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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会听到或见到一些人因为疾病发现得晚，耽误了治疗时间而给自己留下
了终身的遗憾。
能及早地预测、发现疾病，防患于未然，一直是人们努力的目标，那么怎样才能把这个愿望变成现实
呢？
学习手诊就会找到答案。
　　手诊不等同于看手相　　提起手诊，人们往往会想到手相，于是自然而然地怀疑手诊是不是迷信
，是否科学。
根据我多年的实践经验，可以肯定地说：手诊并不等同于看手相。
　　望手诊病来源于中医。
中医诊病中很早就有通过观察手的形态、色泽、纹理、脉络变化来综合诊断疾病的方法。
这种看手诊病的方法是祖国医学望诊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是中医诊病的一大特色。
　　传统中医认为手是人体重要部位之一，是阴阳经脉气血交合联络的部位。
根据中医经络学说可知，人体的六大经络都循行经过手部，这些经脉与全身的脏腑相应、气血相通，
当脏腑、气血发生病变时就会在手的形态、色泽等变化中反映出来。
　　中医还认为。
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也是一个开放的系统。
手同眼、耳、鼻、舌、足等部位一样，不仅是人体的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一个独立的机体。
手和人体有着一一对应的关系，它反映着身体不同部位的病理变化。
医生通过观察手的表征变化，再结合其他检查方法综合分析，就能诊断出人体已经发生的疾病或即将
发生的疾病，这就是现代医学中所说的全息医学诊断法。
　　手诊有丰富的历史渊源和科学依据。
很有研究价值，我们不应该把它与“看手相”混同看待。
　　现代手诊医学的发展　　随着医学科学的发展，近年来，很多医学专家对手诊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并采取了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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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手诊医学作为辅助诊断的好帮手，已经越来越受大众人群的喜爱，学手诊不仅可以了解自身的健
康状况，也可以帮助家人和朋友提早发现病情，节省不必要的医疗开支。
那就跟着《图解健康手诊速查手册》学手诊吧，《图解健康手诊速查手册》不仅采用一对一图解的方
式介绍了皮纹学、手指、指甲和掌纹，还提供了手诊与临床疾病诊断简易有效的治疗和保健方法，一
看就懂，一学就会，适合现代人对健康和养生的要求。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图解健康手诊速查手册>>

书籍目录

序言掌部常见八种病理纹示意图教你阅读这本书上篇：初识手珍第一章 手诊的基础知识手诊简介手诊
理论基础之一——解剖学手诊理论基础之二——经络学手诊理论基础之三——生物全息学指纹和掌纹
都可作为诊病依据吗？
指甲可以反映身体健康吗？
掌纹诊病需要参考手指吗？
九宫八卦与五行星丘的手掌划分法乾位——月丘坎位——地丘艮位—金星丘震位——第一火星丘巽位
——木星丘离位——土星丘、太阳丘坤位——水星丘兑位——第二火星丘明堂——火星平原第二章 人
体的“第二脏腑”——手掌手掌上的心区手掌上的肝区手掌上的脾区手掌上的肺区手掌上的肾区手掌
上的胃区手掌上的胆囊区手掌上的大肠和直肠区手掌上的小肠和十二指肠区手掌上的膀胱和前列腺区
手掌上的乳腺区手掌上的颈椎区手掌上的腰椎区手掌上的下肢关节区手掌上的鼻、咽、支气管区手掌
上的眼区手掌上的耳区手掌上的脑区手掌上的子宫和卵巢区手掌上的胰腺区第三章 揭开掌中的秘密—
—掌纹线揭秘呼吸系统——1线反映心脑、神经系统健康——2线体现生命力盛衰——3线预示抵抗力强
弱—4线预见中老年心脑血管疾病——5线反映近期身体健康状况——6线查看血压是否稳定——7线提
