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运气学说研究进展执业医师资格考试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

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13/2021_2022__E8_BF_90_

E6_B0_94_E5_AD_A6_E8_c22_513366.htm 关键词：运气学说

；非典型性肺炎；SARS；疾病预防；综述 摘要：本文通过对

近5年来运气与临床发病、疾病诊治、预防，及其与其他学科

的关系的探讨，认为其在预测气象变化和推测某年疾病的大

致流行情况方面，尚有一定价值；同时亦发现目前运气学说

推理演绎性研究较多，实践性的实证研究则相对较少，在运

气与疾病的诊治预防的研究中，不同的学者所采用的标准不

一。针对这些问题，应该加强运气学说的科学实证性研究，

进行严密科研设计，同时加强运气学说同其他多学科间的交

叉研究，通过多学科理论方法，为中医学认识人体和疾病另

辟蹊径。 运气学说，就是以阴阳五行学说为基础，结合五行

生克制化的理论来探讨气候变化规律与疾病关系的一种学说

。古人据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天干

以定“运”；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

戌、亥十二地支以定“气”。近年来，随着医学模式的转变

，人体生命与自然之间的密切关系愈来愈被重视，许多中医

及其他学科的学者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对运气学说进行多方

面研究，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医学术的发展。 目前，对运气

学说的研究，大致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运气学说的真伪

性研究[1，2]，运气与气候变化关系研究，运气与临床发病

的印证性研究，运气理论与疾病诊治的研究，运气与现代科

学的印证性研究等等。本文着重从近5年来运气与临床发病、

疾病诊治预防及其与其他学科的关系方面作一探讨。 运气



与SARS 中医学重视人与自然的整体联系。《内经》中就确立

了“天人合一”的思想，把人与自然环境看作密切相关的统

一体，并认为疾病的发生与自然变化的周期性密切相关。

自2003年“非典型性肺炎”（SARS）暴发以来，各地学者相

继运用运气理论对SARS的病因病机、发展趋势进行分析，以

验证其学术价值，顾氏[3]认为SARS的病因病机乃是因庚辰年

刚柔失守产生“燥”、“热”伏气，伏邪直中三阴，癸未年

升降失常，疫毒时气引动伏气，燥、热伏郁于内，寒、湿侵

淫于外，交互作用，导致了SARS发病表现为内燥外湿、内热

外寒的病机证候特征。刘氏等[4]则认为是火运不及，太阴湿

土被厥阴风木所扰动发病，“湿热蕴毒（火）并易夹瘀”贯

穿于整个疾病动态演变过程之中。 对于SARS的临床发病趋势

，有学者认为[5]癸未年客气属太阴湿土司天，上半年的气候

变化特点为湿气盛行，温疠疫情的变化趋势呈发展趋势。3

月21日至5月21日前后为六气中二气当值，客气少阴君火加临

主气少阴君火，疫情最为严重，呈流行趋势，5月21日至7

月23日间为六气中三气当值，客气为太阴湿土，加临主气少

阳相火，此阶段湿热交争的情况会有所减轻，疫情会呈下降

趋势。7月23日后，在泉太阳寒水主要影响着此时的气候变化

，湿热大减，疫情会被逐渐控制。亦有学者[6～9]分析了

自2001年始3年以来的运气气候特点，认为2001年的暖冬，可

能是导致2003年SARS病毒突发的条件，《素问？刺法论》云

：“假令庚辰，刚柔失守，上位失守，下位无合，乙庚金运

，故非相招。布天未退，中运胜来，上下相错，谓之失守，

⋯⋯如此则天运化易，三年变大疫。详其天数，差有微甚，

微即微，三年至；甚即甚，三年至，⋯⋯三年变疠，名曰金



疠。”即假如庚辰年运气之间的阴阳刚柔关系失调，三年后

就会变化产生名叫“金疠”的传染病，“金疠”即指肺的传

染病，指出疫病的发生不但与当时的气候有关，而且与近3年

的运气都有关系。 除了针对SARS临床发病的运气理论研究外

，亦有学者从季节方面分析了疾病发生的相关性，如李氏

等[10]从运气学说角度分析了冬季气象与疾病发生的相关性

，若当年冬季主运属水运太过，则“寒气流行”、“雨冰雪

霜不时降”的气象变化显著，并容易发生相关疾病；而其他

岁运太过之年相应的“风、热、湿、燥”流行太过的气象变

化相对不够显著，同时疾病的发生相对较少或轻浅。若主运

属水运不及，则“寒冷不甚，湿气盛”的气象变化显著，并

容易导致相关疾病；而其他岁运不及之年的气象变化相对不

够显著，同时疾病的发生相对较少或轻浅。 运气理论与疾病

诊治预防的研究 《内经》的运气学说，有大量的气候、物候

、病候的记述，把天时、民病有机地揉合在一起，含有丰富

