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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临证脉学十六讲》以讲稿的形式，系统总结了以姚国美 先生、姚荷生先生、姚梅龄先生为代表
的江西姚氏中医世家在薪火百年的临 证实践中积累总结并逐步完善的极可珍视的脉诊经验。
 《临证脉学十六讲》分为脉诊总论、脉诊各论、临床特殊病脉转变三部 分，以经典理论为纽带，以
临床实用为指归，融思想性、学术性、可读性于 一体，所论扎实具体，法度从容，特色鲜明，气象清
新，对中医临床工作者 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对促进中医脉诊学术发展亦将起到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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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姚梅龄，男，江西南昌人。
硕士生导师。
江西中医学院特聘教授，江西省名誉名中医，江西中医学院姚荷生研究室主任。
从事中医临床、教学和科研工作46年，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用纯中药治愈了不少现代医学公认的“
不治之症”和疑难疾病，对急性发热性及感染性疾病的疗效尤佳，多次到全国各地讲学。
主要研究领域有：①“证”的实质与五大辨证纲领统一；②疾病分类学；③中医鉴别诊断学；④表证
证治；⑤三焦腑病证治；⑥中医学术发展史；⑦中药煎煮规范；⑧中医诊疗程序规范；⑨脉学。
且悉心钻研、整理其父姚荷生教授（江西中医学院终身名誉院长）的遗稿达13年之久。
姚梅龄一直秉承父训慎于著述，已出版著作1部，发表学术论文17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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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上篇脉诊总论 第一讲脉学源流概论 一、《脉经》以前的脉诊 （一）脉诊起源 （二）《黄帝内经》的
脉诊 （三）《难经》的脉诊 二、《伤寒杂病论》的脉诊 三、《脉经》及其以后的脉诊 （一）《脉经
》的脉诊 （二）宋元明清的脉诊 四、近现代脉诊 （一）中医脉诊文献的整理发掘 （二）利用现代科
学技术对脉诊的研究 第二讲脉诊的价值 一、脉诊是辨证诊断最重要的诊察手段之一 （一）脉诊是中
医关键的诊察手段 （二）脉诊是判断疾病性质最重要的依据之一 二、脉象是了解人体体质的重要手
段 三、中医临床医生必须精通脉诊 （一）中医医、教、研队伍脉诊水平的大致现状 （二）学好脉诊
，终生受用 第三讲关于“脉症真假”及“脉症从舍” 一、何谓“脉症真假”与“脉症从舍” 二、所
谓“假症假脉”，是真实而又客观存在的疾病现象，不能主观舍去 三、所谓“假脉假症”，是从另一
个侧面反映疾病本质，根本不能舍去 四、所谓“假症假脉”有时可提示更深层次的发病机理 五、脉
症不符时，某些脉症可能是人体生理病理某些特殊的变异 第四讲传统中医有关脉诊的基本理论 一、
传统中医有关脉象形成的理论 （一）脉象形成与脏腑经络的关系 （二）脉象形成与气、血、阴、阳
、营、卫、津、液、精的关系 （三）脉象形成与病邪性质的关系 二、传统中医有关脉诊部位与方法
的基本理论 （一）遍诊法的相关理论 （二）独取寸口的相关理论 （三）寸口分三部的相关理论 第五
讲脉诊操作规范 一、订定严格的脉诊操作规范的必要性 （一）脉诊操作不规范的不良后果 （二）临
床中医生必须养成良好的脉诊操作习惯 二、脉诊操作流程与操作规范 （一）操作准备 （二）操作方
法 第六讲脉象分类的客观依据 一、脉象分类的客观依据 二、正常脉象确立的客观依据 三、异常脉象
（病脉）分类的客观依据 （一）脉率（数、疾、迟、缓） （二）脉律（促、结、代、三五不调、乍
数乍疏） （三）脉位（浮、沉、伏；附：反关、斜飞） （四）脉体（大、细、长、短、曲、双） （
五）脉力（虚、弱、微、实、弹指、无脉、无根脉） （六）脉势（滑、涩、弦、紧、硬、软） （七
）复合脉（革、牢、洪、动、芤、浮大中空、濡、散、静、不静、 上盛下虚、下盛上虚） 第七讲脉
象大致定量分级与脉象记录格式 一、脉象大致定量分级 （一）脉象一般性的定量分级 （二）脉象特
殊的定量描述 二、脉象记录格式 （一）记录顺序 （二）脉象规范记录格式的解读与价值 中篇脉诊各