示生活不规律——8线显示过敏体质——9线反映精神状况——1O线揭秘生殖、泌尿系统——11线预示
肝脏免疫力一一12线提示肿瘤隐患——13线反映遗传倾向——14线第四章 预示疾病的信号——病理纹
疾病处于早期——“十”字纹疾病进一步发展——“△”形纹慢性疾病已形成——“井”字纹病情稳
定或曾手术——“口”形纹脏器气滞血淤——“米”字纹突发性疾病先兆——“☆”形纹脏器出现肿
瘤、囊肿——岛形纹软物撞伤的痕迹——“○”形纹下篇：观手纹识病症第五章 心脑血管疾病白血病
——掌心出现13线高血压——1线紊乱，离位有星形纹低血压——1线被干扰，无名指下有“井”字纹
心肌梗死——1线和2线都有岛形纹出现急性脑血管病——3线截断，1线有岛形纹脑溢血——“米”字
纹截断3线先天性心脏病——方庭内有“十”字纹心绞痛——2线尾端出现“米”字纹第六章 呼吸系统
疾病肺结核——三大主线开端紊乱，且有障碍线切过肺炎球菌性肺炎——3线被干扰且中央有岛形纹
肺癌——1线、5线有岛形纹出现慢性支气管炎——1线有羽毛状细纹支气管哮喘——出现9线、10线流
行性感冒——3线有胚芽毛状纹咽喉炎——6线出现“米”字纹肺气肿——1线肺区有6线切过过敏性鼻
炎——9线出现，鼻区有方形纹第七章 消化系统疾病病毒性肝炎——4线紊乱或中断肝硬变——3线截
断，巽位有方形纹胆结石——巽位有“井”字纹胆囊炎——胆区有“十”字纹腹泻——3线内侧有副
线胃、十二指肠溃疡——1线下行，3线有岛形纹肠炎——3线内侧有副线慢性胃炎——3线呈锁链状，4
线中断消化性溃疡——2线分裂，震位有岛形纹脂肪肝——艮位有8线，肝区有“十”字纹胃下垂——1
线下行而走，5线有岛形纹便秘——3线有很多支线痔疮——3线有细长的岛形纹第八章 神经系统疾病
头痛——2线有“十”字纹，出现两条平行的4线失眠——2线断裂且尾端有岛形纹躁郁症——3线有羽
毛状纹，5线有岛形纹脑神经损伤——1线有岛形纹，3线断裂神经痛——2线尾端有“十”字纹，3线尾
端有多条分支癫痫——2线上有两个明显的“十”字纹神经官能症——心、性、胃肠神经官能症的手
纹表现不一第九章 内分泌系统疾病甲状腺功能亢进症——5线和小鱼际有横纹更年期综合征——3线有
岛形纹，三大主线上都有6线痛经——3线外侧有三角形纹贫血——2线有“八”字形分叉青春痘——3
线尾端纹理紊乱糖尿病——3线有岛形纹，乾位有方形纹乳腺癌——2线断裂，3线有岛形纹乳腺增生—
—出现与1线和2线相切的岛形纹月经不调——3线尾端有“米”字纹第十章 生殖泌尿系统疾病不孕症
——3线断裂，11线消失或分叉尿路感染——1线呈锁链状，2线尾端有干扰纹带下——3线行至艮位且
有岛形纹卵巢囊肿——出现13线，3线尾端有岛形纹子宫肌瘤——3线尾端有两个相连的岛形纹衣原体
、支原体感染——有8线切过1线，4线出现且切过2线泌尿系结石——坎位有“米”字纹，坤位有三角
形纹男性性功能障碍——11线呈“人”字形，且有干扰线切过肾炎——1线直贯全掌，3线上有方形纹
附录：手相文化——手诊的文化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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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上篇：初识手珍　　第一章 手诊的基础知识　　手诊简介　　手诊是运用视觉和触觉的途径，依
据手上不同部位的征象，进行疾病的预测、诊查、治疗，以了解人体健康或疾病状况的一种特殊诊断
方法。
它通过对手形、指形、指纹、掌纹、手色、指甲等各方面的观察，全面搜集诊断依据，以中医理论为
指导、以全息医学为基础，中西医结合运用，动态而直观地揭示人体状况的发展趋向，从而为保健治
疗提供了客观而丰富的诊断资料。
　　人类认识自然，80％以上信息都经由视觉获得，无论西医的“视、触、叩、听”，还是中医的“
望、闻、问、切”，观察人体表征的诊病方法均列首位。
而我们现在所说的手诊，是指对手部的望诊，它主要分为气色形态、手纹和手形三大类。
　　手与人体内脏、经络和神经都有着密切联系，而各种疾病跟内脏器官也有联系，所以，如果体内
有潜在的病理变化，不论是早期的、发展中的，还是晚期的，都会或隐或现地在手上反映出来，留下
