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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肤诊法是《内经 》中一种重要的诊断方法
。

据

《灵枢
·

论疾诊尺 》记载
: “

黄帝问于岐伯曰
:

余欲无

视色持脉
,

独调其尺
,

以言其病
,

从外知内
,

为之奈

何? 岐伯曰
:

审其尺之缓急
、

大小
、

滑涩
,

肉之坚脆

而病形定矣
。 ”

可见尺肤诊法是一种不依赖于望色和

切脉而仅通过诊察尺部皮肤的各种变化
,

以判断内

在的脏腑病变的一种诊断方法
。

《内经 》有多篇涉及

尺肤诊法
,

内容有尺部的划分与脏腑的关系
、

尺部皮

肤的病理变化与病因的关系
、

尺肤与脉象的关系等
,

说明在《内经 》时代尺肤诊法已经形成了较为系统的

理论
。

但是后世医家忽视了这些理论
,

尺肤诊法没有

得到应有的发展
。

从现代全息生物学理论的角度来

分析
,

尺肤诊法有其深刻的科学内涵
,

现代腕躁针的

医疗实践也证明
,

尺肤诊法有重要的临床价值
,

应该

加以发掘和整理
,

进一步丰富中医诊断学的内容
。

l 尺部的分区及其与脏腑组织器官之间的关系

尺
,

指肘关节至腕关节的前臂部位
。

《说文解

字》释
“

尺
”

字曰
: “

尺
,

十寸也
。

人手却十分动脉

为寸口
,

十寸为尺⋯⋯周制寸
、

尺
、

咫
、

寻
、

常
、

初

诸度量皆以人之体为法
。 ”
鱼际至高骨 (挠骨茎突 )为

寸
,

腕至肘为尺
,

故前臂之大骨称尺骨
。

尺肤即指尺

部的皮肤
。

《素问
·

脉要精微论 》有一段文字论及尺部与脏

腑
、

形体之间的对应关系
: “

尺 内两傍则季胁也
,

尺

外以候肾
,

尺里以候腹
。

中附上
,

左外以候肝
,

内以

候幕 ; 右外以候胃
,

内以候脾
。

上附上
,

右外以候肺
,

内以候胸中 ; 左外以候心
,

内以候擅中 ; 前以候前
,

后以候后
。

上竟上者
,

胸喉中事也 ; 下竟下者
,

少腹

腰股膝胫足中事也
。 ”
因这段文字出现在讨论脉象的

“

脉要精微论篇
”

中
,

所以古今注家多有释
“

尺
”
为

“
尺脉

”

者
,

然而文中
“
尺内

” 、 “

尺外
” 、 “

上
” 、

“
下

” 、 “

左
” 、 “

右
”

诸语
,

显然与
“

尺脉
”
不合

。

其

实在 《内经 》中
,

脉象并无寸
、

关
、

尺之分
,

将寸 口

脉分为寸
、

关
、

尺三部
,

始见于 《难经
·

十八难》
,

而

《内经》中凡言
“
尺

”

者
,

皆指
“
尺肤

”
而言

,

并无

“

尺脉
”

之意
。

从上述原文中可以看出
,

《内经》将前

臂看作人体的缩影
,

其大致划分是
:

前臂远心端 (腕

端 ) 为上
,

对应胸喉等上部器官 ; 近心端 (肘端 ) 为

下
,

对应少腹
、

腰
、

股
、

膝
、

胫
、

足等部位 ; 前臂掌

侧为内
,

对应身体前面和胸腹部位 ; 前臂手背侧为

外
,

对应身体腰背部
。

其中前臂掌侧又分上 ; 中
、

下

三段
,

且左右手有别
:

近肘段称为尺里
,

对应腹部
:

中段称中附上
,

左手的中段对应肝
、

隔
,

右手的中段

对应脾胃 ; 上段称上附上
,

右手上段对应胸肺
,

左手

上段对应心和心包 (擅中)
。

《内经 》对尺肤的这种划分方法
,

来源于临床观

察
,

是临床经验的总结
。

但是
,

这种划分方法难以用

经络理论作出合理的解释
。

因此
,

后世注家多将尺肤

与脏腑的对应关系释为脉象之寸
、

关
、

尺与脏腑的对

应
,

这可能是尺肤诊法之所以不传的原因之一
。

现代

全息生物学认为
:

