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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法七十二格中蕴含的生态医学模式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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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掌法七十二格是中医手诊法的重要理论渊源。从生态医学模式入手，探析掌法七十二格，认为其对

人体的诊察融合了生物、生态、心理、社会等多种因素，且各因素基于生理、病理立论，其外在社会化诠释

的本质与人体健康状态密不可分。并提出掌法七十二格应在生物医学模式或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基

础上融入生态自然观，以生态医学模式视角开展研究，以推动手诊理论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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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诊法［1］是诊察手部色泽、纹路、形态等外

部特征变化，判断人体健康状态、病变本质及推测

预后的诊断方法。现代研究［2-3］表明，手诊准确性

高、预测性强，疾病初期即有灵敏性，有助于发现

潜在病变，未病先防。手诊九宫八卦学说是现代手

诊法主流学说之一［4］，其诊断原则是以九宫八卦划

分手部，与手部色泽、形态及纹路相结合后进行诊

查，最终将九宫所获信息整合、梳理并结合手部整

体状态进行辨证与辨病［5］。经考证，南唐时期的掌

法七十二格对手诊九宫八卦学说的形成有深远影

响，是中医手诊法的重要理论渊源［6-7］。掌法七十

二格除关注人体生理功能、病理变化外，还尤为注

重人的社会活动，有大量社会化诠释的手征［6］。深

入研究掌法七十二格对手诊理论溯源大有裨益，但

当前对掌法七十二格的研究仍不充分，如社会科学

研究层面多侧重于掌法七十二格的社会、文化及民

俗属性，较少聚焦于诊断内容［8］。社会化诠释作为

一种深入理解社会活动与个体行为之间联系的方

法，在掌法七十二格中重视人的社会活动与手部特

征之间的关联性［9］，医学研究层面则尚未找到合适

的切入点将掌法七十二格的社会化诠释与机体的生

理、病理相联系。

医学模式是医学实践和发展的基本理念和原

则，涉及临床诊疗、疾病预防及基础研究，对疾

病、健康和医疗保健的理解和价值观有指导意义［10］。

现代医学认为，疾病和健康不仅受到生物因素的影

响，还受到心理、社会、生态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因此医学模式已从 18 世纪的生物医学模式演变为

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逐步整合了生态自然

观并提出生态医学模式［11］。医学模式的演变，验

证了中医学的科学性与前瞻性［12］，对手诊理论亦

有启迪。如在掌法七十二格的研究中，可以生态医

学模式为指导思想，将生理、病理与心理、社会、

生态等因素深度融合，解读掌法七十二格中的社会

化诠释［9］，既体现中医学强调的人与自然环境、社

会环境的统一性，又符合当代医学发展趋势。基于

此，本研究从生态医学模式入手，探析掌法七十二

格中蕴含的学术思想，以期拓宽手诊理论研究思

路，推动手诊理论的发展。

1　掌法七十二格概述

掌法七十二格是唐代后流传的一系列掌图，涵

盖掌部分区、掌色、掌温、掌纹 4部分内容。南唐

宋齐丘将其筛选、合并、总结并最终勘定为七十二

掌图，将其命名为“掌法七十二格”，记载于《玉

管照神局》［13］ 34-69，且录诗诀于图后。掌图具有特

殊性，易错抄图文，后世学者不断为七十二掌图增

加附篇与注解，并将部分诊手短文与掌图内容合

并，使其内容不断扩充，直至清代趋于稳定。如清

代《四库全书》［14］ 14-34中掌法七十二格除以七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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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图为主要论述外，还附有四时掌色等 5 篇短文。

