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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窥“浮沉比较法"在脉诊中的应用

芦 军

(天津中医药大学，天津300193)

[摘要]通过对《黄帝内经》相关原文的理解，提炼出“浮沉比较法”脉诊这一概念；分析《素问》、

《金匮要略》中的相关原文，证明“浮沉比较法”在典籍中广泛应用；并结合后世医家的临床实践来丰富和发

展“浮沉比较法”脉诊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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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前言

中医的一个完整诊断，需具备3个要素⋯：一

是病位，二是病性，三是病势。换言之，中医诊断，

需要定位、定性和定量。以临床最常见诊断“肺热

壅盛”为例：病位在肺，病性为热，病势壅盛。

脉诊，中医传统四诊“切诊”中的一个部分，

在疾病的诊断中起着重要的作用。通过脉诊是能够

确定中医诊断3要素的。关于病位的判断，主要依

据脉象，并结合经络脏腑的症状来判断。如寸部脉

象有改变，若出现肺经的症状，则可判断病位在

肺。疾病的性质，无非是寒热虚实，都可以在脉象

上得到反映。反过来，就可根据脉象以推断疾病的

寒热虚实。就一般规律而言，证实脉实，证虚脉

虚，热则脉数，寒则脉迟，这就是对疾病性质的判

断。疾病的轻重程度，也可以从脉上来判断。如脉

数有热，越数实有力，热就越重，数轻则热轻。明

确了诊断中这3个要素，一个完整的诊断也就形成

了。这就是脉诊在诊断中的价值。

2 《黄帝内经》中记载的最早的脉诊方法

《黄帝内经》中记载了许多诊断方法，仅脉诊

而言，就有“三部九候诊法”、“十二经遍诊法”、

“人迎寸口诊法”、“独取寸口诊法”等不同诊法。

作为脉诊方法，首先要能确定病位。如《素问·

三部九候论》：“下部天，足厥阴也；下部地，足

少阴也；下部人，足太阴也。故下部之天以候肝，

地以候肾，人以候脾胃之气。”此外，还需能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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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性、病势。如《灵枢·终始》：“持其脉口、人

迎，以知阴阳有余不足，平与不平。”

“人迎寸口诊法”又称“人迎寸口比较诊法”，

人迎主要反映体表情况，寸口主要反映内脏的情

况，通过比较人迎和寸口的大小来分析疾病盛衰的

情况。如《灵枢·终始》：“人迎四盛，且大且数，

名日溢阳，溢阳为外格。脉口四盛，且大且数者，

名日溢阴，溢阴为内关。内关不通，死不治。”

这种朴素的“比较法”，为脉诊的兴盛提出了

很好的方法论。如张仲景把脉象分成阴阳两大类，

崔嘉彦以浮、沉、迟、数四脉为纲。此外，“比较

法”直接衍生出一种新的脉诊方法——“浮沉比

较法”脉诊。

3 “阴搏阳别谓之有子⋯⋯阴虚阳搏谓之崩”

《素问·阴阳别论》：“阴搏阳别谓之有子”。

历代注家解释虽异，然大多宗启玄子之言：“阴”

指尺脉、“阳”指寸脉。王冰注曰：“阴，谓尺中

也。搏，谓搏触于手也。尺脉搏与寸口殊别，阳气

挺然，则为有壬之兆。何者，阴中有别阳故也。”

“脉有尺寸”究竟始于《内经》还是《难

经》，尚未定论。若始于《难经》，此处阴阳代指

尺寸，自然值得商榷。若始于《内经》，此处阴阳

代指尺寸，似乎能够通顺。

《素问·阴阳别论》：“阴虚阳搏谓之崩”。王

冰注日： “阴脉不足，阳脉盛搏，则内崩而血流

下。”马莳注日：“尺脉既虚，阴血已损，寸脉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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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虚火愈炽，谓之日崩，盖火迫而血妄行也。”

导致崩漏的常见病因有脾虚、肾虚、血热和血

瘀等，岂可独言“阴虚火炽”?可见，阴阳代指尺

寸，分析此句并不为妥。李中梓日：“阴阳二字所

包者广，以左右言，则左为阳、右为阴；以部位

言，则寸为阳、尺为阴；以九候言，则浮为阳、沉

为阴。”

窃以为，此处阴阳当指沉浮而言：“阴”指沉

取、“阳”指浮取。“阴虚阳搏”指举之有余、按

之空虚。正如张介宾言：“阴虚者，沉取不足；阳

搏者，浮取有余。”诸脉中，惟“革”脉浮而搏

指、中空外坚、如按鼓皮， “女人得之，半产漏

下【2 J，’，完全吻合“阴虚阳搏谓之崩”的特点。

“阴搏阳别谓之有子”和“阴虚阳搏谓之崩”