不同的印记，从而给我们诊断疾病时提供依据。
具体到掌纹来说，它的形状由遗传决定，一般比较稳定，但当其受到环境因素的影响时，就会发生改
变，这就提醒我们身体正在悄悄地发生变化。
　　《灵枢·本脏篇》指出：“视其外应，以知内脏，则知其病矣。
”《灵枢·五色篇》中进一步指出：“以五色命五脏，青为肝，赤为心，白为肺，黄为脾，黑为肾。
”《难经》中提出“望见其五色，以知其病”。
这些都说明了，观察体表特征即可了解体内的健康状况。
　　手诊给我们提示了身体的健康状况和可能发病的信号。
学习和研究手诊，在特定情况下可以从一个侧面观察体质现状和预测病情，了解先天禀赋、“七情”
活动、发病状况、病势趋向以及各种隐藏的疾病等，不但给医务人员的诊病提供了线索，同时还有助
于个人对自身健康的了解，以便及早进行自我调控，防患于未然。
　　需要说明的是，手纹并不能完全决定人的健康。
健康的身体必须靠个人去调理、去锻炼，以促使身体的健康向有利的方向转化，用这种辩证的态度研
究手诊医学才是正确的。
　　手诊理论基础之一——解剖学　　解剖学是关于人体结构的一门学科，是医学的基础理论之一。
通过解剖学的研究，我们可以了解手部的组成结构，以及与身体其他部位之间的联系，从而为手诊医
学奠定理论基础。
　　我们通常说的“手掌”是指从腕部横纹到手指末端这一部位。
分布在腕部前端的骨骼共有27块，其中腕骨8块、掌骨5块、指骨14块，它们是手掌活动的主要支撑部
分。
　　手部肌肉共分为三群：第一，外侧群，位于拇指侧，形成隆起的部分称“大鱼际”；第二，内侧
群，位于小指侧，形成隆起的部分称为“小鱼际”；第三，中间群，位于手掌中心，统称手掌内部肌
肉。
掌背虽然比较消瘦，却有来自前臂的20条肌肉。
手部的肌肉决定了手功能活动的精巧有力。
　　来自桡动脉、桡静脉、尺动脉与尺静脉的血管，供应着手部血液循环，它们在掌心形成深、浅两
个弓形，并在上面分出许多细支直至毛细血管。
这些毛细血管内流动的血液与来自腋窝、肘窝的淋巴腺内流动的淋巴液一起，保持手部良好的血液循
环与营养供应，为手部提供运动能量。
　　手部的神经主要是来自前臂的正中神经、尺神经和桡神经。
它们像血管那样层层分支直至末梢，是大脑向掌部传递命令的渠道和营养调节控制系统。
　　手部皮肤分为真皮层和表皮层两部分。
手指和手掌的皮肤组织紧密，并且指掌皮肤没有毛：汗腺很丰富。
在表皮层有明显的纹理，能耐受较大的压力，使手掌握物时有力且不易滑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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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皮纹的生成与基因遗传和胚胎发育有密切的关系。
手部皮肤的纹理开始于胎儿第6～7周，6个月发育基本完成。
手掌腹面分布着指纹和掌纹，指掌纹最下一层是皮肤的基网底，称做“肤纹”，它与基因遗传密切相
关；而肤纹之上的表层线纹，才是我们观病、诊病的重要依据。
研究证明，指掌的皮纹定形之后不会有太大变化，而掌部表层的线和纹却会因为受到人体外部或内部
的刺激和干扰，发生显性或隐性的改变。
因此，我们结合相关体表特征，就可以预测、诊断身体的健康状况。
　　手诊理论基础之二——经络学　　经络学是阐明经络在人体生命活动过程中的生理作用和病理变
化规律的一门学说。
《灵枢·经别》指出：　“十二经脉者，人之所以生，病之所以成，人之所以治，病之所以起，学之
所始，工之所止也。
”经络是气血运行的通道，经络系统功能正常，则气血通畅，身体健康。
　　手部共有六条经络通过。
手指位于人体末端，远离心脏，是阴阳经脉气血起始交接的部位。
肺经止于拇指少商穴，大肠经起始于食指商阳穴，心包经止于中指中冲穴，三焦经起始于无名指关冲
穴，心经止于小指少冲穴，小肠经起始于小指少泽穴。
　　双手共有12条正经经脉的86个经穴和224个奇穴，手部的穴位与体内所有器官均有关系。
手掌连结着人体的前部器官，手背连结着人体的后部器官。
　　由于手上经络的循行、穴位的集中，五个手指可分别代表不同的身体系统，拇指为肺经循行部位
，与呼吸系统有着密切的联系；食指为大肠经循行部位，联系着消化系统；中指为厥阴经循行部位，
