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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B0_94_E5_AD_A6_E8_c22_620566.htm 在中医学上，运气

学说主要是用来推测气候的变化对人体生理病理可能产生的

影响，以作为临床诊断和防治疾病时的参考。 一、运气与生

理：人与自然界是一个动态变化着的整体。中医学认为，一

年四季的气候变化经历着春温、夏热、秋凉、冬寒的规律，

它对人体的脏腑、经络、气血、阴阳均有一定的影响。运气

运行所形成的正常气候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必备条件。人体各

组织器官的生命活动，一刻也不能脱离自然条件。人们只有

顺从自然的变化，及时地作出适应性的调节，才能保持健康

。故曰：“阴阳四时者，万物之终始也，死生之本也，逆之

则灾害生，从之则苛疾不起”（《素问四气调神大论》）。

“苍天之气⋯⋯顺之则阳气固，虽有贼邪，弗能害也，此因

时之序”（《素问生气通天论》）。 人类长期生活在自然之

中，形成了自身的生理节律，春夏阳气升发，秋冬阳气潜藏

，顺应自然的变化，调节脏腑机能，保持机体内外的阴阳平

衡，从而达到防病保健的目的。如人体的气血运行可因四时

气候的不同而发生节律性的变化。“天温日明，则人血淖液

而卫气浮，故血易泻，气易行；天寒日阴，则人血凝泣而卫

气沉。月始生，则血气始精，卫气始行；月郭满，则血气实

，肌肉坚；月郭空，则肌肉减，经络虚，卫气去，形独居。

是以因天时而调气血也”（《素问八正神明论》）。从人体

水液代谢和调节上，可以看出运气与生理活动的密切关系，

“天暑衣厚则腠理开，故汗出⋯⋯天寒则腠理闭，气湿不行



，水下流于膀胱，则为溺与气”（《灵枢五癃津液别》）。

这是人体为适应气候寒热变化而作出的生理反应。 自然界的

气候变化，对生物的生长化收藏是必需的条件。但是，如果

这些规律反常或变化超越常度，又必然不利于生物的生存、

故曰：“风气虽能生万物，亦能害万物，如水能浮舟，亦能

覆丹”、《金匮要略脏腑经络先后病脉症》）。六气合于四

时，在正常情况下。能促进力物的生长，若六气太过或不及

，就成为六淫，则为致病因素了。当气候顺逆失常时，人们

如果不注意摄生，就会引起疾病。所以说：“应则顺，否则

逆，逆则变生，变则病”（《素问六微旨大论》）。所以，

人们必须经常保养精神，锻炼身体，增强体质，才能适应气

候的变化，保持身体健康而尽终其天年。医学教育网搜集整

理 二、运气与发病：运气对人体疾病发生的影响，主要包括

六气的病因作用、疾病的季节倾向、不同地区气候及天气变

化对疾病的影响等。从发病的规律看，由于五运变化，六气

变化，运气相合的变化，各有不同的气候，所以对人体发病

的影响也不尽相同。 每年气候变化的一般规律是：春风、夏

热、长夏湿、秋燥、冬寒。这种变化与发病的关系是：春季

肝病较多，夏季心病较多，长夏脾病较多，秋季肺病较多，

冬季肾病较多。 从五运来说，木为初运，相当于每年的春季

。由于木在天为风，在脏为肝，故每年春季气候变化以风气

变化较大，在人体以肝气变化为著，肝病较多为其特点。火

为二运，相当于每年的夏季，由于火在天为热，在脏为心，

故每年夏季在气候变化以火热变化较大，在人体以心气变化

为著，心病较多为其特点。土为三运，相当于考试，大网站

收集每年夏秋之季，由于土在天为湿，在脏为脾，故每年夏



秋之间，在气候变化上雨水较多，湿气较重，在人体以脾气

变化为著；脾病较多为其特点。金为四运，相当于每年的秋

季，由于金在天为燥，在脏为肺，故每年秋季气候变化以燥

气变化较大，在人体以肺气变化为著，肺病较多为其特点。

水为五运，相当于每年的冬季，由于水在天为寒，在脏为肾

，故每年冬季气候比较寒冷，在人体肾气变化为著，肾病、

关节疾病较多为其特点。 从六气来说，与五运基本相似。主

气的初之气为厥阴风木，相当于每年的初春，气候变化多风

，疾病流行以肝病居多。二之气为少阴君火，相当于每年的

暮春初夏，气候逐渐转热，疾病流行以肝心病居多。三之气

为少阳相火，相当于每年的夏季，气候炎热，疾病流行以心

病、暑病居多。四之气为太阴湿土，相当于每年的暮夏初秋

，气候变化以湿气为重，疾病流行以脾病居多。五之气为阳

明燥金，相当于每年秋冬之间，气候变化以燥气较重，疾病

发生以肺病居多。终之气为太阳寒水，相当于每年的严冬，

气候严寒，疾病发生以关节病和感冒居多。 总之，我们可以

根据运气中五运六气的变化规律来推测疾病发生的大致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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