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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简称新冠肺炎)目前成为全

球感染性疾病,中国政府在疫情防控中的成功举措,
为世界抗疫树立了典范,其中中医药防治新冠肺炎疫

情的疗效得到了政府及人民的肯定。现本文通过重

温中医经典,以《内经·素问》中“三年化疫”理论结合

安阳市新冠肺炎流行情况,从安阳地区气候变化角度

出发,探讨“三年化疫”理论的科学内涵,旨在为新冠

肺炎的防治提供启示。

1 “三年化疫”的中医理论

1.1 中医关于疫病发生与气候异常变化的论述

关于疫病的正式记载,最早出现在春秋战国时

期,《礼记·月令》曰:“孟春行秋令,则民大疫;季春行

夏令,则民多疾疫。”《墨子·尚同》云:“若天降寒热不

节,雪霜雨露不时,五谷不熟,六畜不遂,疾灾戾疫。”
可见,当时古人认识到疫病的发生与气候的异常变化

有很大关系。
《素问·刺法论》对疫病的发生与气候的异常变

化有更进一步的论述:“刚柔二干,失守其位,使天运

之气皆虚乎……明其奥旨,天地迭移,三年化疫,是
谓根之。”明 代 张 介 宾 指 出:“根,致 病 之 本 也”[1]。
“刚”指司天之气,“柔”指在泉之气。“刚柔失守”指
上一年的司天之气太过,致使下一年的司天之气不

能迁正,即不能迁升至司天之位,无法发挥其作用,
但下一年的在泉之气已经到位,这种情况就造成了

上下(司天与在泉)之气不相呼应,上下阴阳胜复相

错,此种在泉之气不能随司天之气迁正的情况,称为

“失守”,即“刚柔上下失守。”“天虚”是指司天、在泉

与中运之气皆不足[1]。有学者认为不正常的气候即

“天虚”[2],也 有 学 者 认 为“天 之 气 交 失 守”为 天

虚”[3]。五运六气“至而不至,不至而至”,乖戾失常,
在季节更替、天气异常时发生刚柔失守则容易发生

疫病。可见,司天、在泉之气的更换失守是导致疫病

发生的根源。

1.2 “三年化疫”理论概述

《素问·刺法论》指出:“又或地下甲子,丁酉失守

其位,未得中司,即气不当位,下不与壬奉合者,亦名

失守,非名合德,故柔不附刚,即地运不合,三年变

疠。”结合新冠疫情,在丁酉年气候异常,在泉之气不

能正常交司,后三年(庚子年)易变化成为疫病,也就

是“三年化疫。”《素问·本病论》又云:“甲己失守,后
三年化成土疫,晚至丁卯,早至丙寅,土疫至也”;“丙
辛失守其会,后三年化成水疫,晚至己巳,早至戊辰,
甚即速,微即徐,水疫至也”;“乙庚失守,其后三年化

成金疫也,速至壬午,徐至癸未,金疫至也”;“下丁酉

未得迁正者,即地下丙申少阳未得退位者,见丁壬不

合德也,即丁柔干失刚,亦木运小虚也,有小胜小复。
后三年化疠,名曰木疠。”即疫疠的发生不一定在气候

失常的当年,常常在气候失常巨变的2~3年后(快则

两年,慢则三年),造成时疫流行,这便是“三年化疫”
理论基础。

2 安阳市2017年气候特点与“三年化疫”的关联

依据“三年化疫”的思想,结合2017年安阳市地

区气象资料发现,与累年平均值相比,2017年安阳市

平均气温偏高(表1),相对湿度偏低(表4),尤其是下

半年表现甚为明显,全年平均气温未在0℃以下,这在

北方地区极为罕见。全年风速增大,下半年7~12月

持续不降(表3)。全年平均降水量尚可(表2),但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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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不均匀,2~3月及9~12月降雨极少,尤其是11月

