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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徐培平编著的《脉诊——从初学到提高》分为3章。
第1章是对脉学有关理论的探讨，主要对脉诊原理和寸口分候脏腑法依据提出了新的看法，同时介绍
了一些散在于民间流传至今的古脉诊法，如遍诊脉法、气口九道脉法等。
第2章主要阐述脉诊临床运用方法，包括指力脉诊方法的运用及症脉同辨临床运用方法等。
第3章主要是脉象的诊辨及症脉合参的论治，涉及脉位类、脉体类、脉力类、脉率类、脉律类、脉宽
类、张力类、流利度类共8类29种脉象，重点论述了脉象辨析及体会，并结合古今医家有脉案的案例（
案例末注明来源的）及部分个人临床案例（案例末没有注明来源的）说明症脉同辨运用于临床的具体
方法；各脉下均设【脉象辨识】、【脉象体悟】、【脉理及主病】、【症脉辨治案例】几项。
本书既有对传统脉学原理和脏腑分候理论的新探索，也有脉诊临床运用体会、对29种脉象的辨析及症
脉辨治方法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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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徐培平（1971—），江西上饶市人。
中医临床基础（温病学）博士，副教授。
1994年毕业于江西中医学院中医系，1994—1998年任职于江西上饶市中医院。
2008年博士毕业于广州中医药大学，留校至今。
在中医领域工作十几年，对中医基础和临床嗜耽不误，以弘扬中医为己任，在中医“营卫”及经方理
论与临床运用方面的研究颇有心得，发表相关专业性论文10篇，目前的主要研究方向为病毒性疾病（
流行性感冒、乙型病毒性肝炎、艾滋病等）、癌症等的中医药防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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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学习脉学中的思考
一、学脉要看什么书最易懂和易入门
二、平脉是怎么样的
三、切脉的一些技巧
四、切脉的手法
五、寸关尺脏腑配属
六、诊脉的方法
七、以脉诊病与以脉辨证
八、脉象辨识问题
九、芤脉主瘀
十、浮、沉二脉的辨识
十一、脉象与八纲的应用
十二、四诊合参、脉证同辨
十三、凭脉诊断用药
第1章脉学理论探讨
第1节脉诊原理新论
一、血脉中的营卫变化是脉诊的依据
二、经络学说是中医脉诊的理论基础
三、脉诊是如何通过营卫察知脏腑气血的
四、寸口脉诊与营卫之间的关系
第2节寸口脉诊分候法
一、寸口脉分候脏腑的方法
二、寸口脉分候脏腑的原理及分歧
三、寸口脉候察脏腑之气
四、寸口脉分候脏腑的划分
五、寸口脉分候脏腑原理新析
六、寸口诊脉及分候脏腑的现代解释
第3节古脉法
一、遍诊法
二、寸口、人迎、趺阳三部诊法
三、独取寸口脉法
四、气口人迎对比诊法
五、气口九道脉法
第2章脉诊临床运用方法
第1节持脉的方法
一、诊脉时间
二、诊脉体位
三、定脉位
四、调息
五、运指
六、指力和力度
七、诊脉注意事项
第2节学习脉诊必知的几个问题
一、掌握脉象是脉诊的前提
二、学脉当先学好指力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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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记忆背诵脉名脉象
四、察营卫气血病机，别脉“位”、“数”、“行”、“势”
五、掌握正常五脏四时脉象
六、脉象的“八纲辨证”
七、凭脉诊的是什么
第3节指力取脉法
一、“浮、中、沉”取脉法
二、菽权取脉法
三、浮中按沉法
第4节识别脉象要素
一、脉象要素
二、临证脉象要素分析举例
三、关于脉象的简化
第5节诊脉辨证方法
一、察独
二、察胃、根、神
三、辨求阴阳
四、察相兼脉
五、辨病位求病机
第6节如何辨别脉之胃、神、根
一、脉之胃气
二、脉之神气
三、脉之有根
四、真脏脉、怪脉
第7节如何掌握妇人脉象
一、男女脉象生理差异
二、月经脉
三、孕脉
第8节脉诊临床运用方法
一、脉症同辨
二、脉象的定位和定性
三、脉症合参
四、脉证顺逆
第9节掌握四时五脏脉
一、正常脉象与四时五脏脉
二、四时五脏脉的临床运用
第3章病脉诊辨与论治
第1节脉位类
一、浮脉
二、沉脉
三、伏脉
四、牢脉
第2节脉体类
一、长脉
二、短脉
第3节脉力类
一、虚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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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实脉
三、微脉
四、弱脉
五、濡脉
第4节脉率类
一、迟脉
二、数脉
三、疾脉
四、缓脉
五、动脉
第5节脉律类
一、结脉
二、代脉
三、促脉
第6节脉宽类
一、细脉
二、洪脉
三、大脉
四、散脉
第7节张力类
一、弦脉
二、紧脉
三、芤脉
四、革脉
第8节流利度类
一、滑脉
二、涩脉
后记
主要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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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察独”方法出自《内经》，主要诊察脉象在某一“部”或某一“关”出现的异常变化，这是诊
察病脉的具体方法之一。
如《内经·三部九候论》：“帝日：‘何以知病之所在？
’岐伯日：‘察九候独小者病，独大者病，独疾者病，独迟者病，独热者病，独寒者病，独陷下者病
。
”’而张景岳赞赏之，认为“独处藏奸”，是病机的关键所在。
察“独”的方法有二：其一是从脉的形象变化人手，以一部之脉的形象异于其余各部为独。
如左右手六脉同出现一种脉象，独大、独小、独疾、独迟、独浮、独沉，等等。
说明整体病变的性质和程度，多为阴阳失调，气血偏盛偏衰的表现。
《医原》说：“六脉之中，有一脉独乖者，即当于独乖之一脉求之。
”这是因某一部脉的形象变化异于其余各部，故为“独变”，“独”则为病脉。
　　其二是脉位独：即在寸、关、尺、左、右手六脉中，单独出现一个部位即在寸、关、尺、左、右
手六脉中，单独出现一个部位的异常脉象，独大，独小，独滑，独沉，与众不同。
结合寸口六部分候脏腑方法就可说明病变的部位就在该部所属的脏腑或肢体相对应的部位上。
　　如寸口脉在各季中的变化，正常情况下应是一致的，要浮皆浮，要沉皆沉；要数皆数，要迟皆迟
。
如出现个别部位独大、独小、独浮、独弦。
表现独的部位即为该部所属的脏腑组织或身体相应部位发生病变，出现何种脉象按其脉所主病辨证。
夏季心脉当旺，寸口脉应浮大而散。
六脉中唯右关脉沉弱无力脉不应时，右关属脾，脉沉弱无力，当系脾胃阳虚，运化无力。
冬季肾脉当旺，脉应沉滑而柔和。
六脉中唯右寸脉洪大不应时，右寸脉属肺，当为肺热证，上焦热盛。
如左右手脉表现不一，当辨其哪边为平脉，哪边为病脉，病脉即为变脉，究其所主何脏脉辨证。
　　对于某部独显迟数缓的理论有些医家持反对态度，认为一脉之中，寸关尺三部脉其搏动的次数应
是一致的，不可能有寸数而尺迟，至数上的变化。
而许多医家持赞成态度。
从临床实际来看，指下脉感的迟数会因病理因素出现明显的差别，但在具体至数上可能没有那么大的
精确差距。
四至与六至数之间的脉动次数上还存在真空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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