论 第八讲脉诊各论概说 一、正常脉象 （一）正常脉象的基本特点 （二）正常脉象的正常波动与变化 
二、病脉概论 （一）什么是病脉 （二）以“脉象形成机理”代替“脉象主病”的缘由 （三）病脉“
形成机理”的内涵及其排序 三、脉象形成机理的鉴别方法 第九讲脉率异常类病脉 一、数脉 二、疾脉 
三、迟脉 四、缓脉 第十讲脉律异常类脉象 一、代脉 二、结脉 三、促脉 四、乍数乍疏脉 五、三五不
调脉 第十一讲脉体异常类脉象 一、细脉 二、大脉 三、短脉 四、长脉 五、曲脉 第十二讲脉位异常类
脉象 一、浮脉 二、沉脉 三、伏脉 第十三讲脉力异常类脉象 一、实脉 二、弹指脉 三、虚脉 四、弱脉 
五、微脉 六、无脉 七、无根脉 第十四讲脉势异常类脉象 一、滑脉 二、涩脉 三、弦脉 四、紧脉 五、
硬脉 第十五讲复合脉 一、浮大中空脉 二、革脉 三、牢脉 四、洪脉 五、动脉 六、芤脉 七、濡脉（附
软脉） 八、散脉 九、不静脉 十、上盛下虚脉 十一、下盛上虚脉 下篇临床上几种特殊病脉的转变 第十
六讲几种特殊病脉转变的诊断意义 一、脉骤停 二、脉出 三、脉沉见起 四、脉转大 五、脉转小 六、脉
转短 七、脉转不静 八、脉转不柔和 九、脉紧实转微 十、弦转软 十一、脉濡转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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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涩脉有两种。
一种与滑脉正相反，来得很艰难，典型的细涩脉，有时可让你清晰地体会到，似乎寸口脉内的血液流
得很滞涩；典型的迟涩脉有时能明显地感觉到，脉搏从无名指到食指的速度很慢，也就是脉搏搏动感
从无名指到食指之间的间隔时间会延长，这就像《濒湖脉学》里讲的“如轻刀刮竹”这种挤过去一样
艰难。
另外，临床上还有一种涩脉，来得不艰难，去得飞快，什么意思？
就是从无名指到食指它并不会太慢，但脉搏一来立即就会回收，立即停止了搏动，有点儿像那个球碰
到了墙壁立即弹回来一样，即所谓脉“去速”，去很快，一下就收了，虎头蛇尾，特别是一些恶性肿
瘤的涩脉，常可收得快。
第二种“去速”的涩脉与第一种来得艰难的涩脉在指下的感觉不一样。
所以，将来我们的脉象仪一定要三个探头，什么道理，我在讲太阴风湿表证的时候提过这个问题，就
是西医这方面的研究已经很成熟了，其实脉搏产生的机理有几个：一个是心搏出的血，鼓动了动脉，
产生了寸口脉的脉跳，这是一个，所以如果你血液黏稠度太大了的话，血液的流速就变慢，心脏泵出
血液鼓动寸口脉的速度就较慢，所以，脉搏搏动从无名指到食指的速度就比较慢。
脉搏形成的第二个原理，是干动脉有本身的脉搏波，微循环有微循环的脉搏波，干动脉的脉搏波的波
速，这个数据我查到了，是每秒钟0.8～1.2米，这种波的速度慢，可能也是涩脉形成的机理之一。
这是受湿邪的启发，为什么湿邪脉会涩呢？
如果湿邪犯及脉搏管壁的平滑肌细胞，脉管蠕动就很无力，蠕动的速度就很慢，即脉搏波慢，这可能
是湿邪形成涩脉的原因之一。
因此，你会感觉到脉搏从无名指到食指的速度很慢，感觉脉搏从无名指到食指的时间间隔会延长，这
就是涩脉。
反之，就是滑脉，比如脉搏波一秒钟超过1.5米，此时脉搏的波速快，同时也造成血液流速加快，显得
血流非常通畅，血液被血管一挤，“哗”流过去了，这是否就是滑脉形成的机理之一，还有待将来的
实验研究证实。
 我们可以看出中医所说的滑脉和涩脉也不荒诞吧，这些都有些根据的啊，更是临床真实存在的呀！
说什么“一根脉管，二十八脉，简直荒唐”，荒唐吗？
自己又不去观察，又不研究，又不懂，还去评论科学技术！
现在这个坏习惯很坏啊，不懂脉就讲脉是假的，你还说你是“大学问家”。
那么，我所有不懂的我都可以讲是假的，不懂的东西能就能轻率地否定吗？
不可以，只有当你研究了它，你的数据否定了它，你才能讲什么是不成立的或是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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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临证脉学十六讲》以经典理论为纽带，凝聚一门三代名医临床脉诊心得，注重辨证论治中脉诊运用
规律的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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