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脉诊的临床意义
朱丹平 重庆市中医院

在中医理论体系中，脉诊是不可或缺的诊病方法，《素问·脉

要精微论篇》中提到：“通过切脉的动静变化，观察眼神的明亮程

度，审视面部的五色变化，从而了解五脏的盈亏状态，六腑的强弱

情况，以及身体形态的盛衰，通过这些综合信息，可以判断疾病的

生死预后。”寸口脉法是基于“三部九候遍诊法”，“人迎寸口脉

法”，“仲景三部脉法”等传统脉诊法的演进、简化和优化而来的，

它已经成为当前中医临床上最常用的诊断方法之一。

寸口脉的位置位于手腕的内侧，是手太阴肺经的动脉，靠近

脉会太渊穴，是全身经脉之气的汇聚之处。因此，在《黄帝内经》

中，寸口也被称作“气口”。寸口脉法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内经》，

并在《难经》中得到确立，其基本理论在《脉经》中得到完善。扁鹊

对寸口脉平脉的定义是：“平和之气，不缓不急，不滑不涩，不存不

亡，不短不长，不俯不仰，不从不横，此谓平脉。”（《脉经·卷五·扁

鹊脉法第三》）独取寸口脉法因其简便性和准确性，得到了历代医

家的推崇，并逐步发展成为衡量一个医师技术水平高低的重要标

准。明代名医薛己曾说：“脉者，人身之造化，病机之外见，医家之

准绳，不可不精究而熟察。”国医大师李士懋教授更是强调，脉诊

是四诊中最主要的部分，能占到所有诊断权重中的50%-80%。

清代医家张璐在《诊宗三昧》中写道：“夫脉学者，大医王之心

印，非大智慧、大辨才，难以语此。”脉诊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脉象

能够反映全身的病机和生理变化。通过审查脉象，医生可以了解

和把握机体的气血、脏腑、经络以及气机的变化，脉诊是观察人体

气血流动和能量变化的重要窗口。它对于临床辨别病情、阐述病

机、指导治疗、推断预后具有重要意义。脉诊的依据和意义、诊法

和指法、脉象种类及其形象界定、脉位与三焦脏腑经络的信息对

应关系、脉象的临床意义是中医脉诊学的五大核心内容。其中，

寸口脉的定位是确立寸关尺三部的重要步骤，基于正确的定位理

论合理布指，对于正确把握人体三焦脏腑气机信息至关重要，虽

然操作过程简单，但意义重大，需要医生认真对待和精确操作。

在现代中医实践中，寸口脉法的应用已经非常广泛，它不仅

要求医生具备深厚的理论知识，还要求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寸口

脉法的诊断过程包括了对脉象的浮、中、沉三个层次的感知，以及

对脉搏的快慢、强弱、节律、形态等特征的细致观察。通过这些细

致的观察，医生可以对患者的健康状况作出更为准确的判断。

在寸口脉法中，脉象的分类繁多，如浮脉、沉脉、迟脉、数脉、滑

脉、涩脉等，每一种脉象都对应着不同的生理和病理状态。例如，浮

脉通常表示表证，沉脉则可能提示里证；迟脉多见于寒证，而数脉则

常见于热证。医生通过综合分析脉象，结合其他四诊信息，如望、

闻、问、切，可以对疾病的性质、位置、程度等作出全面的评估。

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中医脉诊也逐渐融入了现代科技元素，

如脉象仪的使用，使得脉诊更加客观化、标准化。然而，无论科技如

何进步，中医脉诊的核心仍然在于医生的主观感受和经验积累。因

此，培养一名精通脉诊的中医师，需要长时间的学习、实践和积累。

在传承和发展中医脉诊的过程中，我们应当重视对传统脉诊

理论的深入研究和实践应用，同时也要积极探索与现代科技相结

合的新方法，以期在保持中医特色的同时，提高诊断的准确性和

科学性。只有这样，中医脉诊才能更好地服务于人类健康，为世

界医学的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在成长过程中，很多宝宝常常会出现吮吸手指、咬玩具、咬嘴

