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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valuate and analyze the value of the HUANG DI NEI JING inspection instrument ap-
plying in the diagnosis of colorectal diseases. Methods: We collected the facial information of co-
lorectal disease group and normal group respectively by utilizing the HUANG DI NEI JING inspec-
tion instrument devised by Shanghai Dingsheng Medical Instrument Co. Ltd., then selected the da-
ta of colon area, used the statistical method of paired sample t test, to compare and analyze the 
ordinary parameters and infrared parameters of the two groups. Results: A: Compared with the 
normal group, the common difference of colorectal diseases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P < 
0.05). B: Compared with the normal group, the infrared difference of colorectal diseases group 
was extremely higher (P < 0.05). Conclusion: In this study, it was possible to obtain the objective, 
accurate quantitative results by the HUANG DI NEI JING inspection instrument; it provided a new 
index for the diagnosis of colorectal diseases, and offered a new method for screening work of co-
lorectal diseases. And it provided some evidences for the location of HUANG DI NEI JING color sec-
tion of facial area. 

 
Keywords 
HUANG DI NEI JING, Inspection, Color Section of Facial Area, Colorectal Diseases 

 
 

《黄帝内经》望诊仪在结直肠疾病诊断中 
的应用 

唐旖旎1，潘亚敏1*，周海伦2 

 

 

*通讯作者。 

文章引用: 唐旖旎, 潘亚敏, 周海伦. 《黄帝内经》望诊仪在结直肠疾病诊断中的应用[J]. 医学诊断, 2017, 7(2): 29-34.  
https://doi.org/10.12677/md.2017.72006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md
https://doi.org/10.12677/md.2017.72006
https://doi.org/10.12677/md.2017.72006
http://www.hanspub.org


唐旖旎 等 
 

1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东院内镜科，上海 
2上海市虹口区嘉兴路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上海 

 
 
收稿日期：2017年6月2日；录用日期：2017年6月17日；发布日期：2017年6月22日 

 
 

 
摘  要 

目的：评价分析《黄帝内经》望诊仪应用于结直肠疾病诊断中的价值。方法：运用上海鼎生医疗器械有

限公司研制的《黄帝内经》望诊仪，分别采集结直肠疾病组和正常组的面部信息，选取大肠区的数据，

运用配对样本t检验的统计方法，对两组的普通参数及红外参数进行比较分析。结果：1) 与正常组比较，

结直肠疾病组的普通差值明显升高(P < 0.05)；2) 与正常组比较，结直肠疾病组的红外差值明显升高(P < 
0.05)。结论：本研究中的《黄帝内经》望诊仪可获得客观、准确的定量结果，为结直肠疾病的诊断提供

新的指标，为结直肠疾病的筛查工作提供新的手段。并对《黄帝内经》面区色部的定位提供一定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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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黄帝内经·灵枢·邪气脏腑病形第四》：“见其色，知其病，命曰明”。《难经》：“望而知之

谓之神”。望诊在中医四诊中名列第一。 
《黄帝内经》理论是中医四诊研究的核心[1]。近年来试图以现代化科技代替眼睛进行望诊的研究，

层出不穷，主要集中在面区色部的检测上[2] [3]。但是，《黄帝内经》对面区色部的分区，有两种阐释，

一种以《灵枢·五色篇》为根据[4]，另一种以《素问·刺热》为依据[5]。前一种认可程度较高，并为当

今中医教材所收入。 
但亦有学者，根据《灵枢·五色篇》，得出另一种面区色部划分法[6] [7]。因此，何种理论作为面区

色部分析的依据，直接关系到检测结果的准确与否。我们针对《灵枢·五色篇》为依据而得出的两种不

同的分区理论的典型差异处，进行研究，以验证哪一种分区理论更接近于《黄帝内经》，或更符合临床

实际。 
结直肠疾病是消化系统疾病中的常见病，包括结直肠炎、结直肠息肉、结直肠癌等，随着人们生活

习惯的改变、生活压力的增大以及医学检测水平的提高，其发病率逐年上升。目前结直肠疾病的诊断主

要是通过结肠镜检查，但此检查具有一定的痛苦性，很多患者难以接受。本研究中，我们以结直肠疾病

为研究对象，运用《黄帝内经》望诊仪采集结直肠疾病患者的面部特征信息，通过仪器分析得到定量结

果，并比较结直肠疾病组和正常组结果的差异，为发展准确、方便且无痛苦的结直肠疾病筛查手段提供

一定的实验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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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对象 

2.1. 病例来源及分组 

病例采集自 2016 年 3 月至 2016 年 11 月就诊于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内镜一科门诊的结直肠

