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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医学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大背景下形成的，融会和交叉了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巨大成功。
它是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科学文化成就之一，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它仍然充满着旺盛的生命
力，并且被越来越多的实践和科学发现证明其科学的内涵和不朽的理论。
　　全息生物医学是近20年来才发展起来的，是介于中医学和现代生物学之间的一门新兴边缘学科。
它专门研究机体任一相对独立的每一位区与特定部位之间的信息传递关系及其在临床的开发应用问题
。
“全息”一词最早源于全息摄影术，它最大的特点是被摄物体每一点的信息都普遍记录在全息片的每
一点上，也就是说任何全息照片的一个局部碎片仍然能够显示出原来物体的完整影像。
全息照片所反映的实质，是局部包含着整体的信息，是整体成比例的缩小。
由于近些年“全息”理论引入到生命科学的研究中，揭示了生命科学的自身规律现象，即生物体中任
何一相对独立的部分，都可在不同程度上反映出整体的变化信息。
　　中医学中没有“全息”的文字表述和概念，但是中医学强调局部与整体辩证统一的理论，中医的
望、闻、问、切四诊方法，就是以局部状况探求整体信息的方法，中医学的脉诊、舌诊法等，最好地
体现了全息生物医学的学术思想。
近年来，中医学“局部诊法”的研究十分活跃，并广泛地应用于临床，如颜面诊法、耳郭诊法、鼻部
诊法、舌部诊法、眼部诊法、尺肤诊法、第二掌骨诊法、手诊法、足诊法等，这些“局部”实际上与
整体特定部位之间都具有对应的联系，都是全息于整体的局部，是整体的缩影。
随着局部诊法开展的治疗研究，近年来“微针疗法”的研究和应用亦十分活跃，如头针疗法、耳针疗
法、面针疗法、鼻针疗法、眼针疗法、第二掌骨疗法、手针疗法、足针疗法等，它与中医传统经穴不
同，呈现出整体的缩影式分布，体现了全息生物医学的理论和具体的应用。
　　四川省中医药研究院周建伟主任医师诸君，对全息生物医学投入了极大的兴趣，深入发掘，潜心
研究，历时六载，从全息生物医学基础、人体全息诊疗方法和常见疾病全息表现及治疗，进行了全面
系统的发掘、整理和研究，丰富和发展了中医理论，既保持了中医学的传统特色，又注重其新颖性和
实用性，构筑起了人体全息诊疗学的理论框架和临床诊治规则，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临床指导意义
。
　　相信《人体全息诊疗学》的出版，必将对中医药学的研究、发展及广大从事中医药工作者具有积
极的意义与作用。
　　谨志数语，爰为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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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基于全息生物医学原理，发掘、收集、整理了散见于历代中医学典籍中的一些支离的蕴涵全息生
物医学思想的且目前在临床上使用方兴未艾的诊断治疗方法，构架人体全息诊疗学。
    本书共23章，100余万字，耗时6年而成。
书中内容，在收集大量文献资料的基础上，理论阐释深入浅出，论述全面系统，具有较重要的理论价
值；诊疗方法内容丰富，信息量大，实用性强，具有较高的临床参考价值。
    本书既适合大专院校、科研院所的研究者参考，也适合大中专院校学生学习，更适合广大医务工作
者在临床工作中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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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上篇　概论　　第一章　全息生物医学基础　　第一节　全息生物医学的概念　　一、“全息”
一词溯源　　“全息”一词来源于利用光的干涉原理记录物像并在激光照射下显像的全息摄影术
（Holog—Iraphy）。
1948年，物理学家葛伯（Gabor）用一个参考波与信息载波相互干扰，在底板上记录到了能再现信息振
幅和相位两个物理量的干涉图。
这一发现引起了物理学家的注意，经过理论研究和不断实验，一门近代重要技术——全息摄影术应运
而生。
由此产生的全息照片与普通照片比较，具有如下重要特征：　　（1）从照片上的“全息图”看不出
任何被摄物体的物像，但经激光照射却能透过该片看到一个精细逼真的完全立体影像。
　　（2）被摄物体每一点的信息都普遍记录在全息片的每一点上。
当其被打碎后，任何一块小的碎片仍然能够显示出物体原来的完整影像，并不会因底片的碎裂而使影
像残缺不全，但是随碎片的减小，影像的清晰度逐渐下降。
　　（3）在同一张全息片上重叠地拍上若干不同的景物或同一景物的若干不同角度，都能一一分别
重现而互不干扰。
　　全息照片所反映的实质，是局部包含着整体的信息，是整体成比例的缩小。
随着“全息”一词运用到生命科学的研究中，预示着这样一种理论：生物体中任何一相对独立的部分
，都可在不同程度上反映整体的变化信息，这种显现局部区域和反映生物整体信息的作用，恰好与全
息照片具有“类似”的本质属性，此即全息生物医学借用“全息”一词的缘由。
　　二、生物全息律　　由于“全息”概念的引入，30余年来国内外学者在生物学界开辟了一个新兴
的研究领域，即全息生物学。
全息生物学的核心理论是生物全息律。
在生物全息律的支配下，有目的地支用特定的技术和方法来认识生物、调整生物、改造生物，从而发
菜成新的全息生物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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