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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舌象是脏腑的镜子，能准确无误地反映出脏腑的病理变化，学会观察舌象，是中医渗病最方便最
快捷的途径。
 　　《舌象辩证与健康》从临床着眼，从实际出发，为了能够准确地反映出每一种舌象的特点，特请
擅长绘画艺术的临床医学专家，将每一种舌象以绘画的形式展现给读者，使读者可以从中掌握要领，
举一反三。
每种舌象除文字论述其特点外，重点论述了舌鉴，通过舌鉴可以准确地判断出疾病所产生的部位和辨
别阴阳、气血盛衰之原因，根据舌象的不同，分析与脉证的关系，临床上辨证分型，遣方用药，每种
舌象所附方剂可以做剂考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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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上编　论　　第二章　现代医学对舌诊的研究　　第二节　舌面的组织结构　　一、舌黏膜　　
在舌表面有许多层扁平上皮及纤维结缔组织构成的黏膜，称为舌黏膜。
黏膜形成许多小突起，叫舌乳头。
舌黏膜上有三种乳头，它们在舌上的分布数量及功用不同。
　　（一）丝状乳头　是舌上数目最多体积最小的乳头，虽白色布满舌体上面前2／3。
它的表面有一层薄白色苔覆盖，对于舌黏膜具有一定的保护作用。
丝状乳头的轴心是富有弹性纤维的结缔组织，内含有毛细血管及普通感觉纤维，舌丝状乳头没有味觉
功能，是形成舌苔的主体。
丝状乳头由复层鳞状上皮和固有膜组成。
乳头上皮浅层的扁平细胞轻度角化，丝状乳头角化上皮连同脱落上皮、食物残渣、唾液共同附着在舌
黏膜的表面形成舌苔，健康人舌苔为薄白苔。
这种角化物质对舌黏膜具有一定的保护作用。
当发生病变时，角化细胞剥落速度延缓，则过度角化的细胞与食物残渣、唾液、细菌等混杂附着于乳
头表面，形成各种颜色和厚薄的病理舌苔，中医正是据此以诊断疾病。
每个乳头内有一个由固有膜突起形成的轴心，叫初级乳头。
自初级乳头的顶部，固有膜继续向上皮伸人，形成许多大小不等、数目不定的更4，1j9突起，称为次
级乳头。
次级乳头的高矮直接影响黏膜表面的光滑度。
乳头有丰富血管、神经、胶原纤维和弹性纤维。
覆盖在丝状乳头表面的上皮有许多丝状突起（5～20个），每个突起下面即是一个次级乳头。
如用放大镜观察，它的外形宛如刷状。
丝状乳头的神经是普通感觉神经，无味蕾，所以没有味觉功能，仅司一般感觉。
丝状乳头具有轻微而持续不断的生长能力，故在病理状态下可变得很长，形成厚苔等。
丝状乳头在青年期最发达，到老年渐变平滑。
　　（二）菌状乳头它的数目少而体积较大，呈红色，形状钝圆，散在于丝状乳头之间，尤以舌尖和
侧缘为著。
乳头内含有味觉神经感受器的末梢，所以有味觉。
　　（三）轮状乳头数目较少，8～12个，排列在界沟的前方，形状较大。
在乳头周围及轮廓侧面上皮内存有味蕾，而每一个味蕾都与舌咽神经纤维末梢直接相连，所以也有味
觉。
　　这些乳头排列于两条几乎垂直的线上组成人字形界沟，成为舌体与舌根的分界线。
轮廓乳头的外形很像蕈状乳头，但它的上面扁平，周围有一条狭窄的深沟环境，沟外壁的黏膜有嵴状
隆起，在沟内壁的上皮中，有多数染色较浅的卵圆形小体，称为味蕾。
每个轮廓乳头中的味蕾约有250个。
　　（四）味蕾在乳头的周围上皮内，分布着味觉感受器，叫味蕾。
味蕾呈卵圆形，一端开口于上皮的表面叫味孔。
味蕾由两种细胞构成：一种是味细胞，呈梭形，具有卵圆形核。
细胞的顶端有味毛，经味孔伸向舌表面，可以接受味的刺激。
支配味蕾的神经纤维，其末梢分成细支包围在每个感觉细胞上，当食物中的可溶性有味物质浸入此孔
时，味蕾随即感受刺激。
另一种是支持细胞，也呈梭形，但比味细胞肥大，染色较淡，具有圆形或卵圆形核。
在味蕾底部还有小锥体形的支持细胞。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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