此外，本研究在其基础上补充部分涉医文献中掌法

七十二格的相关内容，如宋代《神相全编》中的

《论手篇》［15］ 350、 《论掌纹篇》［15］ 370、 《论爪篇》［15］ 384等。

掌法七十二格对中医手诊理论影响深远。其

一，掌法七十二格遵循九宫八卦思想，诊断区域涵

盖整个手掌，建立了全面且系统的观手体系。掌法

七十二格出现前，不论是《黄帝内经》中以大鱼际

为诊断区域的鱼际络脉诊法，还是唐代《仙人水镜

图诀》 中以食指为诊断区域的小儿食指络脉诊

法［4］，其诊疗均遵循经络走向，诊察区域具有局限

性。其二，掌法七十二格对手疗、推拿亦有影响。

明代《针灸大成》、清代《小儿推拿广意》中推拿

手法就遵循九宫八卦思想，如《针灸大成·阳掌图

各穴手法仙诀》载：“二掐离宫起至乾宫止……一

运八卦，除胸肚膨闷”。其三，掌法七十二格丰富

了掌纹诊断体系。唐代以前手诊法记述均详于色

泽、温度而略于纹路，如《灵枢·经脉》云：“是

主心所生病者……掌中热痛”，《中藏经·察声色形

证决死法》云：“手足爪甲肉黑色者，死”。纹路记

载的内容较简略，如《脉经·卷五》载：“病人手

掌肿，无纹者死”，具体指哪一条纹路却未作出说

明。掌法七十二格中纹路掌图共有 66 幅，为手纹

诊断贡献颇丰，诸多纹路命名延续至今，且后世将

大量纹路的生理、病理意义发展形成系统的纹路诊

断标准［16］。

掌法七十二格多记载于涉医文献，近 40 年才

逐渐收录于医学著作中，其涉及医、易、道、儒、

释等内容，故掌法七十二格不仅局限于医学，还蕴

含了丰富的哲学与社会人文思想。

2　掌法七十二格中的生物因素

掌法七十二格中生物因素是指通过不同手征判

断人体生理状态与病理变化。相关论述中共有 74
处生物因素方面的记载，其中大量内容与心理、社

会、生态等因素共同论述；生物因素的单独论述有

14处，包括9处生理论述与5处病理论述。

2. 1　生理论述

生理论述可分为 4 个方面：1）论述诊手的方

法与注意事宜。诊手之气色应于清晨诊察，患者展

开掌后需至气稳神定后再进行诊疗，另外饮酒会影

响掌部的气血运行，故不可酒后观手，即“若人饮

酒，不可相。只在朝晨相之，开掌未可便相，少待

片时，神定色见，相之必见”［15］ 382。2） 阐述手型

与人体的关系。手部形态应与全身成比例，即“人

瘦掌漏，人肥掌厚。人大掌大，人小掌小”［15］ 376。

该论述与现代生物全息论的观点一致，即生物体每

个全息元都是具有生命功能的独立单位，结构上是

整体的比例缩小，可反映整体功能［17］。同时阐述

正常掌态应为“掌若软厚，红润清秀，细匀明

朗”［15］ 376，表明精气充足，身体强健。3） 阐述掌

中主要纹路与形成原因，如三才纹指天纹、地纹、

人纹。掌法七十二格理论言明三才纹应清晰深刻，

纹路完整无断裂，提示人体精气充足、身体健康，

此 内 容 已 发 展 为 现 代 手 诊 法 的 三 大 主 线 内

容［18］ 14-20；明确三才纹的形成原因为“乃在母胎受

气成形，擎拳掩耳而成，十分辛苦，此三纹不

没”［15］ 380，该论述也与现代解剖学一致：胚胎发育

过程中，皮肤细胞分裂、生长和排列，形成皮嵴和

皮沟，包括三条主线及相关衍生线［19］。4）掌法七

十二格注重“肾为先天之本”的思想，着重论述了

震宫、坎宫与肾的关系。震宫位于拇指内侧，虎口

以内，地纹以外，五行属木，主肝肾，与生殖泌尿

系统功能相关；坎宫位于手掌根部，五行属水，主

肾，与生殖泌尿系统功能相关。“震卦纹”相关内

容载有“震丰色润有男儿，纹细谁知子息稀”［14］ 25，

表明震宫色红润、形丰盈、无杂纹提示肝肾精气充

足、生殖系统机能强健；若震宫凹陷或纹路细而杂

乱，多提示肝肾精气不足，易不孕不育。坎宫与此

意同，其色红、形丰、无杂纹则提示肾精充足。

2. 2　病理论述

病理论述可分为 2 个方面：1）异常色泽、形

态提示的病理意义。如“若青罗贯五指，下至天纹

者其人有心、腹、脾、肾之灾，身心常若不

足”［14］ 15。青罗贯五指为指关节间出现青筋，乃瘀滞

之象，现代研究表明青筋浮露提示心、肺、脾、胃、

肾等脏腑均有瘀阻，严重者青筋暴露需预防癌

症［20］。2）色泽、形态判断疾病转归与预后。如病后

掌部色泽红润，形态饱满，提示脏腑机体正气足，

即便证候危重，患者仍可转危为安，如“人虽久

病，不怕瘦削，但十指红润，准头明朗，虽危不死”［15］ 383。

综上所述，生物因素为掌法七十二格中基础内

容，并以此论述诊断思路、观手原则，相关内容均基

于生物因素，与心理、社会、生态等因素结合阐述。

3　掌法七十二格中的生态因素

掌法七十二格中的生态因素是指季节、地域等

不同自然环境对人体生理、病理的影响。生态因素

虽与其他因素相比论述略少，共有 13 处记载，但

其为疾病诊断之基础。掌法七十二格中九宫八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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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法体现了人与自然环境统一的天人相应观，蕴含

