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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生物全息论浅谈《黄帝内经》尺肤诊疗法
机理及临床意义

王文瑞 1 李佳豪 1 张克镇 2▲

摘 要 尺肤诊蕴含着中医司外揣内、见微知著的思想，通过切按尺肤的寒温、形态的变化以辨

知脏腑气血之盛衰，是《黄帝内经》所载的重要诊察方法之一。其诊疗是基于尺肤与人整体之间的关

系，这一方式与 20 世纪 80 年代张颖清教授提出的生物全息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妙，即全息胚与人整体

之间的关联性。为探求人体各部位与整体之间的生理病理关系，文中从全息胚生物学理论观点探讨

尺肤诊疗法的生物全息机制，力求从这一新的视角阐明尺肤诊疗法的诊断价值，以证明尺肤诊疗法

应用于中医诊疗的合理性，为中医诊疗的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关键词 全息胚；生物全息律；尺肤诊；尺肤诊疗法

尺肤诊源于西汉时期，是《黄帝内经》重要的诊察

方法之一。其通过切按尺肤的寒温、形态的变化以辨

知脏腑气血之盛衰，蕴含着中医司外揣内、见微知著

的思想。虽然“全息”一词在《黄帝内经》中并没有明

确提出，但《黄帝内经》处处蕴含着全息的思想内涵。

该书提出通过对表象的观察可以测知脏腑气血的变

化，体现出整体与局部的密切关系，这与20世纪80年

代张颖清教授的生物全息论不谋而合。为进一步探

索两者之间的关系，笔者试从生物全息论的角度阐述

《黄帝内经》尺肤诊疗理论。

1 生物全息论总括

“全息”一词最早来源于“激光全息摄影”[1]。激光

摄影需要激光展示全息照片，全息照片在激光的照射

下可以显示出照片的全貌并且全息照片破碎的大小

均不会影响原始照片的全貌。张颖清教授[2]于 1973
年偶然发现了第二掌骨侧与人体整体之间的对应关

系。于是，张颖清教授开始对全息各个领域进行探

索，总结并提出了全息胚、生物全息现象、生物全息诊

疗法。

1. 1　全息胚含义　胚胎在过去的含义倾向于发育初

期的新个体。张颖清教授[3]发现生物体在结构和功能

上有着明确的界限，在完整的个体中具有相对独立性

的部分（如手掌、前臂），都是由体细胞发育成新个体

在某个阶段的胚胎。于是，胚胎又有了一种更广泛的

含义：由体细胞发育而来的胚胎与新个体也有相应的

关系，这样的胚胎蕴含着整个个体的全部信息，称之

为全息胚。新生物整体观（全息胚学说）认为生物体

由不同发育阶段和进行多重特化的全息胚组成。每

个全息胚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其拥有两个生命，一

个是属于全息胚自己的，可以向新整体自主发育；另

一个是属于新生物体的，其中蕴含着整个生物体的全

部信息且受整体的调控。全息胚既是构成生物体的

功能单位，也是向新个体发育的发育单位。至此，全

息胚是组成生物体在发育过程中发生特化的胚胎，在

生物体上广泛分布，全息胚上蕴含着生物体的全部信

息，全息胚是组成生物体的一个统一功能单位和

结构[3]。

1. 2　生物全息现象　张颖清教授[2]发现人体各部位

与第二掌骨侧有着一一对应的关系，在第二掌骨压痛

的地方进行按压或针刺时，对应部位的疾病就会得到

治愈或缓解。经过大量的验证，人体的任何一个单独

的节肢都有着相同的规律。每个单独的部位均可以

显现出整体的情况，整体的情况可以反映在某个局部

且呈现一一对应关系，尤其是每两个节肢相连的部位

总是距离人体最远的部位。基于“全息摄影”的“全

息”一词，将这种现象称为生物全息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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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生物全息律简介　每个生物体结构均体现生物

