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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运六气学说与疫病防治的研究概述 

谭为华，王 辉 

(重庆市北碚区中医院，重庆北碚 400700) 

[摘 要]综合文献报道，总结了近 9年来五运六气学说在疫病防治中的运用进展，就此对五运六气与疫病 

的相关性进行了探讨 ，并指出五运六气学说对疫病防治的重要意义，分析 目前在研究方面还存在的问题及未来 

的研究方向，认为五运六气学说在疫病防治方面具有广阔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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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运六气学说 (运气学说)是中医学最重要 

的基础理论之一，是在综合总结古代天文学、气象 

学、物候学的基础上，运用干支推算方法来预测气 

候变化和疾病流行的一种理论。五运六气对疫病的 

影响是客观存在的，不仅 《内经》 中有大量的记 

载 ，而且 ，后世医家也有很多这方面的论述。在中 

医学发展史中，每逢疫情爆发的时候 ，人们常运用 

运气学说来研究疫情致病特点，针对性用药 ，常常 

取得明显疗效，使疫情得到有效控制。2003年， 

当我国遭到 SARS突然袭击 ，人们茫然不知所措之 

时，五运六气学说重又浮出水面，重新引起中医界 

的高度重视，对五运六气学说与疫病防治的研究颇 

多，现将其概述如下： 

1 五运六气学说在疫病防治中的运用 

五运六气学说，是运用五运六气的干支推算于 

临床来预测气候和疾病 ，并参考治疗的。中医学认 

为六十年一甲子，一个周期循环，其天干地支会出 

现重复，客运、司天、在泉相同，相同年份的气候 

变化相类似，其疫情特征也相似，治疗原则也类 

同 j̈。近年来面对 SARS和高致病性禽流感等疫 

情，从疫病的运气特点、疫病的证候分析以及 3年 

化疫理论等多角度开展相应研究，提出相应的治疗 

法则和处方用药，取得一定成绩 j。研究表明， 

SARS的流行反映了五运六气对疫病的影响，显示 

了五运六气在推断疫病的发生发展及预防治疗中的 

意义 J，据此制定的相应治疗措施得到了预期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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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应用五运六气学说阐述了甲型 Hl N1流感的证 

候特点，提出了相应的防治原则和方案，其疗效确 

切且退热快，对改善患者的流感样症状有明显疗 

效，安全性好，疗程短 一 。曹世强_8 依据 2008 

年五运六气的变化情况，推演出该年有温病的发 

生，并依据其致病特点提出针对性防治手段。李致 

重 面对禽流感和可能引发的人流感 ，根据五运 

六气学说，能揭示疫病一些发生特点和规律并提出 

防治原则。池晓玲等 报道了运用五运六气学说 

指导乙肝临床辨证施治，其疗效满意。 

2 五运六气学说与疫病相关性的探讨 

五运六气学说对于分析预测疫病的发生及有效 

的救治有独特的理论方法与治疗经验，为此，近来 

对五运六气学说 与疫病 相关性作 了较多探讨。 

SARS的发生，使运气学说 “三年化疫”的理论得 

到了应验，SARS的证候特点也与五运六气高度一 

致_l 。孙万森等研究发现 SARS的发热特征、呼 

吸系统特征、病死原因等临床表现特征和运气学说 

的警示性论述具有高度的符合性 ，提示 SARS的临 

床表现特征和运气学说中关于癸未年运气病候描述 

相一致 ，表明气运变化对非典的临床表现特征具有 

重大影响作用  ̈；还发现 SARS的初发时间、流 

行时间、暴发源、流行地域、流行时的气候特点和 

运气学说的预警高度吻合，提示 SARS的流行规律 

和运气学说中关于温疫的流行规律的认识相一致 ， 

表明壬午年、癸未年气运即气候变化对 SARS的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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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有重大影响，进一步说明运气学说对于疫病的流 