唇、吐舌头、用嘴巴呼吸等口腔习惯。有的习惯会自行消失，有的

却很难戒除。然而，这些习惯并不可轻视，长时间的口腔不良习

惯往往会对儿童颌面部正常发育会造成很大的影响，让孩子的面

容慢慢“变丑”。常见的不良口腔习惯包括：吮手指、咬上/下唇、咬

物、吐舌、口呼吸、偏侧咀嚼以及头颈姿态异常。

1.吮咬习惯：婴幼儿通常会吮吸拇指或者食指，使用安抚奶

嘴、咬被角、咬玩具，咬嘴唇等，通常2岁之后会自行消失，这在婴

幼儿时期是一种正常的神经反射。但如果吮咬习惯一直延续到3

岁之后，特别是学龄儿童习惯性的咬笔和啃指甲，会对牙颌的发

育产生不良影响，常常导致上前牙前突，开合，牙弓下颌后缩，牙

弓变窄，开唇露齿，影响面貌美观。

2.舌习惯：当孩子处于牙齿替换时期，或者长了龋齿，常常会用

舌尖舔感觉异常的牙齿，或者因为鼻炎等疾病导致的呼吸道阻塞，

常常将舌头前伸以使呼吸道通畅。如果长期将舌尖放于上下前牙

之间，会导致开合，上下前牙无法咬合接触。舌前伸抵触下前牙可

使下颌向前移位，形成下颌前突畸形，俗称“地包天”。舌同时抵触

上下前牙可使上下牙均向前移位，导致双牙弓或双颌前突，俗称“龅

牙”。当3岁左右牙齿萌出完成后，儿童吞咽食物时仍保持婴儿式吞

咽动作（伸舌置于上下颌龈垫之间，并配合唇、颊收缩形成唧筒状吸

奶并吞咽）也会导致上下颌前凸、前牙开合等畸形。

3.口呼吸习惯：当孩子患有腺样体和（或）扁桃体肥大、慢性鼻

炎、鼻中隔偏曲等疾病时，鼻呼吸道阻塞或阻力增加，只能被迫张

口呼吸。孩子长期张口呼吸，会破坏口腔肌力、颌力平衡，从而出

现上唇外翻，唇肌松弛，上前牙前突，下颌后缩，开唇露齿，牙弓狭

窄，腭盖高拱等牙颌面部畸形。

4.偏侧咀嚼习惯：当一侧后牙龋坏，缺损、缺失、疼痛常导致儿

童长期用单侧咀嚼，使功能侧下颌发育过度，肌张力增强，废用侧

发育不良，使下颌向咀嚼侧偏斜、导致脸型左右不对称。

5.头颈姿势异常：高低肩、骨盆侧倾、脊柱侧弯等体姿不良可

能会导致儿童颌面部发育异常。另外，孩子长期采用单侧睡姿或

有枕手、枕肘等不良睡眠姿势也会干扰颌面部正常发育，导致牙

列拥挤或面部不对称。

那么如何戒除这些不良的口腔习惯呢？有以下这些方法：

对于不良的吮咬习惯、舌习惯，家长应改善喂养方法，如尽量

母乳喂养、使用奶嘴型橡皮乳头加以安抚，通过说服教育让其自

行改正，注意切不可采用打骂方法，否则会加重孩子的不安全感

和孤独。还可以在孩子的手指上涂布黄连等苦味药水、带指套等

方法阻断儿童的条件反射。对于口呼吸习惯，应及时治疗鼻炎、

腺样体肥大、扁桃体炎等引起呼吸道阻塞的疾病。待鼻呼吸通道

通畅后可训练孩子用鼻腔呼吸，使用闭口帖、唇肌训练（患儿抿嘴

闭唇，使上下嘴唇尽量伸展，抿唇发”啵”音）等方法，关闭口腔气

道，促进鼻呼吸习惯的建立。对于偏侧咀嚼，家长应尽快带孩子

去医院治疗龋坏牙齿，去除颌干扰，恢复咀嚼功能。孩子进食时

应有意识的使用废用侧咀嚼，一个月后逐渐过渡为双侧咀嚼。吃

完饭后可以使用废用侧牙齿咀嚼口香糖20分钟。对于体姿异常

的孩子，应及时纠正体态，睡眠姿势改为右侧卧位或仰卧位。

如无法自行克服口腔不良习惯，应必要时到医院就诊，佩戴

唇挡、腭网、前庭盾等破除不良口腔习惯的矫治器，并进行唇舌肌

功能训练。对于已经造成牙弓狭窄，上颌前突、下颌后缩等颌面

部畸形者需要采用综合性手段进行矫正。体态及脊柱问题比较

严重者，应就医行脊柱畸形纠正。

孩子颜值不掉队，这些不良口腔习惯要杜绝！
陈巧 重庆市妇幼保健院（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妇女儿童医院）口腔科

中医如何调理卵巢早衰？
张宏霞 石家庄市桥西区维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中医治疗卵巢早衰，主要依据“肾藏精，主生殖”的理论，认为肾精亏虚是导致卵巢