全息律，这一规律的主要内容包括四个部分：任一节

肢穴位的分布与人体整体分布规律相同，每个部位的

穴位相比于其他全息胚穴位与整体相对应的部位化

学组成相似程度较大；全息胚在整体或者其他全息胚

上总是有其对应的部位；每个独立的部分在化学组成

上与整个生物体组成相同且是整体在任一肢节等比

例的缩小；每两个相对独立的部分总是相互联系，表

现为首尾相连，从而总是对立的两极连在一起（如手

掌腕横纹上方表示生殖系统，而前臂上方则表示心、

肺等上焦部位）[4]。生物全息律揭示了生物体部分与

整体，部分与部分之间的关系。

1. 4　生物全息诊疗法　生物全息诊疗法是以生物全

息律为理论基础，用来诊断与治疗的方法。其所使用

的原理为生物全息律中全息穴位在肢节上按整个生

物体排列规律而分布。生物全息诊疗法不仅包括第

二掌骨侧，还包括头皮诊疗系统、耳部诊疗系统、尺肤

诊疗系统等。

2 尺肤诊疗法溯源

尺肤诊法早在《黄帝内经》中就有所记载，因尺肤

定位问题具有争议性，在临床上应用较少，但尺肤在

诊断与治疗方面均有价值，探讨其内在涵义可为临床

提供一种新的思维方式。

2. 1　尺肤定位的探讨　《说文解字今释》[5]中关于

“尺”的释义：“尺，十寸也。十寸为尺。”《黄帝内经》中

首次提出“尺”的论述是在《素问·脉要精微论》。后代

医家关于“尺”的争议共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尺脉；另

一种是尺肤。笔者更倾向于后者：第一，按照尺脉而

言，本身的长度与十寸不符合；第二，《黄帝内经》早于

《难经》，而尺脉在《难经》中才开始明确提出。《难经·

二难》[6]曰：“脉有尺寸，何谓也？……故分寸为尺，分

尺为寸；故阴得尺内一寸，阳得寸内九分。尺寸终始，

一寸九分，故曰尺寸也。”明确指出寸关尺的具体分法

与各自长度。加之《灵枢·论疾诊尺》[7]已明确提出关

于尺肤诊的具体内容，则“尺”当是指尺肤，而尺肤是

指从肘横纹到腕横纹这一段距离的皮肤。

2. 2　尺肤诊部位的分布　《素问·脉要精微论》[8]云：

“尺内两傍，则季胁也，尺外以候肾，尺里以候腹。中

附上，左外以候肝，内以候膈；右外以候胃，内以候脾。

上附上，右外以候肺，内以候胸中；左外以候心，内以

候膻中，前以候前，后以候后。上竟上者，胸喉中事

也；下竟下者，少腹腰股膝胫足中事也。”这段话的大

概意思是可以将尺肤分为三段，并且有左右和内外之

分。内侧、外侧分别与前臂尺骨、桡骨相对应，即内侧

为尺侧，外侧为桡侧。在尺肤内的两旁，诊断的是季

胁的情况；左右臂尺肤下段外侧诊断的是肾脏的情

况，内侧诊断的是腹部的情况。尺肤的中段，左臂外

侧诊断的是肝脏的情况，内侧诊断的是膈部的情况；

右臂的外侧诊断的是胃腑的情况，内侧诊断的是脾脏

的情况。尺肤的上段，右臂外侧诊断的是肺脏的情

况，内侧诊断的是胸部的情况；左臂外侧诊断的是心

脏的情况，内侧诊断的是膻中的情况。尺肤的前面，

主要是诊断身体前面的疾病；尺肤的后面，主要是诊

断背部的疾病。从尺肤上段到鱼际的部位，诊断的是

胸部和喉咙的疾病。从尺肤下段到肘横纹的部位，诊

断的是少腹、腰部、股部、膝部、足部等的病变。尺肤

诊部位分布示意图见图1。高社光教授[9]通过研读《黄

帝内经》，并经临床观察尺肤穴治疗不同类型疾病，在

尺肤诊法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尺肤针疗法”。尺肤

针疗法所选取的是尺肤穴，目前主要使用的尺肤穴

见图2。

2. 3　尺肤诊疗的临床意义　在中医诊断中，八纲辨

证有阴阳、表里、寒热、虚实之分；而尺肤诊法亦有其

独特的诊断法：大小、浮沉、滑涩、缓急、肌肉的坚硬与

脆弱。《素问·平人气象论》[10]云：“尺脉缓涩，谓之解

图1　尺肤诊部位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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㑊。安卧脉盛，谓之脱血。尺涩脉滑，谓之多汗。尺