生物体的任何一个相对独立的组

成部分的生物学特性
,

与生物整体的生物学特性札

似
,

它贮存着整体的信息
,

是整体的相对缩影
。

肘关

节至腕关节的前臂部位是人体相对独立的一个部

位
,

因此也存在着生物全息现象
,

存在着与脏腑和全

身各个组织器官的对应区
。

这一理论可以较好地解

释尺肤与内脏和躯体的对应关系
,

说明尺肤诊法有

其科学的内涵
,

值得我们对其进行深入的研究
。

现代腕躁针疗法亦为尺肤诊法的合理性提供了

一个有力的佐证
。

该疗法认为
,

人体腕躁以上部位的

皮肤存在着与全身对应的区域
,

针刺腕踩以上部位

皮肤的相应区域可以治疗与之对应的身体其他部位

的疾病
。

这说明尺肤不但可以反映全身的疾病
,

还可

以治疗相应的疾病
。

2 诊察尺肤的方法及其临床意义

关于诊察尺肤的方法
,

《灵枢
·

邪客》曰
: “

持其

尺
,

察其肉之坚脆
、

大小
、

滑涩
、

寒温
、

燥湿
” ,

《灵

枢
·

论疾诊尺》亦有
“

审其尺之缓急
、

大小
、

滑涩
,

肉之坚脆而病形定矣
”

的论述
。

可见
,

尺肤诊法主要

是通过触摸和按压等方法来察知皮肤的松弛或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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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

滑润或干涩
.

皮温的寒热
,

尺部的粗大或瘦小
,

肌肉的壮实或赓弱
,

以判断人体的病理变化
。

《灵枢
·

论疾诊尺 》曰
: “

尺肤滑
,

其淖泽者
,

风

也⋯⋯尺肤涩者
,

风痹也
。

尺肤粗如枯鱼之鳞者
.

水

佚饮也
。

尺肤热甚
,

脉盛躁者
,

病温也⋯⋯尺肤寒
,

其脉小者
,

泄
、

少气
。

尺肤炬然
,

先热后寒者
,

寒热

也
。

尺肤先寒
,

久持之而热者
,

亦寒热也
。 ” 《灵枢

·

邪气藏府病形》曰
: “

诸急者多寒
,

缓者多热⋯⋯滑

者阳气盛
,

微有热
,

涩者多血少气
,

微有寒
。
”
可见

尺肤对外邪的入侵
,

尤其是风
、

寒
、

火
、

热
、

痰湿等

外邪有较敏感的反应
。

当风邪入侵人体时
,

卫气起而

抗邪
,

因卫气能温分肉
、

充皮肤
、

肥腆理
、

司开合
,

所以可见尺肤滑柔而有光泽 ; 若风邪夹寒湿为患
,

闭

阻经脉而为风痹
,

气血不能濡养肌肤
.

则可见尺肤艰

涩 ; 若水饮为患
,

后期可见尺肤干枯粗糙 ; 若感受寒

邪
,

因寒主收引
,

则多见尺肤寒和拘急
;

感受热邪
,

火热熏灼
,

可见尺肤热
,

甚至如火灼手
.

皮肤松弛 ;

若邪正交争于半表半里之间
.

出现寒热往来之证
,

其

寒热之变化亦可从尺肤中反映出来
。

尺肤柔润者多属常态
。

尺瘦小
、

肌肉松软
、

皮肤

弛缓者为虚
,

常见肢体懈怠
.

懒于活动等证
; 尺粗大

、

肌肤坚韧者多实
。

以上是切按尺肤判断疾病的病因和 寒
、

热
、

虚
、

实属性
,

实际应用时还可配合尺肤的分区进一步明

确病变所属的脏腑器官
。

3 尺肤诊法与望诊
、

脉诊的关系

《灵枢
·

邪气藏府病形 》曰
: “

夫色脉与尺之相应

也
.

如俘鼓影响之相应也
,

不得相失也
,

此亦本末根

叶之出候也
.

故根死则叶枯矣
。
” “
脉急者

.

