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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就推动和发展中医特色的主客观辨识及辅助诊断技术两者合一的数字化、量化、规

范化、标准化创新性研究，以及所形成的原创和独立地知识产权进行了概述。同时介绍了现有的单一

诊断信息提取识别设备和两种以上多诊合参设备的研制情况，并在此基础上对相关研究成果在临床

应用方面提出了一些参考性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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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既往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以及国家“十五”科

技攻关专项、国家“十一五”科技支撑计划项目支持下，

对单一诊断信息脉诊、舌诊、闻诊数字化、量化信息采

集分析技术与设备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望诊与问诊信

息的数字化，目前已建立一种集望、闻、问、切诊断信息

提取与识别于一体的中医四诊合参辅助诊断系统 [1~2]。
旨在促进辅助诊断技术的规范化、标准化，进而促进中

医理论在现代病证诊断和治疗中进一步发挥作用。

一、诊断信息提取与识别的关键技术研究

1. 原创的中医四诊合参具有更高的辨识健康与

疾病的认知

借鉴和引入现代科技发展的成果使人们在辨识

健康问题、认知人与社会关系、心理问题已突破了

“视、触、叩、听”四诊的矩矱。现代医学在宏观和微观

上，先在一定层面把客观和主观分开辨识，采用可视

化客观检测的影像学技术 [3]（X 线、CT、磁共振、超
声、PET等），对占位性病变的定位和定性诊断做出
了杰出的贡献，而生化分析和实验室技术，在定量及

微观诊断领域更有长足的进步。

中医的“望、闻、问、切”四诊的形成，是数千年来

中医学发展成熟的标帜。其融入医患双方主观和客

观判断自成体系、把握整体的辨证施治理论和四诊

合参的诊病模式，是中医学发展的不竭动力。特别是

64

PDF 文件使用 "pdfFactory Pro" 试用版本创建 www.fineprint.cn

mailto:niux1@vip.sina.com
http://www.fineprint.cn
http://www.fineprint.cn


2011 第十三卷 第一期 绎Vol.13 No.1

也World Science and Technology/Moderniz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Materia Medica页

