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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医面诊作为望诊中较易获取且包含信息最多的诊断方法，从古至今一直是众多学者关注与

研究的对象。本文通过对古代面诊内容的梳理总结，从面部皮肤颜色、形态、皮损分布的角度展开详述，为

面诊在现代临床中的广泛应用提供了理论与发展基础。在此背景下，文章探讨了借助现代技术进行的各类

面诊仪器研发成为面诊走向现代化的未来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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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诊，就是根据对面部颜色、色泽及神情的外在

观察，推测人体内部的生理、病理状态，进而做出辨证

诊断的方法。古代的文献中有诸多有关面诊的文献，

其中记载观察面形、面色、皮损等不同的内容，但是现

在的诊断学教材中，多介绍面色诊，而对于面诊其它

方面的内容少有提及，以至于很多人认为面诊就仅为

面色诊，其它面诊相关的内容逐渐遗失了。立足于

此，对面诊相关内容进行多角度深层次的挖掘，对丰

富目前临床诊察方法、提高面诊的现代应用具有一定

的意义。

1 传统理论中的面诊

古人对于面诊的见解与认识最早可以追溯到《黄

帝内经》时期，而从《灵枢·邪气脏腑病形》“十二经脉、

三百六十五络，其气血皆上于面而走空窍”，到《灵枢·

本脏》中“视其外应，知其内脏，知所病矣”的一系列描

述能够看出，面诊同气血运行、脏腑生理病理状况关

联密切，面诊在中医诊断中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因

此对古代面诊内容进行整理归类，是填补现代面诊理

论缺失、确定面诊涵盖范围的关键。

1.1 面色诊

1.1.1 原理

遵循《黄帝内经》中面诊具有重要性的思路，面色

诊在理论上有更为详尽的支持。《素问·脉要精微论》

将“夫精明五色者，气之华也”表明面色为气之外露，

而《望诊遵经·色以润泽为本》用“有气不患无色，有色

不可无气。”进一步表述气与色的紧密联系：气为色之

源，色为气之变。《医门法律·望色论》的原文“色者，神

之旗也。”则再次印证面色诊的意义。由此可见，古代

面诊将面色诊作为重中之重，实谓抓住了中医所强调

重视的“精气神”。把不可物化表达的气和神透过面

色所展现的信息推测出来，利用问题的核心快速获得

准确的解决方法。

1.1.2 分类

《黄帝内经》的《灵枢·五色》篇首次对面部划分并

以堂、阙、庭、颜、蕃蔽相称，更把人体脏腑肢节以明堂

（鼻部）为中心对面部划分再次细化，为后世研究脏

腑、肢节与面部位置对应关系奠定理论基础。而《灵

枢·五阅五使》是论述五官同五脏的联系，以面诊见微

知著，了解自身整体可能存在的生理病理性改变。这

不仅仅涉及了面诊范围，更是舌诊、眼诊、耳诊的萌

收稿日期：2020-05-05
修回日期：2020-12-27

＊ 北京中医药大学校级科研纵向发展基金（2019-ZXFZJJ-127)：基于miR19-Riok3-Mxi1通路探讨红细胞调控水平与情绪的关联性研究，负责

人：赵燕。

＊＊ 通讯作者：赵燕，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医症、证的规范化、标准化，中医情绪研究。

271



2021 第二十三卷 第一期 ★Vol. 23 No.1

〔 Moderniz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Materia Materia-Worl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