份降水量仅0.1mm,而5~6月降水量明显增多,属
于“小胜小复”表现,但在高温干燥气候下,相对湿度

并未增高,符合《素问·本病论》“去岁丙申少阳以作

右间,即天厥阴而地阳明,故地不奉天者也……木运

太虚,反受金胜……金行燥胜,火化热复……见丁壬

不合德也,即丁柔干失刚,亦木运小虚也,有小胜小

复”的“木疫”特点。丙申年(2016年)司天之气太过有

余,在交司时间(大寒节气)后的丁酉年(2017年),少
阳相火仍未退位,丁酉(2017年)的阳明燥金不能主

气,仍以丙申年的司天之气“少阳相火”在位主持(天
气偏热),形成天之气(少阳相火)与地之气(厥阴风

木)不相配合的局面,“丁柔干失刚”,出现“寒水来复,
刑克火气”等“小胜小复”现象。丁酉年正常中运是木

不及,在“燥胜”、“热复”情况下,邪气内伏,约三年后

化生疫病,名为“木疠”,即正好在2019年—2020年发

生。由此可见,“三年化疫”现象绝非偶然,其中蕴含

着自然规律[4]。

3 从“三年化疫”论新冠肺炎暴发

3.1 诱发新冠肺炎“燥热伏邪”的运气特点

疫病的发生“伏邪于内”是根本因素,但更需要时

气诱发。“疫毒必藉时气而入侵,得伏气而鸱张”,新
冠肺炎疫情的“伏邪”为2017年的“金行燥热,火化热

复”,即“热与燥。”而新冠肺炎诱发时间为2019年末,
运用运气学说解释这一诱发条件如下:2019年为己亥

年,其运气特点为厥阴风木司天,少阳相火在泉,岁运

土不足,该年终之气为少阳相火客主加临太阳寒水。
这一时段少阳相火在泉及少阳相火客主加临,两火叠

加,导致实际气温较常年明显偏高(如表5显示安阳

市11月份平均气温为9.4℃)。《素问·六元正纪大

论》论及该时段运气特点言:“凡此厥阴司天之政,气
化运行后天……终之气,畏火司令,阳乃大化,蛰虫出

见,流水不冰,地气大发,草乃生,人乃舒,其病温厉。”
严冬之际,精不内藏,两相火叠加,“冬不藏精,春必病

瘟”,在此大运气环境下诱发“伏邪燥热”而发为疫疠。

表1 安阳市2017年平均气温与累年平均气温比较(℃)

   月

年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全年

2017年 1.0 4.6 9.5 17.6 24.0 25.2 27.5 25.9 23.0 14.5 8.5 2.3 15.3
10年平均 -1.7 2.8 9.2 15.4 21.0 26.1 26.7 25.4 20.8 15.0 6.6 0.2 14.0
20年平均 -1.2 2.6 9.5 15.6 21.5 26.3 27.2 25.6 21.1 15.2 7.2 0.8 14.3

表2 安阳市2017年降水量与累年平均降水量比较(mm)

   月

年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全年

2017年 14.4 6.1 4.0 41.9 69.5 94.3 179.0 127.3 14.8 31.7 0.1 2.1 585.2
10年平均 3.6 12.2 5.5 42.5 37.7 54.8 185.7 123.6 67.1 26.3 20.0 4.5 583.4
20年平均 5.3 11.3 9.0 33.2 42.0 56.4 176.5 114.4 73.6 28.2 17.4 5.4 572.8

表3 安阳市2017年平均风速与累年平均风速比较(m/s)

   月

年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全年

2017年 2.0 2.5 2.9 3.1 3.1 2.6 2.4 2.3 2.4 2.2 2.4 2.4 2.5
10年平均 2.0 2.3 2.9 3.0 2.7 2.5 2.2 2.0 1.9 2.0 2.0 2.0 2.3
20年平均 2.1 2.5 3.0 3.1 2.8 2.6 2.2 2.0 1.9 2.0 2.1 2.1 2.4

表4 安阳市2017年平均相对湿度与累年平均相对湿度比较(%)

   月

年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全年

2017年 63 48 46 48 45 59 75 79 69 79 45 41 58
10年平均 54 54 47 55 55 56 73 78 73 66 64 57 61
20年平均 60 59 51 59 60 59 76 79 74 68 66 62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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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新冠肺炎的证候表现与时值运气的联系

