的理论指导养生,加强锻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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