芽，保证今后医家面诊时能够多角度全方位认识思

考，从而做出更准确的诊断。

另外《素问·刺热》篇中“额候心，鼻候脾，左颊候

肝，右颊候肺，颏候肾”既考虑了五脏本身的解剖位

置，又结合对五脏各自生理特性的理解，其中“鼻候

脾”似隐含五行之理：脾，为中央之土，以灌四傍。钱

乙在《小儿药证直决》中延用此法将面部分类，以自身

病理验案验证此分类法的科学性和可重复性。

至清代，周学海通过对《黄帝内经》面部分类的研

究加之自身经验积累为基础，在其著作《形色外诊简

摩》里创造出用鼻柱两侧、目内眦、目睛、颧侧等定点，

这种独特的面部分诊法把面部纵向分为 9列来对应人

体脏腑和肢节，使面部诊病的参考与定位更加细致

准确。

1.1.3 方法

通过面色改变来诊断疾病变化状态的相关记载

比比皆是。如《黄帝内经》中在面诊分类方法基础上，

对诊断、预后等内容都有相应篇幅的阐释，使面色诊

断能够前后呼应，有迹可循。像“青为肝，黑为肾”便

首次把五脏同五色相联系，以此提示不同面色状态下

可能累及的脏腑，“赤欲如白裹朱，不欲如赭……”则

进一步分类说明同一面色下的不同色泽反应出疾病

的好坏程度不同。而“黄赤为风……青黑为痛”则是

把病色与具体的病理因素联系起来，脏、色、因三因结

合看问题，透过表面之面色变化掌握疾病内部身体可

能的病机倾向，为辨病论治提供了理论铺垫。

1.2 面形诊

《黄帝内经》中，耳熟能详的五行人理论或某些对

长寿者面形的描述都从侧面反映出面形本身因受先

天影响形成了个体差异，也是构成个体后天性格、体

质等因素的外在提示点之一。后世经由启发，不乏见

到将疾病、寿命、面形融为一体进行分析的见解，《望

诊遵经白话图解》里就认为颧骨形态可同寿命长短相

关联，明代养生著作《延寿神方》里“印堂有紫气，山根

有暗黑……此皆骨法命中，一生当有病患。”的描绘更

像是把某些人群的面目特征进行总结归纳，契合了

“因人制宜”的治疗原理。可见，从《黄帝内经》直到后

世许多医著对面部特征的见解，为现代体质分类提供

了思路和借鉴的内容，是中医治未病思想源远流长存

在的佐证。当然后世还有从面形与疾病诊断关系角

度展开的内容，《金匮要略》里“口㖞，目不能平视

……”就让医者意识到患者某些异常面形的出现意味

着此类特定疾病的发生，有很强的诊断性。《医学钩

玄》中“面肿门一身不肿，唯面独肿，乃气不顺，风痈所

致也。”则是对面形变化原因即病理因素的直接记述。

在理论上，面诊与病因病机相结合，增加了医者用面

诊来诊断疾病的依据，在应用上，为后世借鉴参考，验

证古代理论准确性，由此扩展面诊临床应用，是理论

与临床应用的良性循环。

面形诊可参考内容的比重虽小，但对面形变化所

提示的人体常态病态均有所涉及，且不难看出面相也

是依托中医望面形所萌芽出的一系旁支。

1.3 面部皮损诊

面部皮损诊断的作用就是对皮损做出准确诊断

从而确定后续治疗方法。在对古代面诊技术分析研

究中发现其对颜面部皮肤病有大量记载，除了围绕面

部美容方面，多本古著记录了黧黑斑、胞黑、痈、痤等

常见皮损症状，同时对病因病机、症状表现、辨证分型

及鉴别诊断等更有详细记录，如《诸病源候论》中以

“生痤疖，肿结如梅李也”对皮损具象化的记述，《太平

圣惠方》内“夫面皰者，谓面上有风热气，即生皰也。”

对皮损病因得出推导性结论。

2 中医面诊的现代临床应用

在现代，面诊已在多种疾病、多个领域的临床应

用中得到推广与发展。而随着时代的进步与面诊理

论的发展，传统理论中面诊经验与现代理念相结合，

应该作为推进现代中医面诊临床应用的重点，这也在

众多临床疾病的实践里得到了验证。

刘璐[1]对亓鲁光教授在内分泌疾病面诊方面总结

出的经验介绍，肯定了面诊在内分泌疾病的临床诊断

中的重要作用及良好效果。当涉及儿童这一特殊群

体时，由于患者配合度低，面诊结果成为诊断儿科疾

病的重要参考。钱楠[2]对儿童“黑眼圈”与相关体质进

行调查研究，结果证明，两者结合可以对儿童疾病和

体质做出更准确的诊断；陶琼[3]等调查结果验证肉轮

形色变化对儿童肺脾疾病有重要的提示意义。这都

是对面诊在儿科诊病中准确性和实用性的肯定。皮

肤病尤其当涉及面部，是现代皮肤病关注的重点之

一，女性对于面部皮肤的高关注度更是促进了现代临

床对于面部医美的研究。杨素清等[4]对王玉玺教授辨

证论治黄褐斑的总结就是古代文献和医生个人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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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融合的示范，崔鹏[5]对黑变病（古代隶属“黧黑