早衰的根本原因。治疗上，中医强调调和阴阳、补益肾精、疏肝理气、健脾养血等方法，

通过中药、针灸、食疗等多种手段，达到调整内分泌、促进卵巢功能恢复的目的。

1.中医对卵巢早衰的认识

1.1肾精亏虚：在中医理论中，肾被视为人体的先天之本，负责储藏精气，精气是维

持生命活动的基本物质。肾精亏虚意味着肾中精气不足，无法为身体提供充足的营养

和能量，导致女性生殖系统功能下降，卵巢得不到充分的滋养，从而出现早衰现象。

1.2肝气郁结：肝在中医中负责调节情绪和气血的流动。当情绪不畅，如长期抑郁、

焦虑或压力过大，会导致肝气郁结，气血运行不畅。这种气血不畅会影响到卵巢的血液

供应，使得卵巢不能正常工作，进而引发卵巢早衰。

1.3脾虚湿阻：脾在中医理论中负责食物的消化吸收和水液的代谢，是维持人体正

常生理功能的关键。脾虚意味着脾的运化功能减弱，不能有效地转化和运输营养，导致

体内湿气过重。湿气阻碍了气血的正常流动，影响了卵巢的血液供应和激素分泌，从而

可能导致卵巢功能减退，出现早衰症状。

2.中医治疗方法

2.1中药治疗：在中医的实践中，中药治疗卵巢早衰通常采用个性化的方案，根据患

者的体质和具体症状来选择草药。补肾填精的草药如熟地黄、枸杞子等，能够滋养肾

阴，增强生殖系统的功能；疏肝解郁的草药如柴胡、郁金等，有助于缓解情绪压力，改善

气血流动；健脾化湿的草药如白术、茯苓等，可以强化脾的运化功能，减少体内湿气。

2.2针灸治疗：针灸是中医治疗中的一种重要手段，通过在人体特定穴位上施针，可

以调节气血，改善内分泌。在治疗卵巢早衰时，常用的穴位包括三阴交，这是肝、脾、肾

三条阴经的交汇点，刺激此穴位有助于调节女性的生殖系统；足三里穴则能够强化脾胃

功能，促进气血生成。

2.3食疗调理：食疗是中医治疗中的一种辅助手段，通过日常饮食来调整身体状

态。对于卵巢早衰的患者，建议增加富含植物雌激素的食物，如黑枣和枸杞，这些食物

有助于调节激素水平；山药则能健脾益气，改善消化吸收功能。富含抗氧化剂的食物，

如蓝莓、核桃等，也有助于保护卵巢细胞，延缓卵巢衰老。

3.预防与日常保健

3.1生活调摄：生活调摄对于卵巢早衰的预防和治疗至关重要。除了保证足够的休

息和避免过度劳累外，还应注重规律的作息时间，避免熬夜，因为熬夜会干扰人体的生

物钟，影响内分泌平衡。适度的体育活动，如散步、瑜伽等，也有助于促进血液循环，增

强身体素质，从而对卵巢健康产生积极影响。

3.2情志调养：情绪状态对女性的生殖健康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长期的情绪压抑或焦

虑不仅会导致肝气郁结，还可能引起激素水平的波动。建议通过冥想、呼吸练习、艺术创作等

活动来调节情绪，释放压力。与亲友交流，分享自己的感受，也是缓解情绪的有效方式。

3.3定期检查：定期的妇科检查对于早期发现卵巢功能异常至关重要。除了常规的

妇科检查，还可以通过血液检查来监测激素水平，如促卵泡激素（FSH）、雌激素（E2）

等，这些指标有助于评估卵巢功能。对于有家族遗传史或早发性卵巢功能衰竭风险的

女性，更应加强监测，及时发现问题并采取相应的治疗措施。

结语：卵巢早衰是影响女性生殖健康的重要疾病，中医通过整体调理和辨证施治，为

患者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治疗选择。治疗卵巢早衰需要长期坚持和综合管理，患者应在专

业医师的指导下进行治疗，并结合日常保健，以期达到最佳的治疗效果。同时，随着现代

医学的发展，中西医结合治疗卵巢早衰也显示出了良好的前景，值得进一步探索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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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金森病的早期迹象：你是否了解这些关键警示信号？
张永志 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宣武医院河北医院神经内科

