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帝内经》“子处”面部望诊理论思考

《黄帝内经》（以下简称《内经》）“面王以下者，膀胱子处也”[1]首次提出了“子处”

的面部望诊部位，“子处”指子宫，可以代指女性生殖系统，虽然通过男子色在面王也可以

诊断男性生殖系统疾病，但本文主要讨论女性生殖系统疾病的面部望诊研究。“子处”的面

部望诊对临床上诊断女性生殖系统疾病意义重大。但“子处”面部望诊部位从《内经》提出

起至今，已经在历史的演变中逐渐模糊，故本文基于《内经》原文，讨论“子处”的面部望

诊部位，并结合自身临床所见，讨论“子处”面部望诊部位及临床应用方法。

1 部位讨论

望诊是中医四诊之首，《内经》提出了司外揣内的辨证思维，《灵枢·本藏》曰：“视其

外应，以知其内脏，则知所病矣。”[1]即可以通过观察机体外在表现诊断内在的疾病，望诊

是中医诊断疾病的先决条件，望而知之也是中医诊断疾病的最高境界。《灵枢·五色》强调

“当明部分，万举万当”
[1]
，可见明确望诊部位的划分非常重要。《内经》提出“面王以下”

是“膀胱子处”的面部望诊部位，“面王”也是《内经》首次提出的新名词，“面王”具体指

何处对于“子处”面部望诊部位的确定起着重要作用。

1.1“面王”

唐宗海认为“面王二字，无旧解。然明堂者，北面朝王之所也，疑即明堂鼻准是矣。”
[2]
“面王”是面北朝王之意，指鼻准处，即鼻端，中国古代王者常居中央坐高处，鼻端是突

出于面部最高的部位，可以认为“面王”指鼻端处，此外鼻端是素髎穴所在处，针灸学文献

如《针灸甲乙经》提出“素窌，一名面王，在鼻柱上端，督脉气所发。”
[3]
也认为鼻端的素

髎穴处为“面王”。故“面王以下”指鼻端下的区域，但是该区域范围较广，“子处”的面部

望诊部位具体指代何处还需讨论。

1.2“子处”

“面王以下者，膀胱子处也”出自《灵枢·五色》（以下简称《五色》），“子处”面部望

诊部位的讨论也主要基于本篇。《五色》曰：“明堂骨高以起……五脏次于中央，六腑挟其两

侧。”五脏的分部在面部中央的鼻上，六腑的分部在鼻两侧。肾部的描述为“中央者，大肠

也；挟大肠者，肾也”，大肠部位于“中央”，大肠部的旁边是肾部，位于面部的横正中线上，

均属“中央”。故“中央”不仅指鼻所在的面部中心区域，也可指面部的横正中线和纵正中

线。从大肠部在“中央”可见，不仅五脏可以位于面部“中央”，人体正中线上的其他脏腑

在面部的望诊部位也可在“中央”。《内经》时期已经出现了解剖学，从解剖位置来看，大肠、

肾均在人体横正中线左右，子宫、膀胱位置相近均在人体纵正中线左右，故子宫的面部望诊

部位可能在鼻下的纵正中线附近。

《五色》又曰“能别左右，是谓大道”、“男女异位，故曰阴阳”、“在左右如法”，均提

示脏腑的面部望诊部位有左右阴阳之分。“男子色在于面王……狐疝(㿉)阴之属也”、“女子

在于面王，为膀胱子处之病”可见男子色、女子色在“面王”均可判断生殖系统的相关疾病，

故皆为“阴之属”，《内经》曰：“阳从左，阴从右”
[1]
，若以左右论阴阳，则左为阳，右为

阴，故可以认为“子处”的面部望诊部位在面部偏右部分。

故从《内经》可推测“子处”的面部望诊部位可能在鼻下面部纵正中线上或偏右区域。

2 临床应用

有关“子处”面部分部的望诊应用，也是从《五色》发展而来，通过分析原文讨论《内

经》如何应用面部望诊诊断女性生殖系统疾病，并查阅现代“子处”面部望诊研究文献，结

合自身临床观察讨论“子处”面部望诊理论。

2.1《内经》应用

《五色》曰“方员左右，各如其色形”通过观察“子处”面部分部的颜色、形状诊断女

性生殖系统疾病，如“散为痛，搏为聚”色散均匀可能为无形气滞，色抟聚一处可能为有形



血凝；其色“其随而下至胝为淫，有润如膏状，为淫，为暴食不洁”《灵枢经校释》认为“胝”