行具有重大的警示价值 。按照运气学说的推算， 

凡癸未年必有大疫，通过查阅近600年的历史资料 

发现，在所能查到的7个癸未年中均有疫病流行， 

且癸未年温厉疫情发生、发展变化的特点与 SARS 

疫情发展趋势存在一致，两者存在着内在的必然联 

系 14]。五运六气学是中医气象病理医学，有研究 

就我国历史上几次温疫大流行，做了以下简单的回 

顾并特别指出乾隆癸未年发生在河北北京一带的温 

疫大流行，其中医学气象病理医学因素与 SARS流 

行时是完全一样的 ]。有研究 ' '" 提示病毒性 

肝炎和手足 口病的流行均与运气学说推断的结果 
一 致 。 

3 五运六气学说对疫病防治的重要意义 

五运六气学说建立了五运主病和六气为病的流 

行病学纲领  ̈，是探讨 自然变化的周期性规律及 

其对疾病影响的一门学问。疫病的发生，虽然不能 

单纯用气候原因来解释，但疫气的出现与气候变化 

仍有着必然的联系，不同的疫气具有不同的气候特 

性，而相同运气的疫气又具有一定的相似性，说明 

致病原作为生物的一员，也不能脱离自然变化的影 

响，并有一定的周期规律可寻。陈璧羡  ̈对近 

1200年里发生 263频次疫病的再研究表明：干支 

纪年的不同年份，疫病发生的机率不尽相同，丁壬 

木运年、戊癸火运年、丙辛水运年和丑未之岁疫病 

发生的机率较高。由此可以看出疫病的发生往往与 

气候变化有着一定的联系，在疫病的防治中，如果 

能结合运气学说洞察天时，了解气候的周期变化， 

就会对疫病的防治起到积极的作用。 

五运六气学说除可提示疫病发病的时间周期 

外，对疫病的病机、症状特征及临床辨证治疗均具 

有重要指导意义_2 。不同时期的疫病有不同的运 

气特点，临床表现也不尽相同。张仲景的 《伤寒 

论》主要是针对东汉后期流行的疫病而作，其病 

邪性质与寒冷低温有密切关系。《脾胃论》是李杲 

对其所处时代疫病认识和治疗的总结，则提出疫病 

发生与脾胃元气受损有关。明清温病派医家余霖治 

疫名方 “清瘟败毒饮”是据火年运气立的方。以 

上提示年分不同，五运六气不同，所患的疫病亦不 

同，辨治疫病应结合五运六气，不可拘于一方一 

法。运气学说为我们临床辨治疫病提供了更广阔的 

思路。 

4 问题与研究方向探讨 

五运六气学说 目前主要以回顾性调查研究为 

主，前瞻眭研究仍在探索之中 。然而时代的发 

展，全球环境在不断地发生巨大而深刻的变化，自 

然环境到生活环境的诸般变化在一定的条件下都会 

成为疫病肆虐的诱因。如何去深入研究五运六气学 

说，利用其合理内核，进一步发扬光大此学说，以 

便在当前环境条件下更好地发挥其防疫治疫的作 

用，是当代医务工作者应当思考的问题。 

杨威等 提出疫病发生、流行与自然、社会、 

人身的多种变化规律相关联，需对其复杂规律多角 

度地深入探讨 ，以期发现疫病发生规律，增强疫病 

辨证论治能力。曲黎敏 强调中医对瘟疫的产生 

的认识不同于西医单纯的病原学探讨，而是从生态 

大系统出发对疫病流行的时间、病因、病机等规律 

的探讨和总结，指出对中医相关理论的临床原型的 

研究对世界医学的流行病学研究有重要意义。西医 

的病因观重点置于寻找对付直接致病原的方药 ，失 

去中医药调整天人关系的治疫特色，运用五运六气 

学说 ，把握好疫病的发生发展规律，在与致病微生 

物的斗争中，变被动为主动。以五运六气的研究为 

突破 口，有望重构中医学天、人、邪一体的外感病 

因学说，提高中医药防疫治疫的水平 J。 

吴奇 指出目前临床辨证治疗用药很少涉及 

大尺度的、动态的天人合一，即很少考虑五运六气 

因素，建议在中医理论研究过程中适当结合教授中 

医的源头—— 《黄帝内经》某些篇章的相应全部 

原文及五运六气学说等，同时结合当代科学技术和 

中国古代哲学等多种学科，多层面、多角度地进行 

综合研究。吕海婴等 提出在科技发达的今天， 

中医学现代化必须结合分子生物学以及当代发达的 

生命科学技术、环境科学等进行新的探讨，赋予五 

运六气学说新的科学意义。对于五运六气学说预测 

疫病流行的理论，顾植山等_】 提出需用科学的态 

度去对待它，用辨证的方法去运用它，用现代科技 

手段去发展它，为现代防病治病及疫病预测作出应 

有贡献。 

5 结语 

历代中医在疫病的防治上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在现代医学高度发展的今天，中医在某些疫病的防 

治上仍有着突出的优势。五运六气学说在疫病的预 

防、诊断及治疗方面有着重要指导意义，对其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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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和研究将使疫病 的防治水平得到进一步提 

高 。中医治疗从整体、全面的角度宏观地治疗， 

这将是疫病治疗的必然发展趋势，五运六气学说是 

揭示这一规律的基础理论，如能对此充分研习、全 

面掌握 ，利用多方面因素综合研究疫病的流行、发 

病及治疗，必将使人们对疫病的认识提升到更高的 

层次，也将使中医理论得到更好地继承和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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