着生态医学思想。宋代《玉掌记》载：“相掌之法，

先看八卦，次察五行”，提出诊手需先察掌中九宫。

九宫源于天文，我国古代天文学家将天宫以井字划

分为乾、坎、艮、震、中、巽、离、坤、兑九等份，

通过夜观天之七曜与星宿移动，获取方向及季节等

信息［21］。掌法七十二格将九宫观天之数应用于掌

中，将掌部自尺侧起分为乾宫、坎宫、艮宫、震

宫、巽宫、离宫、坤宫、兑宫、明堂（中）共九宫。

3. 1　季节因素

季节更替会改变人体的生理、病理状态。1）
掌法七十二格十分注重四季气候对机体的影响，明

确手部状态应与时令相应，即“春润，夏温，秋

清，冬燥”［15］ 379。此外，人体在四时适应性调节

时，掌色会随四季出现周期性变化，即青应春、赤

应夏、白应秋、黑应冬，正如“四季纹”相关内容

所载：“春青夏赤秋宜白，四季之中黑喜冬”［14］ 16。

掌色与季节相应，提示脏腑精气充足，身强体健；

掌色与季节相克，提示脏腑功能异常，机体不健

康，如“掌分四时，月分要论四季……春见白，夏

见黑，秋见赤，冬见黄，皆为相反”［14］ 15。2）掌法

七十二格蕴含着藏象学说的主时理论。九宫八卦分

区是基于卦象阴阳五行为特质，阐述各宫与脏腑的

对应关系，而脏腑又与四时相应，故各掌区均有主

时［22］。掌法七十二格分区主时理论继承了 《灵

枢·九宫八风》中八时八脏的主时理论，除明堂外

各区均主 3 个节气，具体为：震宫主春分-谷雨，

巽宫主立夏-芒种，离宫主夏至-大暑，坤宫主立

秋-白露，兑宫主秋分-霜降，乾宫主立冬-大雪，

坎宫主冬至-大寒，艮宫主立春-惊蛰，明堂居中

而主四时。“中央深处号明堂，目下凶危此处

藏”［15］ 377，所以整体掌色的季节性体现于明堂。掌

法七十二格九宫对应关系见表1。

3. 2　地域因素

地域环境是自然环境中的重要因素，影响着人

体的生理功能、病理变化。《素问·异法方宜论篇》

云：“故东方之域……其民食鱼而嗜咸……其病皆

为痈疡，其治宜砭石。故砭石者，亦从东方来”，

提示地域环境与人的生理、病理、诊疗密切相关。

掌法七十二格认为地域因素可影响人体健康状态，

如“坎宫总论”相关理论指出：“此宫低陷纹冲散，

曾遇风波水患侵”［15］ 377，坎为水、主肾，坎宫形态

低陷纹路杂乱，提示肾气虚。久居潮湿之地，会导

致肾主水的功能异常，影响津液代谢的平衡与调

控，表现在坎宫则会出现凹陷纹乱的征象。

掌法七十二格反映了自然界与人互相感应、互

为映照的天人相应观。掌部各区对机体健康状态的

诠释，蕴含着五行-五脏-五时-五方的概念，强调

人与自然的和谐，同时重视季节、地域对人体的影

响，体现了生态医学思想。

4　掌法七十二格中的心理因素

中医学认为情绪的突然变化、过激表现会引起

脏腑精气功能紊乱而诱发疾病，这与现代医学的心

理因素致病观点相同［23］。掌法七十二格中心理因

素是指手征可反映人的情志、精神状态、性格，其

中心理因素均基于生物因素而立论，共有 42 处记

载，且多数与社会因素结合，其思想多符合生物-
心理-社会医学模式概念。心理因素内容可分为生

理论述与病理论述。

4. 1　生理论述

生理论述主要分为 2 个方面：1）阐述掌纹与

思虑程度密切相关，可反映人的性格特点，如“夫

察人之心性，观纹见掌，知掌地则知心地……纹多

心绪多，纹少机关少”［15］ 381。此与西方手诊法理论

相同，有研究［24］发现气质类型与手纹特征存在某

种相关性，如“弓”纹以抑郁症和多胆质较多，多

表1　掌法七十二格九宫对应关系表

Table 1　Correspondence between the seventy-two palmistry patterns and the nine palaces of the hand diagnosis
九宫

震宫

巽宫

离宫

坤宫

兑宫

明堂

乾宫

坎宫

艮宫

五行

阳木

阴木

火

阴土

阴金

-

阳金

水

阳土

主色

青

赤

赤

白

白

黄

黑

黑

青

节气

春分、清明、谷雨

立夏、小满、芒种

夏至、小暑、大暑

立秋、处暑、白露

秋分、寒露、霜降

主四时

立冬、小雪、大雪

冬至、小寒、大寒

立春、雨水、惊蛰

所主脏腑

肝、肾

肝、胆

心

脾、肾

肺、大肠

心、脾

肺、肾

肾

脾胃

生命系统

泌尿生殖系统

内分泌系统、消化系统

循环系统、神经系统

泌尿生殖系统

呼吸、消化系统

循环功能

呼吸、泌尿生殖系统

泌尿生殖系统

消化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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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质及黏液质最少。掌中纹路与思虑相关，纹多则