帕金森病是"震颤麻痹"，影响很多人。早期征兆不易察觉，需

关注避免晚期症状。医生需观察理解早期动作症状，利于准确检

测和早期治疗。寻找更有效早期诊断方法，有助延缓病情发展，

改善生活。但早期诊断困难，研究人员面临挑战。加深病因理

解，提高公众意识和科普知识，促早发现症状，或许能突破困难。

1.帕金森病的基本介绍
帕金森病，以其发现者詹姆斯·帕金森命名，是一种慢性退行性神

经系统疾病，最为显著的症状是运动控制障碍，具体表现为僵硬性步

态、震颤、动作减少或者慢动症等。该疾病的发病机制主要与大脑基

底核一类称为“黑质”的神经细胞群体逐渐丧失相关，因其制造多巴

胺，一个在神经系统中具有重要信号传导作用的化学物质。多巴胺的

满足度，犹如黑质细胞的充沛与否，决定了个体运动的流畅度与否。

帕金森病一般在60岁以后出现，且男性的发病率相对略高。

也有一部分帕金森病患者在40岁或者更年轻的时候便开始出现

症状。目前，帕金森病无法被治愈，但药物和其他治疗方法可有

效缓解症状，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

尽管运动症状被认为是帕金森病的标志，但是这种疾病可能

在运动症状出现之前已经开始发展了。诸如嗅觉减退、睡眠障碍

或者mood变化在运动症状明显之前就可能出现。了解帕金森病

的早期迹象，一方面助于早期干预，另一方面有助于提高患者的

生活质量和幸福感。

2.帕金森病的早期动作类症状探讨
帕金森病的早期迹象之一就是动作类症状的出现，对这些症状的

探讨有助于及早识别并进行必要的干预。主要动作类症状包括震颤、

刚性、运动迟缓，以及平衡困难。震颤是帕金森病最常见的早期迹象

之一，一般开始时手指或手部轻微而不规则的颤抖，通常是在休息状

态下，进行活动时震颤可能暂时缓解，病情发展后，震颤可能涉及面

部、口吃甚至整个身体。刚性或僵硬是另一早期症状，这通常显示为

身体某部位的僵硬不僵，尤以早晨起床时最明显。帕金森病患者的僵

硬会增加肌肉的阻力，导致运动难度和舒适性降低。运动迟缓，或称

为“动作缓慢”，是帕金森病的另一重要症状，这使得从站立到走路的

动作变得吃力。可能会让患者感觉自己的行动比平常慢，做事效率明

显降低。有时，这种缓慢在开始动作时最为明显，特别是跨出第一步

对于患者来说最为困难。在病情早期，患者可能出现行走不稳，容易

摔倒的症状，这是由于平衡和协调能力的降低引起。随着病情的发

展，这种症状会逐渐加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

3.帕金森病早期诊断的探索
帕金森病在早期阶段的诊断过程既富有挑战性，又充满科学的

探索。在主流的临床诊断方法中，医生通常依赖病人的症状表现和

醒目的运动异常，但鉴于帕金森病早期症状的隐蔽性，这种病症往

往在关键期被遗漏检查。从科学研究的角度来看，目前已经有一些

新的试验性技术显示出在早期诊断帕金森病方面的潜力。例如，某