2008世界传统医药大会与会代表
图 2 现场体验数字化量化四诊合参系列设备

图 1 BD-SZ四诊合参辅助诊疗仪

近 50年来借助现代物理科技的手段，脉诊、舌诊、闻
诊、腹诊、望面诊等的发展，使特色的、过去仅凭医家

主观判断的“心中了了”的诊断，有了客观、量化和规

范的标准。不仅促进了学术交流和教学，又提高了诊

疗技术和认识疾病规律的水平。

四诊中问诊和问诊过程的四诊合参是医家和病

人（主诉）交流中把诸多主客观的不确定因素，辨识

为诊家对病人的认识，并主导辨证和遣方用药。当问

诊把病人主诉和医生的判断借助“工具量表”数字化

规范成标准的诊断过程时，中医的四诊合参是融主

客观判断于一身，既可“舍脉、舌而从症”，又可依据

主观判断形成“桂枝汤证”“白虎汤证”，……而辨证

施治。医家宏观辨识阴阳、精气神、脏腑、体质，四时

…，和辨识微观层面的变数；形成集客观可见和主观

判断于一身，四诊合参辨病辨证的认知；“上工治人，

治未病”的思想，在发展中的医学体系中，体现了中

医具有更高的辨识健康与疾病的能力，因而更科学。

与现代医学相比，中医学认识理念先进，利用现代技

术和手段滞后。突破制约中医四诊关键技术的瓶颈

和深化辅助诊断设备的研究，必将大大促进中医学

的发展。（图 1，图 2）
2援 利用现代科技手段推动中医诊断器械研制长

足发展

国内外的研究工作者，在脉诊、舌诊、望面诊、闻

声诊的数字化、规范化、标准化方面做了大量的工

作。初步对望面诊、望舌诊、闻声诊、嗅味诊、切脉诊

数字化、量化工作和问诊的数字化、规范化方面做了

较深入的探索。在中医诊断的主、客观辨识和四诊合

参数据库的建立各关键技术方面初步形成了数字

化、量化及初步规范的标准化研究模式。经过四诊合

参辅助诊断的辨证的模式识别，可对受检者的健康、

亚健康和疾病状况根据中医理论进行评估，提供中

医师诊断参考结果，从而辅助临床辨证诊疗。

中医四诊合参诊断功能集成在仪器的软件模块

中[1~2]。使用者（医生）通过模拟医生诊断过程与受测
者对话、观察，把收集到的生理病理信息和有诊断意

义的症状、体征（包括了望诊、闻诊、问诊信息）输入

系统，由模式识别功能综合分析脉诊、舌诊、望诊、闻

诊、问诊等关键信息，经中医知识数据库的检索挖

掘，得出受检者有意义的检测分析结果以辅助医生

临床诊断。

在中医的四诊合参关键技术的初步实现和发展

中，借鉴和汲取现代科技的物理诊断，微观诊断，形

成现代意义上的中医四诊合参，特别是推动和发展

中医特色的主客观辨识的数字化、量化、规范化、进

而标准化进程，必将带来中医和中医诊断学的发展

的又一次飞跃。

3援 形成原创和独立知识产权
随着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变化，各国研

究者和机构不仅从认知科学，而且在实践技术上，从

中医学找寻和借鉴诊断理念。多家跨国公司（西门

子、GE、三星等）立项脉诊、舌诊研究项目并利用现代
科技手段，发展自身的测量诊断技术。由于其研究技

术先进，投入较大，许多成果已达到应用阶段。如某

国宾馆的穿衣镜上已装有舌诊评估人体功能的设

备。又如以色列国医疗器械的宽松政策，来自中医理

念的中医类器械已销往中国市场。而众多我国研究

者和医疗器械，仍束缚和徘徊在共识问题上，发展滞

后。

在中医理论指导下，搞清脉诊、舌诊、望诊、闻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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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3部可调位调压脉诊探头

图 4 声力复合的脉诊探头

图 3 脉滑的彩色超声脉管图像

现代生物学意义；在获取和识别各诊断信息的基础

上，将问诊过程数字化、规范化；经中医知识数据库

知识挖掘，形成望、闻、问、切四诊合参的辅助诊断体

系。既有规范、量化、标准化四诊信息的现实意义，又

遵循和发展了中医的基本理论，在中医现代化进程

中具有里程碑意义。

二、探索中医类医疗器械的研制

从单诊到四诊合参辅助诊断的跨越

医学诊断是医生的诊断，检测仪器辅助医生诊

断。望、闻、问、切是中医师全面收集临床资料的四为

一体的重要步骤和基本手段。融入了中医理论的信

息处理和分析技术的发展，必将成为中医四诊诊断

信息数字化、量化、标准化并促进中医诊疗体系发展

的实质动力。

1. 单一诊断信息提取识别设备
（1）脉诊设备。
脉诊数字化信息采集与处理技术近年来受到众

多学者的关注。到目前为止，相继有 10余种甚至更
多脉搏波信号采集装置问世，如：BYS-14型心电脉
象仪、MX-域型脉象仪、MX-811型脉象仪、基于金氏
脉学的脉诊仪、ZBOX-玉型舌脉象数字化分析仪、
MTY-A 型脉图仪、MX-3 型脉象仪、CBM-3000/2000
型桡动脉脉波检测仪等。由傅骢远教授创建的研究

团队从事诊法的现代生物学基础研究已有 30余年。
上述 MX、BYS系列均为本团队研究成果。在长期脉
诊信息采集分析装置研究的基础上，发展了新型的

BD 系列多种、多型辅助诊断装置 [1]，并已将超声和
DOPPLE技术引入脉诊研究中，发现寸口等处动脉的
三维运动，参与脉动信息的形成[4~5]（图 3~5）。应该认
识到，目前的脉象仪还难以称其为脉象仪，应称为脉