两句中阴阳所指理当一致。因此，“阴搏阳别谓之

有子”并非指尺脉滑实而与寸脉迥别，应是突出

孕脉以沉取滑利异于浮取为特征；“阴虚阳搏谓之

崩”是指女子崩漏脉以浮取搏指、按之中空为特

点。

4 “阳微阴弦。即胸痹而痛”

《金匮要略·胸痹心痛短气病脉证治》中：

“夫脉当取太过不及，阳微阴弦，即胸痹而痛，所

以然者，责其极虚也。今阳虚知在上焦，所以胸痹

心痛者，以其阴弦故也。”

后世医家多注解为：“阳”为寸脉，“阴”为

尺脉。陈念祖日：“关前之阳脉微，是阳气虚也；

关后之阴脉弦，是邪实也。”理由大概是根据“阳

虚知在上焦”得出的结论。以此推论，胸痹的脉

象应该是寸脉虚、尺脉实。同篇下文“胸痹之病

⋯⋯寸口脉沉而迟，关上小紧数，栝楼薤白白酒汤

主之。”此处寸关脉皆为实脉，似前后矛盾。

若此处用“浮沉比较法”来理解“阳微阴弦”

似乎更为合理：“阳”指浮取，“阴”指沉取；“阳

微阴弦”指浮取虚微、沉取弦实。“寸口脉沉而

迟，关上小紧数”与“阳微阴弦”方能一致。

“夫脉当取太过不及”其实已经说明了此句阴

阳应指脉之沉浮。《素问·平人气象论》：“欲知寸

口太过与不及⋯⋯寸口脉沉而坚者，日病在中。寸

口脉浮而盛者，曰病在外。”

此外，按照“浮沉比较法”来解释“阳虚知

在上焦”也是可行的。这里是寸口脉的一种特殊

取法"J：不分寸、关、尺，但以浮、中、沉分候

脏腑的方法，如以左手浮取候心，中取候肝，沉取

候肾；右手浮取候肺，中取候脾，沉取候肾(命

门)。

故此，“阳微阴弦，即胸痹而痛”并非是指胸

痹由上焦胸阳不振、下焦阴寒之邪侵袭所致，而是

强调胸痹之症以阴邪伤胸阳为主要病机。

5 “浮沉比较法”脉诊的发展

根据“阴阳中复有阴阳”的原则，经后世医

家不断实践，“浮沉比较法”诊法有了进一步的发

展。

《文魁脉学》中：“诊脉定位应以浮、中、按、

沉四部来分，这样能更好地定表、里，定功能与实

质。⋯⋯悟得诊脉必分浮、中、按、沉，浮、中为

标，按、沉主本。”

附书中治痢疾医案一则[4】，说明“浮沉比较

法”脉诊的实际应用。

马左，30岁。脉象濡滑，沉取细数，腹痛里

急后重，大便滞下带血。暑湿蕴热，深入营分，势

将成痢。用升降通泄方法。

处方：藿香梗j钱，葛根三钱，黄芩三钱，川

黄连二钱，厚朴二钱，半夏三钱，赤芍三钱，焦三

仙各i钱。

绍琴按：脉来濡滑，知其暑湿之盛；沉取细

数，又见营热之深，见证已属痢成。方用藿香梗、

葛根升其清；黄芩、黄连泻其热，赤芍凉其血；厚

朴、半夏辛开气机；焦三仙消导其滞；故日升降通

泄方法。

6小结

“阴搏阳别”、 “阴虚阳搏”和“阳微阴弦”

中“阴阳”同指脉之沉浮。实践中， “阴”即沉

取，从本质上反映了病性，如崩为血虚，胸痹为邪

实。通过“浮沉比较法”，了解虚实程度和邪正双

方的关系，可以更好地判断病性。

诊断三要素中病位和病势的变化相对容易判

定，而病性往往难以确定。尤其对一些危重、复杂

的病人；或症状很少，缺少足够辨证依据的病人；

或症状特多，令人无从着手的病人。而“浮沉比

较法”脉诊却能够比较准确地判定疾病的性质。

“浮沉比较法”是脉诊中古老而重要的方法之

一，曾广泛应用于《素问》、《金匮》中，其思想

影响深远，不仅为后世医家临床提供了极好的诊断
(下转第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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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路，更可以准确地把握疾病实质、精确地做出临

床诊断。历代医家继承并发展了“浮沉比较法”

脉诊，不仅让它能够更好地为中医诊断服务，同时

检验并证明了“浮沉比较法”脉诊的思维是正确

的、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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