寒脉细，谓之后泄。脉尺粗常热者，谓之热中。”尺肤

缓，主热、气虚；尺肤滑，多见于风病，亦多为正常之

象；尺肤冷，主寒证、阳虚；尺肤热，主阳盛证。《灵枢·

论疾诊尺》[7]言：“尺肤滑，其淖泽者，风也。尺肉弱者。

解㑊，安卧脱肉者，寒热，不治。尺肤涩者，风痹也。

尺肤热甚，脉盛躁者，病温也，其脉甚而滑者，汗且出

也。尺肤寒，其脉小者，泄、少气……”尺部肌肤的外

表呈现光滑润泽，是风病的表现。尺部肌肉松软柔

弱，身体困倦，四肢懈怠，好睡眠，肌肉瘦薄，是寒热病

的表现，不易治愈。尺部肌肤涩滞不滑的，为风痹病。

尺部肌肤灼热，脉盛大而躁动的，是温病，如果脉象洪

大且光滑顺畅，则是病邪将被驱出，正气在慢慢恢复，

为疾病将痊愈的征兆。尺部肌肤寒冷而脉小的，是泄

泻或气虚。《灵枢·邪气脏腑病形》则将尺肤诊与望色、

脉诊相结合从而诊断疾病。“……故善调尺者，不待于

寸，善调脉者，不待于色。能参合而行之者，可以为上

工，上工十全九；行二者，为中工，中工十全七；行一

者，为下工，下工十全六。”[7]明确指出脉象、尺肤诊、望

色处于三个平等地位，且对于三者结合的程度，将医

生分为三个层次，充分说明尺肤在诊断疾病过程中起

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医者通过对尺肤部位扪、摸、按、

循等方法中的一种或多种结合来诊断疾病，可以提高

临床诊断的效率。相对于脉诊而言，尺肤诊的客观性

更强，且不受情绪影响，因此在临床上扩大使用尺肤

诊是必要的。

尺肤诊疗在小儿中也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对

于小儿而言，施诊、治疗的穴位大多位于四肢与头面

部，尺肤位于前臂，一窝风、天河水、六腑等穴位正位

于尺肤部位。一窝风位于手背腕掌关节横纹正中凹

陷处，主要治疗发热无汗、头痛、腹泻等病症，从尺肤

部位来看，与“后以候后”的位置相对应。天河水位于

前臂内侧正中，自总筋至曲泽成一直线，主要治疗发

热、咳嗽、咽痛等病症，从尺肤部位来看，正与“前以候

前”相应。六腑位于前臂尺侧，自腕横纹至肘横纹成

一条直线，主要治疗高热、烦渴、惊风、咳嗽、咽痛等病

症，正与尺肤部位“上附上，右内以候胸中，左内以候

膻中；中附上，左内以候鬲，右以候胸中”相应。这些

正位于尺肤部位的穴位治疗小儿疾病效果满意[11]，因

此尺肤诊疗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3 生物全息论与尺肤诊疗法的关联

生物全息论与尺肤诊疗法密切联系，生物全息论

可提供新视角诠释尺肤诊疗法，尺肤诊疗法则是生物

全息论的临床运用。

3. 1　尺肤归于全息胚　尺肤与周围有明显的界限，

结构与功能完整，尺肤属于全息胚。相对于人体这一

大的全息胚而言，尺肤则是小全息胚。尺肤这一全息

胚上包含着人体的全部信息，人体相应部位在尺肤上

有着一一对应的关系，故当人体发生疾病时，可在尺

肤上显现出来。通过观察尺肤表面的变化以推测身

体内部的变化以“司外揣内”，中医诊断的思想正是对

尺肤价值的肯定。因此，尺肤属于全息胚，符合新生