诊仪。它是由脉搏换能器、预处理单元和计算机信号

处理单元等几个部分组成。预处理单元可把脉搏传

感器采集的信号加工处理后，直观显示脉搏波图形

并分析各项参数，进而判断出属于迟、数、滑、涩、弦、

洪、浮、沉等脉诊的何种属性[6~20]。
脉诊仪作为中医辅助诊断设备已有应用，其基

本原理类似，具有独立知识产权的较少。在国外进行

脉诊仪器研究者主要在东亚地区，如 2009年韩国中
医学研究院联合企业开发出智能脉诊机。

（2）望诊设备。
望诊是中医临床辨证的重要环节。对望诊信息

的采集和识别进行现代化研究主要是在舌诊研究

上。近 20年各种舌诊仪应运而生，清华大学与西苑
医院合作研制了中医舌诊自动识别系统 [6]，北京工业
大学研制的中医舌象分析仪 [7]，天津中医药大学研制
的便携式舌象仪[8]，南京理工大学、浙江大学、厦门大
学、重庆大学等的舌象采集与分析装置，分别就舌象

边缘、舌质与舌苔的颜色特征和分离技术，舌象纹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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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诊 合 参 报 告

图 6 四诊合参报告

等进行了研究。北京中医药大学近 20年一直从事舌
诊、脉诊结合研究，发展了多种舌诊信息采集和分析

方法，最新形成的舌诊信息获取与分析装置，由舌诊

采集设备（摄像机/光源）、影像传输设备（视频网络服

务器）、舌图储存分析设备（便携式计算机）构成，可

结合舌诊数据库来区别不同舌象。舌诊仪的工作原

理是通过图像采集装置采集舌图，并把舌图传输给

计算机，进行舌图信息的分析来判断舌象特征。关于

单个舌诊设备开发的新闻

报道不断出现，如 2009 年，
韩国韩医学研究院在研发

出了一种数码舌诊器；中国

台湾卫生部门与中山大学

资讯工程学系合作，研发自

动化舌诊仪。可能人种肤色

的种类影响，目前对面色进

行自动分析的望诊设备国

内外尚未见报道。

（3）闻诊设备。
闻诊主要包括闻声音

和闻（嗅）气味。闻声音（诊）

是指诊察病人的声音、语

言、呼吸、咳嗽、呕吐、呃逆、

嗳气、太息、喷嚏、肠鸣等各

种声音。闻声音可诊察与发

音有关器官的病变，可根据

声音的变化，反映脏腑功能

和气血津液的盛衰。闻诊信

息量化的关键技术包括声

音收集装置和声波分析软

件。通过声音采集装置收集

声波，进行时域和频域分

析，据此可分辨气虚、血虚、

阴虚、阳虚等体质类型。国

内学者[1]根据“五脏相音”理
论，结合现代声学理论和技

术方法研制了二十五音分

析仪。国外，Adriana等比较
多发性硬化病患者与正常

人的声音特征，发现男性患

者的频率微扰值高于其他

组。Abdul等通过研究慢性
肾衰病人血透前后的声音

变化，了解长期血透对声音

特征的影响。

BD-SZ 四诊合参辅助

辅 助 辩 证
辩证结果：阳虚感冒：感冒
参考处方：麻黄附子细辛汤
麻黄 6g，附子 6g，细辛 3g，羌活 6g，独活 6g，生黄芪 6g，葛根 10g，生姜 3片，大枣 10g，党参 6g

