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揭開中醫神秘的面紗－從脈診談起 

 

文／中醫內科 田莒昌 醫師 

記得小時候看中醫時，印象中的中醫師總是德高望重，身著長袍馬褂，一手把脈，一手拿著

筆開處方。其中把脈好像已經成為中醫師看病的標記。然而中醫脈診為什 麼可以診斷疾病

呢？ 

現代醫學的研究顯示，構成脈搏的形象，主要是受心臟搏動所產生的壓力、動脈管壁彈性、

末梢抵抗力及血液粘稠度等因子影響。而動脈系統是一個高度分枝化的管 道系統，當脈搏波

在動脈管系中傳播時，如果遇到動脈橫截面積突然發生變化（如動脈管狹窄、分叉、尖削等）

或管壁的彈性特性發生變化時，都會使脈搏波產生部 分反射。所以當我們把脈時，所得到的

指感，其實是由始端的傳入波和所有的反射波經一定時間延遲後，疊加而成的總合。 

當人體臟腑正常，動脈樹在一定的頻率中共振，壓力波由主動脈經動脈傳播到小動脈，並在

毛細管相接處逐漸衰減。當人體的某一臟腑發生病變時，該臟腑中的毛細 血管發生堵塞，導

致該臟腑中的動脈和小動脈管的彈性和阻力發生改變，壓力波傳播到病變區時，向後反射發

生異常變化，因此，不同臟腑的不同病變就導致了不同 形態的反射波，因而反射波具有臟腑

病變的特徵。然而脈診需要很敏銳的手指觸覺，以及長時間的中醫訓練才可能有成，這對於

一些初學中醫的人而言，有很大的困 難度，而脈診的指感，是一種主觀的感覺。很難單憑說

的或寫的描述清楚，就連《脈經》作者王叔和也說「在心易了，指下難明」，所以脈波儀的

研究發展也就應運 而生。 

脈波儀是結合了電子技術、電腦科學及近代物理學，將中醫脈波圖形顯示在電腦螢幕的儀器，

如此一來，就可排除了因為主觀指感所造成的誤差，以及無法溝通的問 題，可作為臨床、教

學與研究使用。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中醫診斷研究室自 1976 年就開始發展脈波儀，以脈搏

感應器、壓力轉換器、多頻道記錄器，將脈波圖 與電腦相結合，使脈波圖、心電圖及脈波一

次導函數圖形三個頻道同步顯現，並記錄寸、關、尺與浮、中、沉的脈波圖形，配合中西醫

的理論來解讀脈波圖。20 多 年來，在經過大量的臨床研究之後，至今已經建立出一套脈波

判讀的診斷標準，為中醫脈診的科學化跨出一大步。目前已經正式在臨床上應用，幫助中醫

師診斷病人 的狀況。 



例如在筆者的門診中，就有一個明顯的病例如下：陳先生是一個公司的中階主管，平時業務

繁忙，近來經常感覺頭暈、頭痛、口乾舌燥、脖子及肩膀僵硬及疲倦乏 力，並且血壓升高，

就診西醫時診斷為原發性高血壓，服了西藥雖然血壓略降，但仍然偏高，因為病人不願意年

紀輕輕就一輩子得服降血壓西藥而尋求中醫診治，來 門診時血壓為 150/95mmHg，經過把脈

之後，發現他是「弦而有力」的脈象，在中醫的觀點認為，這種脈象常常表現在「肝火上炎」

或「肝陽上亢」的病人 身上。所以筆者便開立清肝降火及滋陰潛陽的藥物給他，結果一週內

他的血壓便降至正常範圍，而後續服三個月中藥而癒，半年後他又帶了數位親友找筆者診治，

問 他近來血壓情況如何？他說這半年來血壓都已正常，未再升高！ 

從現代醫學來看，中醫學上的「肝」是接近於人體控制情緒的大腦中樞及調整肌肉緊張度及

血流分佈之自律神經。它是一種功能性的單位。生活上，當人體遇到壓力 時，會容易出現口

苦、咽乾、胸悶、情緒易怒、脖子或肩膀僵硬、頭暈頭痛等症狀，並且常常會伴隨血壓升高。

此時是因為中醫所謂的「肝」的功能過度旺盛，稱做 「肝火旺」。現代人生活緊張忙碌，又

常常晚睡甚至熬夜，此時便會出現「肝火」的病態反應。而脈象也會表現出「弦脈」。這種

情形長期發展，則可能會有「肝火 傷陰」，導致「陰虛陽亢」的變化。此種情況常常出現於

生活不正常或長期承受精神壓力的人身上。那麼如何確定自己有「肝火旺」呢？中醫師的把

脈這時就有了很 大的診斷價值。肝火旺時把脈會有緊張如琴弦般的脈叫作「弦脈」。所以當

中醫師把脈時，發現了這種脈象，再配合上述的症狀，便可以診斷出來了。如果再配合脈 波

儀的檢查，則會更加客觀而準確。因為在脈波儀上會出現「弦脈」的特殊脈波圖，可診斷出

來。 

值得特別說明的是，時至今日，還是有人認為，給中醫師看病單憑把脈即可診斷，常常有人

在門診找我看病時，什麼話都不說，直接把手伸出來要我把脈，意思是 說，先看看你把脈的

功力如何，再決定你是不是一個好中醫？其實臨床上，中醫師是根據脈象的變化來判斷人體

臟腑的氣血、陰陽、生理與病理的狀況，再與望、 聞、問診所得到臨床資料，進行綜合分析，

從而得出完整及正確的診斷。這在中醫稱為「四診合參」。由古至今，從來沒有一位中醫師

有把握，完全不用病人說話， 單憑把脈便可以處方看病的。所以希望各位朋友勿太偏信於僅

憑脈診，就“鐵口直斷＂的醫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