尺之皮肤

亦急 ; 脉缓者
,

尺之皮肤亦缓 ; 脉小者
,

尺之皮肤亦

减而少气 ; 脉大者
,

尺之皮肤亦责而起 ; 脉滑者
,

尺

之皮肤亦滑 ; 脉涩者
,

尺之皮肤亦涩
。

凡此变者
,

有

微有甚
。

故善调尺者
,

不待于寸
,

善调脉者
,

不待于

色
,

能参合而行之者
,

可以为上工
。 ”
人体是一个有

机的整体
,

色泽
、

脉象及尺肤的各种变化
,

皆是人体

脏腑病理变化的外在反映
,

所以色
、

脉和尺肤的变化

是相应的
。

色
、

脉
、

尺肤皆可诊断疾病
,

但若三者合

参
,

则更能提高准确性
。

《内经 》常常以脉象和尺肤

的变化来诊察病证
,

如 《素问
·

平人气象论》 曰 :

“

尺涩脉滑
,

谓之多汗
。

尺寒脉细
,

谓之后泄
。

脉尺

粗常热者
,

谓之热中
。
” 《灵枢

·

论疾诊尺 》曰
: “

尺

坚大
,

脉小甚
,

少气
,

挽有加
,

立死
。 ” 《素间

·

通评

虚实论 》曰
: “

经络皆实
,

是寸脉急而尺缓也⋯⋯络

气不足
,

经气有余者
,

脉 口热而尺寒也⋯⋯经虚络满

者
.

尺满脉 口寒涩也
。 ”

皆以脉象和尺肤互参
。

正确

使用尺肤诊法
,

可以弥补望诊和脉诊之不 足
,

在辨别

复杂的证候时
.

尤其是在出现假象和决定脉证从舍

时
.

多一种鉴别的手段
,

可避免误诊
,

最大限度地提

高辨证论治的质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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羹籍囊握鑫

经 前 口 唇肿 胀

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 (2 7 2 1 ] l) 文lJ永慧

患者 2 5 岁
,

1 9 9 4 年 7 月 1 4 日就诊
。

自诉 7 个

月前痛失慈母
,

忧思交加
,

近 0
.

sa
每值经前 5d 即 口

唇肿胀
,

弄出热气
,

经净 后 7d 内肿胀消失
,

但唇 周

遗留萦暗血迟迟 不 退
,

逐 月加 重
。

本次月经 6 月 20

日
,

经圣一般
,

经色紫暗
,

有少黄血块
,

经前经期腹

部坠痛
。

诊见患者精神抑郁
.

唇周紫暗
.

舌红 苔徽黄

3 4 0

腻
,

脉 濡
。

证 属脾胃蕴热
,

循经上扰
。

治 以清泻脾胃

郁热
.

方选泻黄散加味
。

处方
:

桅子 1 2 9 ,

生石 膏 2飞
,

防风 9 9
,

若香 1 2 9 ,

甘草 69
,

川牛膝 3 05
,

黄粕 12 9
,

丹皮 12 9
,

紫草 155
,

生甘草 鲍
。

5 荆
.

水煎服
,

日

1 荆
。

服药期 间忌食辛辣利激性食物
。

7 月 25 日患者

经净后复诊
,

喜告 月经于 7 月 19 日来潮
,

经前 口 唇

神胀未作
.

弄 出热 气亦明显减轻
,

腹部坠痛亦减轻
。

嘱患者于下次 月经前 7d 再服此方 5 荆
。

共服 药 3 个

月经周期
,

唇周萦暗斑完全消失
,

月经色
、

质正常
,

腹痛未作
,

口 哭宿疾亦愈
。

随访至今未复发
。

按
:

忧 思伤脾
,

脾失健运
,

湿邪内生
,

郁而 化热
。

脾开 窍于 口
,

冲
、

任脉环绕 口 周
.

经前 那热循经土扰
,

故致 口唇肿胀
,

经后 邓随血泄
,

故种胀 渐消
。

因此
,

经前服药
.

防患于未然
。

方中石膏
、

桅子清泻脾胃伏

热
,

防风散郁 热
,

羞香芳香化湿
,

甘草清热解毒
,

川

牛膝
、

丹皮
、

黄柏清热活血凉血
,

并引热下行
,

紫草

凉血 退斑
。

诸药合 用
.

湿化热除
,

诸疾乃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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