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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五运六气应用于的疫病防治在《瘟疫论》《温病条辨》等温病学著作中均有论述。 本文从六气发病和“胜复气”
的角度,进行五运六气与气象的拟合分析,探讨气象对传染病产生的影响,为传染病的预警提供思路与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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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运六气(又称运气学说)是中医学的自然模型,是中

国先民研究天文、地理、气候、物象、历法与人体生理病理及

疾病诊治关系的一门学说[1] 。 运气学说在中医历史上对疫

病(以下称“传染病”)防治具有明确指导作用。 清代吴鞠通

在《温病条辨》开篇即从运气学说的辰戌、卯酉、寅申、丑未、
子午和己亥纪年的“温疠”论述温病[2] 。 近年来,学术界越

来越重视基于五运六气的中医防治传染病的研究[3-4] 。 本

文从五运六气理论探讨传染病与气象的关系。
气象与传染病之间有较强的关联性。 一项对武汉的气

象研究发现,2020 年 1 月 20 日至 2 月 11 日平均温度为

6. 12℃ ,高于前两年同期平均气温 1. 50℃ (2018 年)、4. 52℃
(2019 年)。 研究表明 2019 年下半年,湖北东部地区气温偏

高,在 2020 年 1 月 20 日至 2 月 11 日期间,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COVID-19)发病与平均气温成正相关[5] ,这与中医学的

“伏燥”理论相符,且伏燥对于湿邪更易加快入里化热进程。
史茹梦[6]

 

研究发现,社区获得性肺炎与气象因素的相对湿

度成负相关性,与降水量呈正相关,并可能存在剂量-反应

效应,冬季肺部感染患者人数与秋季平均温度、秋季平均水

汽压呈正相关,与风速呈负相关。
1　 五运六气与传染病的关系

　 　 中医学的“温疠”类似于现代传染病。 《黄帝内经》七篇

大论多次提到“温疠” “温病”的发生,其集中分布在辰戌初

之气,卯酉二之气和终之气,寅申初之气,丑未二之气,子午

五之气和己亥终之气。 《素问·六元正纪大论》中记载,己
亥年“此厥阴司天之政……终之气,畏火司令,阳乃大化,蛰
虫来见,流水不冰,地气大发,草乃生,人乃舒,其病温厉。”
己亥岁终之气产生“温厉”的运气因子主要是在泉之气的少

阳相火,这与年前流感的证候特点比较符合,故 2019 己亥年

终之气时将出现疫病流行。
著名温病学家薛雪说: “ 凡大疫之年, 多有难识之

症……要得其总诀,当就三年中司天在泉,推气候之相乖者

在何处,再合本年之司天在泉求之,以此用药,虽不中,不远

矣。”追溯 3 年前(2017 年)丁酉年“地不奉天” “柔干失刚”,
于是出现了“三年化疫”的“伏燥”和“木疠”。 当时春季气

温偏低,秋冬的燥热较突出,从现在出现的 COVID-19 疫情

反推,丁酉年的气候应该属于《黄帝内经》描述的“丁酉失守

其位” [7] 。
己亥年,五运六气推演为:“上厥阴木,中少宫土运,下

少阳相火,风化清化胜复同,所谓邪气化日也,灾五宫”,而
“五宫”就是中央。 运气学说提示,如果 2019 己亥年发生疫

病灾害,很有可能首先发生在我国中部地区,而武汉恰好为

我国中部地区六省份地理位置最中间的湖北省会,地处中

部。 所以,武汉 COVID - 19 疫情的发生地点,符合己亥年

“灾五宫”的理论[8] 。
2　 五运六气与气象的关系

　 　 通过六十年北京气象与五运六气的相关性发现,北京

地区六十年全年气温日最低平均值与火运、水运之年吻合,
降水量日最高平均值与土运之年吻合,全年风速日最高平

均值与木运之年吻合
 [9] 。 这六十年气象变化反映出《黄帝

内经》“亢害承制”的思想,通过对气象的检测,与五运六气

的比较,很可能预测出疫情的发生。 陈震霖[10] 通过分析陕

西地区传染病流行资料,结果表明运气理论推演对陕西省

气候变化和传染病流行具有参考价值。 张轩等[11] 研究发

现,北京地区肠道传染病发病除了与当年的气候异常有关

外,还与 1~ 3
 

年前的气象变化具有相关性,这在一定程度上

验证了“三年化疫”理论的客观性。 研究表明,5 年是我国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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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气候演变振荡主周期,与“五运”更迭 5 年周期一致,是运

气学说具有科学价值的根本体现[12] 。 刘宏伟[13] 研究发现,
五运六气对传染病的发生传播具有重要意义,肠道传染病、
痢疾、伤寒分别在三之气、四之气时段高发;呼吸道传染病

在终之气时段高发;其发病与平均气温、平均降水量、平均

相对湿度、平均水汽压呈负相关;与平均风速呈正抛物线关

系,且气象对呼吸道传染病流行影响最小的是平均气温,最
大的是风速。 而流感在五之气、终之气时段高发,与降水量

平均变化趋势呈正相关,与相对湿度平均变化趋势呈倒抛

物线关系,与平均气温呈倒抛物线关系[13] 。
3　 传染病与气象的关系

　 　 传染病的暴发流行是由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研
究证明气候变化对传染病的发生及流行过程具有重要的影

响[14] 。 一项兰州肺结核与气象的研究发现,风速与肺结核

的风险效应呈正向关联,风速越高,肺结核发病风险越高。
气象学专家 Diaz

 

JH[15]
 

曾在 2007 年推测出我国会于 2000—
2010 年期间进入干暖期阶段,并证明了全球气候变暖不仅

会导致传染病的发生,还可能使病毒变异从而暴发新的传

染病。 2003 年 SARS 的出现也许是最好的证明。 黄艳[16] 以

行政县为单位,通过对气象站所提供的连续气象资料的观

察后得出,气温和传染病的发病率呈正相关性,气候因素通

过影响传染病的关键环节,作用于人群而影响传染病的发

生流行。 叶雯婧等[17] 通过呼吸道传染病与气候关联分析研

究表明,二者关系密切,通过观察气象因素的变化可以提前

预测传染病发生与流行趋势。 张天星等[18] 认为,秋季平均

气温与冬季肺部感染人数之间呈正相关性关系。 气象的变

化不仅仅会影响传染病的发生或者传播,对于传染病中医

证型也有影响[19] 。
根据二十四节气的变化规律,古圣先贤通过观察气候

变化及其对人体的影响,结合理论的分析与推导而形成了

“五运六气学说”理论。 王昌忠[20] 认为,气象变化的观察与

总结是形成五运六气学说的基础。 王利锋等[21] 从五运六气

和气象变化的角度来阐释传染病的发生与预测,证明两者

的关联性。 由此可见,传染病的发生与气候变化存在较大

的关系[22] 。
4　 小　 　 结

　 　 传染病属于中医学“瘟疫”的范畴,其发生原因与气候

密切相关,气象的异常不仅仅与五运六气关系密切,还会影

响疫病的发生和传播。 “三年化疫”学说是预测传染病发生

与发展趋势的重要理论,运气的异常会在一定程度上表现

为气候的异常而影响传染病的暴发流行。 今后可搜集更多

气象数据,从五运六气角度,结合气象与传染病的相关性研

究来指导传染病的防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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