些成像技术正在探索从损害的神经网络中寻找早期的信号。神经

营养因子、生物标志物和基因变异等观察手段，可提供帕金森病早

期诊断的潜在途径。尽管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但在早期诊断的路

径上仍有很多未知，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和探索。回顾早期诊断的

历程，虽然面临种种困难，但科学家们的努力从未停止过。鉴于帕

金森病早期症状的种类繁多且复杂，将各种临床标识和实验手段有

效地整合到一起，形成可靠的早期诊断指标，才是需要努力的方

向。日益精进的技术将带来更先进的评估工具和更准确的疾病模

型，从而更好地促进早期发现、早期诊断。在这个过程中，患者、医

生和科研人员的通力协作，将是推动早期诊断的重要动力。

4.结论
在对帕金森病早期迹象的全面解析之后，它的重要性无疑已

经被深深标记。早期的动作和非运动症状不仅提供了该疾病的

初步识别，更进一步为前期诊断铺平了道路。正如医学研究所揭

示的，早期的识别和干预将有可能减轻疾病的进程，提高患者的

生活质量。临床医生的角色在这里显然是至关重要的。他们凭

借专业的知识和技能，利用这些警示信号，进行及时的诊断和干

预，让患者的治疗计划更加精准、有效。这并非意味着对帕金森

病早期迹象的认识已达顶点，反之，仍有大量的工作需要去做。

例如，深入了解疾病的发病机制，完善诊断技术，以及定制更具效

果的干预策略等，以便能更好地服务于患者。帕金森病作为一种

庞大的全球性健康问题，早期识别和处理的研究无疑会带来长远

且深刻的影响。希望通过这篇文章对帕金森病早期迹象的解读，

能够帮助更多的人了解，并在所需要的时候，采取正确的行动。

结束语：作为一种常见的神经系统疾病，帕金森病以其慢性

逐渐产生的运动障碍症状为特征。这篇文章通过对帕金森病的

基本介绍，以及对其早期动作类症症和早期诊断的深入分析，让

读者能够了解到，帕金森病在早期往往会暗藏一些微妙的迹象，

符合条件且有疑虑的情况下，应当尽早就医，赶在病情发展到后

期之前，多线战斗，掌握对治疗的主动权。

心脏健康看这里,超声检查一目了然
杜显芳 泸州市中医医院影像超声科

生命的律动想象一下，如果我们的身体是一座繁忙的城市，那么心脏便是这座城市

的心脏地带，一个永不停歇的发动机。它以每分钟数十至百余次的频率跳动，将富含氧

气的血液输送到全身每一个角落，为每一个细胞带去生命的能量。这不仅仅是简单的

物理运动，更是生命力量的展现，让人不禁思考：如此复杂而精细的结构，是如何在亿万

年的进化中形成的？

心脏的外观与位置首先，让我们从宏观上审视心脏。它位于胸腔中部偏左下方，被

一层坚韧的心包膜包裹着，像是一位被温柔守护的王者。心脏的形状近似于倒置的梨

或圆锥体，大小约与成年人的拳头相仿。

心脏的内部结构：四腔室的协作心脏内部被精巧地划分为四个腔室：左心房、左心