疾病患者，包括结直肠炎、结直肠息肉、结直肠癌患者，共 178 例，均有相关病理结果支持、诊断明确。

符合纳入标准的有效病例 150 例，其中男性 62 例，平均年龄 53.38 岁；女性 88 例，平均年龄 58.83 岁。

正常组人群来自于无消化道症状、体检行肠镜检查且肠镜结果为“结、直肠未见异常”者，共计 82 例。 

2.2. 诊断标准 

确定结直肠疾病患者的纳入与排除标准。 

2.2.1. 纳入标准 
1) 肠镜诊断为结直肠炎或结直肠息肉或结直肠癌； 
2) 患者年龄位于 18~80 岁。 

2.2.2. 排除标准 
1) 年龄大于 80 岁； 
2) 伴有严重的心肺系统、血液系统或精神疾病患者； 
3) 过敏体质或多种药物过敏的患者。 

2.2.3. 剔除标准 
1) 调查资料不完整者； 
2) 采集的面部照片无法分析者。 

3. 研究方法 

3.1. 仪器设备 

《黄帝内经》望诊仪是由上海鼎生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研发(见图 1)。该设备由数码和红外摄像机采集

人面部信息，就如日常照像，对人体无任何伤害，拍照前均已充分告知检测对象。 

3.2. 面诊信息采集方法与分析 

研究对象取坐位，在自然光下，应用《黄帝内经》望诊仪拍摄患者正面、左侧面及右侧面面部图像(见
图 2)。拍摄完毕后，在计算机内录入患者基本信息，然后经仪器自带软件分析后，得出面诊分析结果，

包括面区各个色部的普通参数及红外参数(见图 3)。 

3.3. 统计方法 

选择面诊结果中的大肠区数据，运用 SPSS19.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数据以 X  ± SD 表示，将结直肠

疾病组与正常组数据进行配对样本 t 检验。 

4. 研究结果 

4.1. 结直肠疾病组与正常组普通参数比较 

对结直肠疾病组与正常组大肠区的普通参数进行比较，发现结直肠疾病组的普通差值较正常组明显

升高(P < 0.05) (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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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The Huang Di Nei Jing inspection instru-
ment 
图 1. 《黄帝内经》望诊仪 

 

 
Figure 2. The Huang Di Nei Jing inspection instru-
ment shooting interface 
图 2. 《黄帝内经》望诊仪拍摄界面 

 

 
Figure 3. Analysis report of the color section of facial area (local) 
图 3. 面区色部分析结果报告(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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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Comparison of general parameters between colorectal disease group and normal 
group ( X  ± SD) 
表 1. 结直肠疾病组与正常组普通参数的比较( X  ± SD) 

组别 例数 普通参数 

结直肠疾病组 150 43.91 ± 32.99 

正常组 82 24.65 ± 25.30 

 
Table 2. Comparison of infrared Parameters between colorectal disease group and normal 
group ( X  ± SD) 
表 2. 结直肠疾病组与正常组红外参数的比较( X  ± SD) 

组别 例数 红外参数 

结直肠疾病组 150 37.77 ± 13.82 

正常组 82 29.60 ± 7.82 

4.2. 结直肠疾病组与正常组红外参数比较 

对结直肠疾病组与正常组大肠区的红外参数进行比较，发现结直肠疾病组的红外差值较正常组明显

升高(P < 0.05) (见表 2)。 

5. 讨论 

1) 本研究中，运用《黄帝内经》望诊仪采集结直肠疾病患者的面部信息，选取大肠区的普通参数及

红外参数与正常组进行比较，结果显示结直肠疾病组的普通差值较正常组明显升高(P < 0.05)、结直肠疾

病组的红外差值亦较正常组明显升高(P < 0.05)。这表明通过《黄帝内经》望诊仪进行面部信息参数检测

可为结直肠疾病的诊断提供新的指标，为结直肠疾病的筛查工作提供新的手段。 
2) 本研究中的面区色部划分，出自《黄帝内经·灵枢·五色》篇，以明代蒋示吉和当代高也陶所制

定为准[6] [7]，与通常所认可的明代张介宾所绘出的图有所不同，与根据《素问·刺热》篇所制定的分区

图更是相去甚远。而且本研究所依据的图，更为详细，将人体分为 49 区，对于结肠区定位，也较其他的

方法更为准确。结合上述结论，或可以认为本研究依据《黄帝内经》所制定的面区色部图，更为符合《黄

帝内经》理论，也更接近临床实际。 
3) 早在 1980 年代，红外成像技术就已经被引用到传统中医面区色部分析之中[8]。由于设备成本昂

贵，操作不易，技术难度高，普及不易[9]。直到近年才有望减少上述难度。本研究实际检测中，红外数

据的采集，离散度不是很清晰，可能与采集设备不够精细有关，技术上有待进一步提高[10] [11]。 
4) 中医面诊客观化是中医现代化的发展趋势，本研究中的《黄帝内经》望诊仪将《黄帝内经》之精

髓与现代科学研究成果相结合，重新确定面区色部的划分，可获得客观、准确的定量结果[12]。今后，有

望通过进一步的改进，对其他各系统疾病进行相应的望诊分析，为疾病的临床诊断提供更科学、更便捷

的辅助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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