思多，纹少则思少，主要体现于艮宫、离宫、明堂

等，如艮宫属土主脾胃，大鱼际处出现多条网格纹

即为思虑伤脾的手征［25］。现代研究也证实了该论

述的科学性［20］。2）阐述爪甲与情志、性格相关，

如“志者在于甲，甲乃筋之余，肝之所出，胆之所

附焉”［15］ 382，认为爪甲与肝胆密切相关。《素问·

灵兰秘典论篇》云：“肝者，将军之官，谋虑出焉。

胆者，中正之官，决断出焉。”掌法七十二格为

《黄帝内经》爪甲内容的延伸，如“甲坚而大者，

志高胆大，诸事敢为。短而软者，志弱胆小，临事

怯懦”［15］ 382。但当前对甲诊的研究较少，多聚焦于

疾病诊断，尚缺乏与情志、心理方面的相关研究［26］。

4. 2　病理论述

现代研究认为，心理因素在疾病的发生、发展

及治疗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27］。掌法七十二格

蕴含着大量相关思想，其中“离卦纹”最为经典。

离宫属火主心，“离纹冲乱多劳碌”［13］ 51，说明人长

期处于紧张心理状态下，会导致心脏功能衰弱，引

起心气虚甚则心阳虚和心血虚，表现在掌中则为

“离纹冲乱”。因此，“离卦纹”可阐释为长期处于

不良心理状态下会导致机体功能异常，进而在离宫

表现出异常纹路。再如“阴德纹”“智慧纹”“逸野

纹”等，按记载属于中医脾虚气滞证、肝郁脾虚证

等，以及现代医学胃肠神经官能症之手征［6］。掌法

七十二格载：“性好静……不欲饮食……心慈多虑，

嫌闹怕扰”［14］ 26-27，正符合脾虚纳少不欲食、肢体

倦怠的表现，而喜静易郁、心慈多虑、嫌闹怕扰之

象也与“思出于心，而脾应之”相应［28］。

5　掌法七十二格中的社会因素

现代研究表明，社会因素对人体的影响复杂且

深远，对个体的生理健康、心理健康和行为模式均

有影响［29］。因此，医者诊察疾病时需考虑社会因

素的影响，正如《素问·疏五过论篇》所云：“诊

有三常，必问贵贱，封君败伤，及欲侯王”。掌法

七十二格中社会因素是指社会环境、社会背景对人

体生理、病理的影响，共有 56处记载，均与生物、

心理、生态等因素共同论述，是掌法七十二格相关

理论中的核心内容。

5. 1　生理论述

社会因素的生理论述主要分为 2 个方面：1）
通过家庭关系阐述肾气盛衰。常人小指下端尺侧应

有 1条长线、2条短线，长度应分别为小指的½与

¼，提示肾气充足，生殖系统功能正常；若 3线均

无，提示肾精亏虚，多见于不孕不育者；若仅有 1
条长线，无 2条短线，多提示肾气不足，性功能障

碍。因此，西方手诊学也将长线称为婚姻线、短线