主要反映循环系统和内分泌系统的健康状况；无名指为少阳经循行部位，关系到神经系统和内分泌系
统；小指为太阳经和少阴经循行部位，可以反映心和小肠，肾和膀胱的病变，主要联系着循环系统和
泌尿生殖系统。
另外，大鱼际为太阴经循行部位，反映消化系统的病变；小鱼际为少阴经循行部位，反映肾功能的强
弱。
　　因此，身体内部任何一个部位有无异常都可由经络穴位传递到手部，疾病的信号更会通过神经、
血管和经络反映到手掌的不同部位上来。
手掌上不同部位的变化，其中特异性和规律性的改变，就是望手诊病的根本依据。
　　中国科学院祝总骧教授应用隐性循环感传线、低阻抗线和高振动、声线三种现代生物物理学的方
法，测出人体的14条经络线，完成了针灸经脉的科学验证，从而为手诊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所以，依据手部不同部位的表征变化推测身体的健康状况，是一种科学合理的诊病方法。
　　手诊理论基础之三——生物全息学　　生物全息理论是我国科学家张颖清教授于20世纪70年代提
出的，它揭示了生物体的部分与部分、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全息对应性。
这一理论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认同，并已广泛应用在各个领域。
　　全息学认为，每一个机体包括成体都是由若干全息胚组成的，任何一个全息胚都是一个独立的功
能和结构单位。
在每个全息胚内部镶嵌着机体各种器官或部位的对应点，这些对应点分别代表着相应的器官或部位。
全息胚犹如整体的缩影。
在全息胚内，各个对应点有不同的生物学特性，但是每一个对应点的特性都与其对应器官或部位的生
物学特性相似。
因此，其内不仅含有全身的遗传信息和生理信息，而且在病理条件下，全身或局部的病理信息，也相
应地出现在全息胚或其对应点内。
因此说，一个全息胚包含有人体各器官或部位的定位图谱，即反射区分布图。
　　全息生物学的基础奠定在人体穴位分布规律，尤其是第二掌骨节肢穴位系统之上。
手部第二掌骨节肢的穴位分布经典地体现了生物全息律，它是人体较小的一个节肢，并具有全息胚的
特征。
根据穴位分布全息律，第二掌骨侧近心端是“足穴”，远心端是“头穴”，“头穴”与“足穴”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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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是“胃穴”，“胃穴”与“头穴”的中点是“肺穴”，“胃穴”与“足穴”的之间依次是“脐周穴
”和“腰穴”。
这里人体有关部位穴位各对应于人体的相关部位，如“足穴”对应足部、“头穴”对应头部等。
据此，就可根据这种对应的相互关系进行诊断和治疗。
　　除手部第二掌骨节肢之外，人体的足、耳、面、舌等部分也是人体的全息胚，每一个全息胚都自
成体系，能全面地反映整体的状况。
　　由于手部所具有的全息性，使通过对手部信息的诊察，就可认识人体的生理、病理变化成为可能
。
它为我们早期正确预测疾病，进行病理分析提供了直观和客观的依据，也为我们建立一套科学完整的
手诊医学提供了理论基础，并使手诊学早期预测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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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图解健康手诊速查手册》一本人人可学，人人可用的大众普及健康书。
　　首创“手诊流程图”诊病方法，一看就会，一用就灵。
　　简单、易学、准确，帮您提前发现疾病信号。
　　介绍了80种临床常见病的手诊特征，并附上80例墨印掌纹图谱，帮您综合分析手诊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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