室、右心房和右心室。这四个腔室通过一系列复杂的瓣膜系统相连，确保血液只能单向

流动，避免倒流。右心房和右心室负责接收和处理来自身体的“废旧”血液（含氧量低），

通过肺动脉送入肺部进行氧合；而左心房和左心室则负责将经过肺部氧合的新鲜血液

（含氧量高）输送到全身。

提及心脏结构，不得不提的是其内部的瓣膜系统。二尖瓣、三尖瓣、主动脉瓣和肺

动脉瓣，这四个关键的“守门人”，严格控制着血液流动的方向。它们如同精巧的开关，

在心脏收缩与舒张的瞬间精准开闭，既保证了血液的有效输送，又避免了血液的反流。

瓣膜的健康与否，直接关系到心脏功能的正常运作，一旦出现问题，便可能引发严重的

心血管疾病，这也成为了医学界广泛关注与研究的课题。

心肌与传导系统：心脏的律动之源心脏之所以能持续有力地跳动，离不开其独特的心

肌组织与复杂的传导系统。心肌细胞具有自律性、传导性和兴奋性，它们相互连接，形成

一个庞大的网络。而心脏的传导系统，则像是一个精密的指挥系统，通过电信号的传递，

引导心肌细胞有序地收缩与舒张，从而实现了心脏的规律性跳动。

心脏超声检查
一、心脏超声检查的初印象——想象一下，无需手术刀的切割，也无需放射性物质

的介入，仅凭一束超声波，就能穿透皮肤，穿透肌肉，直达心脏深处，进行一场无声的“探

索之旅”。这便是心脏超声检查的魅力所在。它利用超声波的反射原理，通过特制的探

头在体表移动，收集心脏各结构反射回来的声波信号，转换成图像显示在屏幕上，让医

生能够直观地看到心脏的大小、形态、运动情况以及瓣膜的功能状态。

二、为何选择心脏超声检查——心脏作为人体的发动机，其健康状况直接关系到生

命的质量与长度。而心脏超声检查之所以成为心脏疾病诊断的首选工具之一，原因有

三：1.无创性：无需侵入性操作，避免了患者的痛苦和风险。2.实时性：能够实时观察心

脏的动态变化，捕捉转瞬即逝的异常信号。3.全面性：不仅能评估心脏的结构，还能评

估其功能，如心脏收缩力、射血分数等，为临床决策提供全面信息。

三、心脏超声检查能发现什么——心脏超声检查的应用范围广泛，几乎涵盖了所有

与心脏相关的疾病诊断。

它可以检测先天性心脏病：如房间隔缺损、室间隔缺损等。评估心脏瓣膜病：如二

尖瓣狭窄、主动脉瓣关闭不全等。

监测心肌梗死后的心脏变化：评估心肌受损程度及心室重构情况。诊断心包疾病：

如心包积液、心包填塞等。

评估心功能不全：如心力衰竭，通过测量射血分数等指标，评估心脏泵血能力。

四、心脏超声检查引发的思考——随着医疗技术的不断进步，心脏超声检查越来越

普及，但其背后的意义远不止于疾病的诊断。它促使我们思考：

预防的重要性：许多心脏疾病在早期并无明显症状，心脏超声检查为早期发现、早

期干预提供了可能，强调了定期体检的重要性。

医患沟通的新模式：直观的图像展示，让医患之间的沟通更加顺畅，患者能更清晰

地了解自己的病情，增强治疗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