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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是生存在一定的环境之中的。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时间

、不同工作条件，环境各不相同。不同的环境能对人体造成

不同的影响，因而其发病情况也有差异。一般地说，人长期

生活于某一较为稳定的环境中，便会获得对此种环境的适应

性，因此不易生病；若环境突然发生了变化，人在短时间内

不能适应这种变化，就会感受外邪而发病。 （1）自然环境

与发病：自然环境包括季节气候、地理特点及生活工作环境

等。人与自然息息相关。自然环境因素对疾病的发生有着一

定的影响，既可成为直接引发疾病的条件，又可成为影响疾

病发生的因素。 季节气候与发病：人体生活在一定的气候环

境中。自然界气候的变化，不仅是六淫、疫气产生的条件，

而且又能影响机体的调节和适应能力，影响着正气的盛衰。 

天人相应，人随着季节气候的演变而产生相应的生理变化。

脏腑、经络之气，在不同的时令又各有旺衰，人对不同气候

的适应能力也有所差异。因此，不同的季节，就有不同的易

感之邪和易患之病。如春易伤风、夏易中暑、秋易伤燥、冬

易病寒等。所谓“四时之气，更伤五脏”（《素问生气通天

论》）。疫疠的暴发或流行，也与自然气候的变化密切相关

。反常的气候，一方面使正气的调和能力不及而处于易病状

态，另一方面又促成了某些疫疠病邪的孳生与传播，从而易

于发生“时行疫气”。 地理特点与发病：地域不同，其气候



特点、水土性质、物产及人们生活习俗的差异，对疾病的发

生有着重要影响，甚则形成地域性的常见病和多发病。一般

说来，西北之域，地势高峻，居处干燥，气候寒凉而多风，

水土刚强，人之腠理常闭而少开，故多风寒中伤或燥气为病

；东南之方，地势低下，居处卑湿，气候温暖或炎热潮湿，

水土薄弱，人之腠理常开而少闭，故多湿邪或湿热为病。 现

代流行病学和地质学研究表明，地壳表面元素分布的不均一

性（包括水质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世界各地区人

类乃至所有生物的生长发育和生理、病理，使得一些疾病带

有强烈的地区性和地方性。例如，中国东南沿海及长江流域

多血吸虫病和钩端螺旋体病之流行，东北、西北二方则多有

克山病及大骨节病的发生。鼻咽癌以广东为高发，食道癌则

以华北、西北一些地方及习食酸菜的地区为多发，肝癌的高

发地区是江苏省启东县等。瘿病则以水土作物中缺碘之地好

发，脚气病则以常食精白米为主粮的地区易发。此外，易地

而居，或异域旅行，也可因地域环境骤然变化一时难以适应

当地的水土气候，而促使疾病发生或加重。此即一般称作的

“水土不服”。 工作生活环境与发病：生活居处与劳作环境

的不同，亦可成为影响疾病发生或诱发的因素。如，生活居

处潮湿阴暗或空气秽浊，易感寒湿或秽浊之邪。夏月炎热季

节，在野外操作，容易中暑；冬月严寒，在野外工作，容易

受风寒或冻伤；渔民水上作业，易感阴湿之气而发病；矿工

在石粉迷雾中劳动，易为尘毒伤肺而成肺痨等等。 此外，不

良的生活习惯，生活无规律，作息无常，以及个人和环境卫

生不佳等，都会影响人体的正气而使人体易患疾病。 （2）

社会环境与发病：人生活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之中。因此，疾



病的发生也必然与社会环境密切相关。一般而言先进的社会

组织、社会福利，公共卫生条件较好，能有效地减少疾病的

发生。落后的社会组织、福利及卫生条件较差，增加了发病

机会。随着工业化社会的发展，环境污染包括噪声污染、空

气污染、水源污染及土壤污染等成了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新

的致病因素，从而出现了许多前所没有的疾病，如噪音病、

水俣病、放射病等。 特别推荐： #0000ff>2011年中医助理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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