的预防医学思想。发扬、继承、正确评价运气学说，对预防

医学无疑有重要意义，徐氏[11]以运气学说为指导，根据中

运的太过或不及，对连云港（新浦）台1954～1983年气象资

料分析，发现平气之年的推算方法无显著差异，而非平气之

年的符合率较高，最高可达100%，认为运气学说对于连云港

只有在测定异常气候方面有实际意义。 陈凤芝等[12]就《内

经》中有关温疫的论述，从中医运气学角度谈了温疫的发生

规律及防治方法。其认为不同年份温病发生情况是有规律可

循的，气化运行异常，会导致气候异常而致温疫发生，不论

何年支以及气化运行正常与否，三之气（约5～7月）、四之

气（约7～9月）都不会发生大的温病（疫）。王瑞霞[13]以《



素问？六元正纪大论》经文为纲，以时间、气候、主病预测

、临床、治疗为目，依四季对SARS的演变规律进行了分析，

确立治疗总则以苦温燥湿、发汗利小便为主，对临床有一定

指导价值。 曲黎敏[14]通过对中西医学的比较对SARS进行分

析，西方医学对流行病的认识基于细菌学和免疫学。中医强

调调整人体的自组织能力，五运六气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时空

层面的自然存在，是有关宇宙运变、时空效应、自然数理的

大一统之道。其从生态大系统出发，对疫病流行的时间、气

象规律进行探讨和总结，不仅对中医自身的发展有较大意义

，而且对世界医学的流行病研究有一定意义。医学教育网搜

集整理 运气学说与其他学科的关系 阐述运气的《素问》七篇

大论同古代哲学思想关系密切，如“中庸”作为古代哲学之

一，首见于《论语》“过犹不及”，“允执其中”，而这种

思想在运气七篇中亦有所体现。如《素问？至真要大论》云

：“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说明用药剂量要把

握适中，中病即止，避免太过。又如《素问？至真要大论》

所载“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折之，不足补之”及“甘

其食，美其服”，则深受老子思想的影响。另外，运气七篇

亦渗透着墨家、法家、名家等诸子思想的影响。[15] 《内经

》中包含着丰富的气象学思想，胡亚南等[16]结合《内经》

运气学中气象医学理论探讨了其与现代气象医学的关系，并

概述了近10年气象与发病关系的研究进展情况。季节、气象

因素、异常的气候变化与人体发病均有着密切关系，虽然许

多疾病的发生与气候、气象因素密切相关，但由于目前研究

进展中心脑血管疾病占多数，因此其他类疾病，如气象因素

变化所致疾病，气候、气象因素对流行性、传染性疾病发生



的影响等等的相关研究将是今后研究的方向。 《内经》中有

大量的物候记载，尤其在《素问》七篇大论中，系统记述了

物候变化的规律、物候季的划分和物候变化的周期、物候变

化的地区差异及影响物候变化的因素等。邢氏等[17]运用高

效液相色谱法对不同产地和物候期样品中绿原酸含量进行了

系统分析，发现其含量随产地和物候期的变化差异显著。杨

氏等[18]运用同样的方法测得花锚样品中齐墩果酸的含量随

海拔和物候期的变化明显。苏颖[19，20]分别从五运三气及六

气司天在泉的物候与病候两方面，归纳总结了运气七篇中的

医学物候学思想：平气之纪则气候平和，少有疾病流行；太

过不及之年，则物候表现不能与季节相应，致相应脏器受损

，引起人体病理变化，而郁发之气说明了自然界气候变化的

一种自调现象，五运之气克制所胜之气，所胜之气被郁到极

度就会发作，出现相应的气候物候及病候表现。人体脏腑病

候表现与物候表现同步，物候与病候均受五运六气周期气候

变化节律的影响，是随气候变化而变化的。 讨论与展望 运气

学说是中医理论体系的组成部分，它所阐述的丰富内容正是

中医理论的基础和渊源，尤其是在预测气象变化和推测某年

疾病的大致流行情况方面，有其一定的价值。“放弃了对《

七篇》（即运气学说）的学习，实际上也就等于放弃了对《

内经》的学习，放弃了对中医基本理论的学习”[21]。 同时

我们可以看出，运气学说推理演绎性研究较多，缺乏实践性

的实证研究。运气学说作为一个固有的学说，由于缺乏明确

而具体的系统性，因此不同学者针对同一现象，可能会产生

不同的解释，而且在运气与疾病的诊治预防的研究中，不同

的学者所采用的标准不一。针对这些问题，笔者认为：（1）



搜集整理运气学说，使之成为具体明确的系统，再从自然科

学求取证实、解释；（2）加强运气学说的科学实证性研究；

（3）进行严密科研设计，统一观察指标，运用现代流行病学

及循证医学等方法，进行大样本、多地区、长时限的系统研

究，使其更好地为中医临床和其他各个学科服务；（4）加强

运气学说同其他多学科间的协作研究、开发，通过多学科理

论方法的移植、渗透、融合，为中医学从多层次、多元化角

度认识人体和疾病，建立中医学现代化新体系，开辟蹊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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