医师确定处方：

医师签名： 年 月 日

姓名： 性别：女 年龄：25
日期：2009-10-13 星期二 病历号：13
既往病史：
主诉：
主要症状：恶寒 四肢不温
次要症状：
脉诊结果：
部位：左关
脉位：略浮
脉率：平
脉律：齐
力度：无力
流利率：平滑
弦紧度：平
脉搏波传导速度：4.6794米/秒
舌诊结果：
舌质：淡红舌
苔色：白苔
苔质：厚苔
润泽：水滑
点刺：无点刺
裂纹：无裂纹
胖大：正常
动态：正常
瘀斑：无瘀斑
闻诊结果（五音体质分类）：
受试者体质属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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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仪 [1~2]具有闻诊信息采集处理装置，研究结果显
示闻诊信息能客观反映被测者的体质类型，所获取

的体质信息可参与临床辨证。

2. 两种以上多诊合参设备
目前，规范化的中医问诊信息大多是通过工具量

表或 CRF表获得。凭医生的询问、患者的自我报告获
取的诊断信息，既是医生决策的关键，又是影响其决

策的关键。北京中医药大学联合的研究团队在脉诊

仪、舌诊仪以及闻声诊信息采集处理装置研制与应用

的基础上，结合人机对话形成了较规范和标准的问诊

信息辨识模块，已形成一种将望、闻、问、切四诊信息

数字化、量化，融合的集成四诊诊断信息采集处理装

置或设备。这是目前获准上市（sFDA注册的）[1~2]的唯
一一种四诊合参辅助诊断仪。该设备对于被测者能

同时采集四诊信息；结合已经初步形成的脉诊数据

库、舌谱数据库、闻诊数据库、问诊数据库的功能，分

析其脉搏图、舌图、闻诊信息特征；结合中医证候数

据库、方药数据库，初步形成了一种集四诊数字化信

息于一体的中医诊疗体系 [1~2]，即采集被测者脉动信
息，面色、舌诊、闻诊、问诊信息后便进行辨证并提供

相应的方药供医师参考。在四诊信息合参的关键技

术研究逐渐成熟后，形成两种类型的中医四诊信息

数字化、量化诊断设备，并推广其临床应用，同时开

发其在体质辨识、脏腑经络辨识、亚健康和未病判别

中的功能。在专家系统研究的基础上 [21~40]，集成了多
种单诊信息，进而创新形成的四诊合参辅助诊断系

统的研究告馨，加速了取得独立知识产权和现代化

的步伐，大大提升了中医在医疗器械研究中的地位

和软实力。

中医诊疗设备中单纯脉诊、舌诊信息采集处理设

备研究较多，而集四诊信息于一体的中医诊疗设备研

究则较少。“切而知之，谓之巧；望而知之，谓之神”，但

单一的诊断信息获取和识别再怎么高估，也只能以偏

概全的辅助部分诊断。检索可见有浙江大学“一种用

于中医数字四诊的数据采集方法专利[6]。期望将现代
科学技术充分应用于中医诊疗，使中医四诊诊断设

备功能更完善，继而推广其在临床上的应用，使研究

成果切实应用到中医临床实践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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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lization of the Digitalization and Quantification of Key Techniques of Auxiliary Diagnosis Based on
the Four TCM Diagnostic Methods Used in Combination

Niu Xin, Yang Xuezhi, Zhu Qingwen, Li Haiyan, Ma Liangxiao, Niu Tingli, Guo Zhou, Dong Xiaoying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100029,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aimed to make a comparison between the developments of the four physical diagnostic meth原
ods used in modern medicine and the four diagnostic methods used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In this
paper, key techniques for the extraction and identification of TCM diagnostic information in regard of a single diag原
nostic method and multiple methods have been realized step by step. The result is that the original four TCM diag原
nostic methods used in combination are better in discriminating health and disease. There exists large room in the
development of TCM diagnostic techniques and equipment with independent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on the basis
of existing modern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It is concluded that TCM diagnostic equipment used for auxiliary di原
agnosis, which resembles multiple TCM diagnostic methods, has made a big leap from the single TCM diagnostic
method.
Keywords: Extraction and identification of information, Application of the four TCM diagnostic methods in combi原
nation, Auxiliary diagnosis, Health discrim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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