斑”）的诊断重点依旧以面部症状为主，在深入挖掘古

代相关记载后进行中西医结合诊断并确诊患病率及

症状分期。这肯定了面诊在皮肤类疾病中一直占有

的重要地位，更是中西医结合各取其优，为诊断的准

确性提供双重保障的例子。

面诊除了在我们所熟知的领域得到广泛临床应

用外，像在军事伤员救助领域同样能够发挥重要作

用。孙永华等[6]基于对战时最易受伤部位颌面的分析

研究，通过对伤者神志、瞳孔变化等因素的面诊诊断，

及时有效发现问题所在，并在最短时间内提出准确的

治疗方案，为降低伤员伤残率、保证战斗力方面作出

巨大贡献。

通过了解面诊临床应用的文献可发现，其最为广

泛的应用方向仍然侧重于面瘫、红斑狼疮等面部特征

性高的疾病，其中用面部变化获取发病指征、症状表

现、预后效果等方面的相关文献也很多见。当然基于

面部信息特征明显、简单易记的特点，利用面部观察

身体健康状态，防止亚健康的文献都屡见不鲜。

3 基于中医面诊技术的现代设备研发

中医面诊经过多年发展，已经在现代临床中有了

广泛应用，为了更好提升面诊在国内外医学领域的影

响力，全面提高面诊的诊疗精度与效率，更好的服务

于临床应用，国内外众多研究机构与学者正在积极探

索中医面诊技术与现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计算机

等其他先进学科的融合。依托此背景，自上世纪 80年
代开始，面诊仪作为中医面诊技术发挥作用的重要载

体，逐渐面世并不断更新换代，正在促进传统与现代，

理论与应用的快速结合，并不断朝着智能化、数字化

的方向发展。

3.1 色差仪

色差仪是现代医学诊疗较为成熟的技术手段，为

面色的初步诊断提供重要技术支撑。原理是运用智

能分析比对算法，将光电信号与面色进行关联，进而

将采集的数据与算法规定的标准色标进行智能对比，

通过分析两者色差来得出面色存在的问题。由于具

备标准化、定量化、安全性等特点，可为探索患者与正

常人面色的差异提供重要保障。

胡丕丽等[7]用 CP6R-1001DB型色差仪分别测定

60例正常人及 217例患者面色，通过光电比色的实验

方法发现，五脏病面色与正常颜色存在一定区别，其

中最为明显的是肝病组、心病组及脾病组，与正常组

相比分别呈晦暗、近红色及近黄色。艾英[8]通过便携

式色差仪对 80例黄疸病人的面色进行研究与试验测

定，其中阳黄证 40例、阴黄证 40例，最终精确定量计

算出二者面色差值为 4.15 NBS，在表明二者面色有显

著区别的同时，进一步证明二者致病机理的差别，证

实了中医面部色诊的科学性。色差仪的广泛使用，是

在传统面诊的基础上加入科学技术实现诊疗定量化，

肯定了传统面诊经验的科学性及准确性，并在一定程

度上降低患者其他诊疗过程的痛苦，为中医面诊的发

展与普及提供重要示范。

3.2 光电血流容积面诊仪

光电血流容积面诊仪是近年来新兴的面诊诊疗

仪器，主要依托光电转换原理，通过分析活体组织血

液容积的变化来对异常情况进行反馈。因精确度高、

诊疗快速、易操作性等优点，已经得到国内外医疗机

构、科研院所的广泛关注与重点研究，并将最新的研

究成果应用于现代中医临床诊疗中。

其中胡志希[9]等使用GD-3型光电血流容积面诊

仪并结合现代生物机能信息采集技术，对面常色、心

病血瘀证及心类气血病证患者面色的血流容积数据

进行采集与测定，通过对生成光电容积图及参数的观

测与分析总结，得出形成不同证型光电血流容积参数

的原因与对应病理特点的关系规律，帮助完成中医症

候的临床的分类鉴别以及治疗。邹怡[10]应用光电血流

容积面诊仪，利用现代数据采集系统，完成早发冠心

病痰浊证病人的数据采集、传输与存储，并对主要参

数进行统计分析。得出的统计结果与血脂指标的检

测结果一致，证实光电血流容积面诊仪对于辅助诊断

早发冠心病痰浊证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光电血流容

积面诊仪通过客观量化的指标形式，科学直观反映疾

病的发展规律，为传统中医面色临床诊断提供了新技

术，不断扩大面诊在临床的利用范围，已经成为辅助

诊疗的重要手段。

4 思考与展望

4.1 以理论应用为基发展

在理论和应用方面，提出要通过归纳总结古代面

诊内容、专注面诊现代临床应用的领域及方式来思考

面诊的发展现状，了解把握现有优势及短板。在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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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方面，肯定不同时期的仪器及技术，创新性的提