根据表5可知,2019年12月—2020年2月新冠

肺炎发病高峰时期,安阳市的降水量明显增多,相对

湿度明显升高,此大运气环境对人体的影响表现为湿

邪偏盛,燥湿相兼的证候表现也比较明显。结合新冠

肺炎的临床表现,除发热、干咳、少痰等常见症状外,
多数患者还表现为舌体胖大、或伴舌边有齿痕,舌苔

白,或白腻,或白厚腻,或黄腻,表现为“燥湿相兼”之
证,其临床表现与“伏燥”机理相符。然而运气是动

态、不断变化的,其对新冠肺炎的影响也在不断变化:
疫情初起时,有关中医专家考察后提出其病机为“湿
热”,后有专家指出为“寒湿”,部分学者甚至提出了

“寒疫”、“寒湿疫”的说法[5]。这个问题从运气及气候

特点角度便可解释:2019年(己亥)与2020年(庚子)
运气交司在大寒节气(2020年1月20日前后),在大

寒后进入一年中最冷的时期,2020年1月后气温明显

下降,国家第一批专家考察时间为己亥年终之气(终
之气末),两少阳相火余焰未尽,己亥年土运不足,脾
不健运,且逢当时降雨较多,湿气较重,因此证见湿热

者较多。随着时间的后移,两少阳相火渐尽势微与消

除,庚子年初之气太阳寒水客主加临的影响显露,新
冠肺炎证候由初起“湿热”象逐步转变为“寒湿“象,据
此有关专家提出了新冠疫情是“寒湿疫”的说法。这

看似前后矛盾的结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运气、气
候、疾病证候的动态演变过程,这三者之间的变化是

动态一致的。

3.3 风速对新冠肺炎传播的影响

目前新冠肺炎的影响是全球性的,从“三年化疫”
理论的角度回顾2003年的SARS,2017年的“柔不附

刚”并没有2000年的庚子“刚柔失守”气候变化那么

强烈,然而为何新冠肺炎的传染性明显超过了SARS?
以安阳市2017年与2019年的平均风速资料(表6)来
看,这或许是由于2017年风速明显较往年偏大,2019
年(己亥)运气是厥阴风木司天,安阳地区的风速较

2017年更大,风木引动“木疠”,风善行而数变,故增强

了新冠肺炎的传染性。

4 结语

疫疠疾病的发生受自然气候异常变化的影响,也
与战争、社会局势不稳定等因素有关,目前新冠肺炎

成为世界性疫病,在没有世界性的战争及自然灾害等

前提下,这无疑与气候异常、生态环境变化紧密相关。
近代有医家提出“没有相应的运气(天气失常)条件,光有

病毒产生不了大疫情”的说法[6]。新冠疫情发生之初,国
内医家以“三年化疫”观点发表见解,分析2017年的气候

变化,提出新冠肺炎发生的根本是丁酉(2017年)气候异

常,三年后化疫,属“木疫”范畴。根据“三年化疫”理论,
结合五运六气学说,总结和发现疫病的发生规律,在天气

异变时可及时做出预警,在疫情出现前可及时做出预判

并给予治疗上的指导。因此,对“三年化疫”理论的进一

步发掘和研究,对今后疫病的预警及防治具有极为重要

的意义。

表5 安阳市2019年11月—2020年2月平均气象要素值

站名 年份 月份 月平均气温(℃) 月降水量(mm) 月平均风速(m/s) 月平均相对湿度(%) 月平均水气压(hPa)
安阳 2019 11 9.4 0.4 2.3 57 6.9
安阳 2019 12 2.0 8.4 2.0 66 4.5
安阳 2020 1 0.7 25.0 1.7 78 4.9
安阳 2020 2 5.1 11.5 2.5 64 5.4

表6 安阳市2017年与2019年平均风速比较(m/s)
   月

年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全年

2017年 2.0 2.5 2.9 3.1 3.1 2.6 2.4 2.3 2.4 2.2 2.4 2.4 2.5
2019年 2.2 3.2 3.1 3.3 3.0 2.7 2.1 2.1 2.3 2.1 2.3 2.0 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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