为“脤”之形误，“脤”为“唇”的借字。“其随而下行至胝”指望其色由面王而下至唇
[4]
，

“为淫”“为暴食不洁”可能为前后二阴的疾病，故发现有异常的颜色从鼻下至于唇上区域

可以诊断前后二阴的疾病。

2.2 临床观察

后世医家对于“子处”面部望诊的研究大部分是人中沟的望诊应用，将望“子处”面部

分部的颜色、形状具体到到可以通过观察人中沟的长度、宽窄度、深度，人中沟是否偏斜，

以及沟道内有无纹痕、隆凸、凹陷等方面的特征来诊断子宫的相关疾病
[5]
。但是对于鼻下面

部纵正中线的其他部位以及鼻下面部正中线右侧区域的望诊来研究女性生殖系统疾病的临

床应用却很少。我们团队在临床上也做了一些观察，以妇科癥瘕为例，发现鼻下面部纵正中

线上及右侧区域都有一定的参考性，有进一步观察研究的价值。

2.2.1 卵巢肿瘤

1.该患者因阴道流血 30 日，腹痛 4 日就诊，检查

确诊为“左侧卵巢粘液性囊腺瘤蒂扭转”，中医诊断为

“癥瘕”，观察发现患者鼻下区域的面部纵正中线及其

右侧有抟聚一处的色素沉着，特别是承浆穴附近色素

沉着范围较大。

2.该患者确诊“卵巢癌”，观察发现患者人中沟平

浅边缘模糊且中下方区域有粗大的毛孔及纵纹，承浆

处也有一定的色素沉着。

3.该患者确诊“左侧卵巢高级别浆液性乳头状癌”，

观察发现患者人中沟平浅边缘模糊且中下方区域可见

粗大毛孔及纵纹。

2.2.2 子宫内膜癌

该患者确诊为“子宫内膜浆液性乳头状癌”，观

察发现患者人中沟较平浅，其鼻下面部纵正中线上毛

孔较为粗大，其右侧区域有大量色斑。

2.3 思考



通过临床观察发现除了人中沟处望诊可以诊断女性生殖系统疾病，鼻下面部正中线上及

其右侧区域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在临床病例的观察中还发现患有生殖系统疾病的女性人中

沟处的异常多在中下区域，故上文理论分析中除以左右论阴阳外，上下也可分阴阳，《素问·阴

阳离合篇第六》曰：“天为阳，地为阴……”天为上，地为下，故上为阳，下为阴，生殖系

统疾病为“阴之属”，故有生殖系统疾病的患者人中沟下方有较多异常。

人中是穴位名称，面部各处都有经脉的循行，故面部脏腑分部的划分与经脉也应该有一

定的联系，虽然“子处”非脏非腑，但有与之相关联的脏腑经脉和奇经八脉。

奇经八脉中的任脉、督脉、冲脉三脉均起源于“胞中”，即“子处”，故三脉与“子处”

有着紧密的联系。任脉为“阴脉之海”，别络唇口，在鼻下面纵正中线上有任脉的穴位承浆，

承浆穴还是任脉与胃经的交会穴，足阳明胃经多气多血，可以为女性生理活动提供气血，其

脉也环唇；冲脉在面部循行于唇口周围；督脉为“阳脉之海”，足太阳膀胱经与督脉经气相

通，督脉环唇，人中穴属督脉，故人中与子处和膀胱均有关。任、冲、督三脉及足阳明胃经

与“子处”相关，且其脉均环唇，其中任脉、胃经有穴承浆、督脉有穴人中均在唇周，经脉

所过之处，可以反映一经的经气，而穴位是经气结聚之处，经气较为丰富，故唇周可视为“子

处”的面部望诊部位，人中承浆处可以重点观察，其中人中可以用来观察子处与膀胱的病变。

除此之外，任、冲、督脉所过之处，也可以治疗“子处”的疾病，故针刺人中穴、承浆穴对

女性生殖系统疾病可以起到一定的治疗作用，针刺方向可以选择向右或向下斜刺。

3 总结

本文通过分析《内经》原文，结合自身临床所见，提出“子处”的面部望诊部位在鼻下

面部正中线上、偏右或偏下方区域，通过这一理论与经络学理论相结合还可以指导针刺治疗

女性生殖系统疾病，如可以向右或向下斜刺人中或承浆穴。临床观察发现鼻下面部正中线上、

偏右或偏下方区域的望诊对于诊断女性生殖系统疾病有一定的参考意义，但目前临床研究以

人中望诊为主，对于其他相关区域的面部望诊却少有论及，故有待于进一步观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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