出基于多仪器、多技术融合的面诊诊疗的设想，思考

未来面诊仪器的可行方向。

4.2 提高诊断精度

建立健全仪器的数据采集及存储标准与规范，确

保数据的通用性及复用性；其次需广泛搜集并充分分

析传统理论的面诊内容及现代扩充部分，不断调研现

代临床对于面诊仪技术的需求，增加理论与实践之间

的试验数量及次数，为面诊仪技术的发展提供必要的

专业数据支撑；最后需要加强同医疗机构、科研院所、

科技公司的合作与交流，充分研究面诊仪对于个体差

异的检测方法及手段，将大数据、人工智能、人脸图像

处理等现代信息技术应用其中[11]，通过多种算法及技

术相融合的方式，确保结果的准确性，进而提高仪器

的可信度。

4.3 新型面诊仪器的构思

通过对传统理论中的面诊技术在现代临床应用

进行研究，并结合中医面诊诊疗仪器的研发应用现

状，提出基于多仪器、多技术融合的面诊诊疗解决方

案（图 1）。在丰富面诊诊疗手段的同时，为未来面诊

的发展提供思路。

解决方案分为 4部分，分别为多种面诊设备数据

采集层、多种面诊数据融合分析层、面诊结果展示层

及应用层。

首先通过多种面诊设备数据采集层中的多种面

诊设备，对患者面诊数据进行初步采集，并将采集的

包括面部形态、颜色、温度、血流容积等重要数据实时

传输到面诊数据融合分析层；本层为解决方案核心

层，可使用海量数据分类存储算法、大数据分析算法、

多数据融合算法以及人工智能技术等多种信息技术

对传输而来的基础数据进行清洗、过滤、分析、融合，

自动合成用于分析展示的结果并传输到面诊结果展

示层；本层可对结果进行可视化展示，为医生和患者

提供辅助诊疗，根据需求可选择对单一指标结果进行

展示以及综合因素进行展示；本方案根据未来面诊仪

器的发展，可不断拓宽应用场景，实现在医院、科研院

所、医疗机构、家庭等多场景的应用。

依托面诊仪市场亟待创新发展的背景，传统面诊

仪与现代信息逐渐开始走向融合。在未来，应参考在

国家大力扶持中医药和 5G时代发展的大背景，思考

能否利用现有载体融合当前不同面诊仪优势，既减少

操作流程，又能实现对数据的复合诊断，促进仪器应

用的便捷化、准确化，加速理论成果的价值转化，反作

用于科研，实现政策、市场、学术三赢的良好循环。

相信中医面诊今后定会依托国内外信息技术的

快速发展，抓紧现代的医学发展态势，扩大其作用范

围，加强其影响领域，明确将面诊现代诊疗仪器作为

未来发展的重点，早日实现面诊仪的普及和应用常态

图1 基于多仪器、多技术融合的面诊诊疗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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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局面，推动中医现代化进程，最终促使中医知识 与经验被挖掘出来、传播开来、传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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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and Thinking of the Face Diagnosi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Li Qing1，Yang Yawei1，Zhang Da2，Yang Li1，Zhao Yan1

(1. Schoo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102488, China；
2. The Thir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100029, China)

Abstract: As a part of the inspection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face diagnosis is a practicable and
informative diagnosis method. It has caught the attention of many scholars from ancient times to the present. Through
combing and summarizing the contents of ancient facial diagnosis, this paper amplif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plexion, morphology, and skin lesion distribution. These contents provide a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the wide
application of facial diagnosis in modern clinics. Under this background,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development of various
kinds of facial diagnosis equipment with the help of modern technology, which is the future trend of facial diagnosis
towards modernization.
Keywords: Face diagnosis, Theories, Clinic, Equi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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