称为子女线［30］。正如掌法七十二格所载：“妻宫只

有一重纹，没有妻孥及弟兄，若有两纹并四画，许

君后续好儿孙”［13］ 64，指出只有 1 条性线时，生育

功能低下，易无子女；在 1条性线的基础上“两纹

并四画”，则提示肾气充足，生育功能正常。该论

述将家庭组成关系的表象与机体生殖功能相联系，

体现“人与社会环境相统一”的重要性。2）阐述

九宫丰盈状态与生活、社会环境的关系。常人掌中

九宫应饱满丰盈，提示脏腑精气充足；九宫凹陷多

属虚证，过于凸起多属实证［5］。如“坎位如丰称晚

年”［13］ 51，坎为水主肾，年老之人坎宫丰盈，多提示

肾气充足，故晚年安康，健康长寿；再如“川字

纹”为巽、离、坤三宫丰满之象，在里提示心、

肝、肾三脏精气充足，在表则体现为情绪稳定、心

态平和、 关系和睦、 长寿安康的生活状态与社会背景。

5. 2　病理论述

《脉贯·人品起居》记载：“凡诊病者，先问何

人……或为仆妾，在人下者，动静不能自由。寡妇

师尼，遭逢不偶，情多郁滞”，指出不良的社会环

境因素会对机体造成负面影响，损伤人的心身健

康。掌法七十二格从社会地位、社会关系与社会职

业3个维度阐述环境因素对人体病理的影响。

“天印纹”为社会地位代表论述，即“为官平

步天街上，凡庶堆金积满家”［14］ 19，指出社会地位

高、财产丰厚者掌中乾宫会出现多条岛纹，因乾为

天，故称此纹为“天印纹”。现代研究表明，“天印

纹”是高血糖症、糖尿病等内分泌疾病的典型手

征［18］ 315-322。古代由于生活水平普遍较低，“消渴”

被视为富裕阶层的疾病，社会地位高、财富丰富的

人由于过度摄入高脂肪食物和生活不规律，易患高

血糖症或糖尿病［6， 23］。“拜相纹”与此意同，在里

为饮食失宜、劳逸失度导致的病理状态，在表为高

官厚禄的社会化诠释。

如上文所述的性线，将家庭组成关系的表象与

机体生殖功能相联系。病理论述与之相同，如“朝

天纹”“鱼纹”“妻妾纹”等，其在表为夫妻关系疏

远甚至破裂、家庭关系不和睦之相，在里则分别为

命门火衰、惊恐伤肾、肾气不固导致阳痿、早泄。

此外，“隐山纹：主好清闲，有林下志，灰心

早”［14］ 27及“山光纹：主好清闲，怕是非……俗人有

之孤寡”［14］ 26的论述均为不与人交往、怕是非、多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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寡之象。从现代手诊法分析，上述纹路均为情志久