物整体观（全息胚学说）。

3. 2　生物全息现象与尺肤诊疗法　人体任何单独的

全息胚均有生物全息现象，尺肤全息胚也不例外。尺

肤与全息照片有相同的特性，尺肤是人体的缩影。方

宗畴医师[12]经过多年研究，通过对尺肤进行分区后发

现其恰似一坐直的人体模型。医者可以通过对尺肤

这一局部的观察、按压等方法从而测知人体内部整体

脏腑的变化，并且通过对尺肤的治疗达到调节人体的

功能。这充分体现了“见微知著”的思想，对于尺肤诊

而言，是有科学依据的。

3. 3　生物全息律与尺肤诊疗法之吻合　尺肤诊疗法

符合生物全息律。第一，尺肤上的位置分布与人体整

体分布规律相同：人体脏腑从上而下依次为心肺、肝

图2　尺肤穴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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脾胃、肾，尺肤从上段到下段也依次为心肺、肝脾胃、

肾。第二，尺肤全息胚与人整体各部位存在相对应的

关系：人体有五脏，尺肤部位也有五脏的分布。第三，

尺肤是人体自上而下的分布，与前后部位表现为首尾

相连。因此，尺肤诊法符合生物全息律。

3. 4　生物全息诊疗法与尺肤诊疗法的意旨　尺肤既

然属于全息胚，具有生物全息现象，符合生物全息律，

因此可用于诊疗人体。在诊断方面，张克镇主任[13]经

过多年的临床经验创立了“尺肤诊断法”，在临床上通

过对患者尺肤扪、摸、循、按等方法，可以准确诊断疾

病。陈超存[14]用尺肤诊对十例皮肌炎患者进行诊断

并用以指导治疗，取得了显著的效果。在治疗方面，

商淑慧[15]采用尺肤针颅脑穴埋线治疗轻度认知功能

障碍并以此作为治疗组进行临床对照观察，对照组采

用常规治疗，治疗组总有效率为 72.5%，对照组则为

42.5%，两者总有效率差异显著；赵海红[16]选用尺肤针

治疗乳腺增生40例，治疗组选取尺肤穴，对照组选用

中成药乳癖消胶囊，治疗组总有效率为92.5%，对照组

为75.0%，疗效差异显著；孙胜振[17]在临床中应用尺肤

针疗法治疗反流性食管炎也取得了较为满意的效果。

尺肤诊疗法在临床实践中的运用，是对生物全息诊疗

法理论的有力拓展。

目前，临床对中医经络理论的运用已逐渐从单纯

的针刺演变为耳针、脐针、电针等多种治疗方式，而尺

肤诊疗法这颗璀璨的明珠也必将会被逐渐揭开其神

奇的面纱。笔者总结尺肤诊疗法具有以下优势：其

一，诊疗位置比较方便，可随时随地进行诊治，不受时

间、环境、姿势的限制。其二，主治病症较多。尺肤部

有手三阴经分布，从生物全息角度，尺肤是人体的缩

影，全身的信息均反映于此处，因此扩大了原有经络

的诊疗范围。其三，安全可靠。相比颈项部，尺部肌

肉丰厚平坦，便于施针，故患者更易于接受。对于尺

肤诊疗法，临床需要更多的研究者进一步挖掘其临床

疗效，为尺肤诊疗法的临床运用提供有力的理论

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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