郁的手征，日久影响脾胃功能及气机运化。如艮为

山，若艮宫出现多条竖纹，形似光照直入山丘，即

“山光纹”，临床多提示脾虚气滞，可由长期情志不

畅导致［20］。故其在里为情志抑郁、气滞郁结的精

神状态，在表为怕是非、多孤寡的社会化诠释。

社会职业对疾病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如工作压

力、工作内容、工作时间、工作环境等均会对人体

健康产生影响［31］。掌法七十二格中社会职业致病

的记载较丰富，对多种古代常见的职业进行了阐

述，其中最为经典的是文人、儒生。如“朝衙纹类

雁排行，一旦功名姓氏扬。出入皇都为将相，归来

身带御炉香”［14］ 17，即有“雁阵纹”者可科举及第、

晋升朝堂。有学者认为“雁阵纹”为骨质疏松的典

型手征，坎宫出现多提示腰骶病变［32］。文人科举

中第，十年寒窗，营养缺乏、久坐少动，故解读

“雁阵纹”可将久坐腰骶病变与鸿儒之象相联系。

再如“学堂”位于拇指根部至指节间，故学堂处出

现的深刻横纹或岛纹为“学堂纹”，为儒生下笔成

章、金榜题名之象，即“拇指山根论学堂，节如佛

眼主文章。进门选举须科甲，名誉清高远薄扬”［14］ 22。

现代手诊法与生物全息论表明，拇指根部为颈椎的

反映区，“学堂纹”为颈椎病变的典型手征［33］。士

子低头伏案，日久颈椎曲度异常而导致病变。此

外，儒生除腰椎、颈椎病变外，还易因长期劳心耗

神导致心系疾病，如“三日精莹现掌心，文章年少

冠儒林。莫讶广寒高折桂，须知才是翰林人”［14］ 19，

指出“三日纹”出现在明堂为年少考取功名的翰林

之象。现代研究表明，“三日纹”为明堂上部与离

宫出现的多个“方形纹”，单个方形纹多提示为心

肌缺血，多个则提示冠心病［34］。“三日纹”可解读

为士子勤学不辍，年少即因劳神耗心出现心脏病

变。亦有掌图多方面论述，如坎宫“车轴纹，更逢

学堂全，必为馆殿之人也”［14］ 22。“车轴纹”为坎宫

腰椎部的两个岛纹相交，形如车轴，其病理意义为

腰骶部病变，与“学堂纹”相配后则为腰骶病变与

颈椎病变共发。

掌法七十二格中有大量社会因素的论述，其中

以社会职业为核心。其社会化诠释的本质与生理、

病理状态密切相关，社会因素的阐释亦是基于生物

因素，非不经之谈与无根之论。

6　结语

手诊是观察手部信息而诊断疾病的方法，然而

无论是民间认识还是在临床实践中，手诊常常被神

秘化且与相术混称［9］。掌法七十二格是中医手诊法的

重要理论渊源之一，其中除基本的生理、病理论述

外，还记载着部分社会化诠释内容，这使医者难以

找到研究的角度，缺乏对其合理化的论述。这不仅

是掌法七十二格缺乏学术思想研究的根源，也是导致

手诊在民间认识及临床实践中被误解的重要原因。

随着医学与科技的发展，人们逐渐发现疾病的

发生、发展十分复杂，并非仅由生物因素导致。受

近代还原论影响，医学把人比作可拆卸的“机器”，

认为任何疾病的发生都是生物性因素引起的躯体疾

病，即生物医学模式。但同时随着微观结构研究的

精细，却忽略了整体性，将人从心理、社会的有机

联系中分离。20世纪 70年代，恩格尔批判了生物

医学模式，提出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35］。此

后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发现生态因素对于人体健

康起着重要作用，提出了生态医学模式，认为疾病

的本质是人的身体、精神心理状态与生存环境失去

协调平衡；医学模式的发展不仅逐步贴合中医学理

念，更对手诊学的理论溯源与学术研究裨益良多［36］。

本研究发现掌法七十二格中心理、社会、生态因素

的阐发均基于生理、病理而立论，其外化诠释的本

质为健康状态的变化。

综上所述，掌法七十二格的研究应在生物医学

模式或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基础上融入生

态自然观，以生态医学模式开展研究。本文对掌法

七十二格中部分社会化诠释的生理、病理机制研究

不够深入，未来需结合现代医学技术进一步深入研

究，从而为手诊研究者提供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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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on the Ecological Medical Model Involved in Seventy-Two Grid of Palm Technique
WANG Ruochong， QIN Yuxiao， LUO Runzhao， JIA Bohan， ZHANG Yawen， JANERKE Erjan， TANG 
Jiawen， LIU Leilei， MA Shuran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Beijing，102488
ABSTRACT The seventy-two grid palm technique is an important theoretical sourc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and diagnosis.  Starting from the ecological medical model， we analyse the seventy-two grid palm technique， and 
believe that its diagnosis of human body integrates biological， ecological， psychological， social and other factors， 
and each factor is based on physiological and pathological theories， and its external soci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nature 
of the human body is inseparable from health state.  It is proposed that the seventy-two grid palm technique should be 
integrated with the ecological and natural viewpoints based on the biomedical models or bio-psycho-social medical 
models， and the research should be conduct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ecological medical model，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hand diagnosis.
Keywords seventy-two grid palm technique； hand diagnosis； ecological medical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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