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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运六气学说把五运(金木水火土五行)、六气(初之气为厥

阴肝木，主每年大寒节元月 21 日—3 月 21 日；二之气为少阴

君火，主每年 3 月 21 日—5 月 21 日；三之气为少阳相火，主

每年 5 月 21 日—7 月 22 日；四之气为太阴湿土，主每年 7
月 22 日—9 月 22 日；五之气为阳明燥金，主每年 9 月 22
日—11 月 22 日；终之气为太阳寒水，主每年 11 月 22 日—
次年 1 月 21 日)、天干(甲乙丙丁戊已庚辛壬癸)与地支(子丑寅

卯辰巳武未申酉戌亥)结合起来，以五行、六气、三阴三阳为

理论基础，依据《内经》里面关于五运六气医学的天文历法，

以五运、阴阳的天地日月星辰学说为纲，运用天干地支为推算

工具符号来预测气象变化与人体生理病理及疾病流行之间的相

关性，来推断某年的太过与不及，预测气候的变化、疾病的发

生及预后等情况。黎小斌教授认为年份的太过与不及会对治疗

方案的制定、治疗效果造成一定的影响。
1 五运六气学说之于妇科疾病

在《黄帝内经》的病机理论体系中，“天人合一”是中医

阴阳五行学说的灵魂，五运六气是这一思想的集中体现[1]；在

临床实践中，审查病机时不仅要看疾病的表现，还要综合考虑

天时、地理环境以及人文、社会等因素，综合考虑可能影响到

人的每一环节，根据具体情况综合判断，只有这样诊察信息才

能全面准确，才符合运气学说的精神实质，才是“审查病机，

无失气宜”“谨候气宜，无失病机”的真正内涵[2]。
《素问·生气通天论》曰：“夫自古通天者，生于本，本

于阴阳。天地之间，六合之内，其气九州、九窍、五脏、十二

节，皆通乎天气。”黎小斌教授认为，人与自然是一个不可分

割的统一体。人体必须适应自然界的变化，以保持内外环境动

态平衡。因此，天时、气候的变化与人体生理、病理乃至疾病

的发生、发展、转归等都有密切的关系。通过对每年五运六气

的分析，可了解天地、自然的盛衰虚实，进而为医者辨证论治

时提供重要参考。《素问·六元正纪大论》曰：“先立其年以

名其气，金木水火土运行之数，寒暑燥湿风火，临御之化，则

天道可见，民气可调。”指出了解年之运气状况，便能明白此

年病气之五行六气属性，据此治病即可得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素问·六节藏象论》曰：“不知年之所加，气之盛衰，虚实之

所起，不可以为工矣。”更强调了掌握五运六气对于医家的重

要性[3]。
2014 年为甲午年，本年度，少阴君火司天、阳明燥金在

泉，凡此少阴司天之政，气化运行先天，地气肃，天气明，寒

交暑，热加燥，云驰雨府，湿化乃行，时雨乃降。金火合德，

上应荧感，太白。其政明，其令切，其谷丹白。水火寒热持于

气交，而为病始也。即是说，甲午年是土运太过之年，全年的

主要气候特点是“雨湿流行”，有绵绵细雨，也有雷暴骤雨，

导致水湿太过。黎小斌教授认为，是年岁气是少阴君火司天，

阳明燥金在泉，即少阴君火司天主上半年，阳明燥金在泉主下

半年，“热淫所胜”“火行其政”，湿热会显现在全年的大部

分月份，用于临床诊疗，则需根据天人相应理论及结合 2014
年甲午年的“运气”，调整用药，以取得满意疗效。
2 病案举例

可某，女，51 岁，因“阴道灼热感 3 月余”于 2014 年

11 月 6 日来诊，患者近 3 月以来自觉阴道灼热，外阴瘙痒，

不定时发作，发作时可持续 10+h，导致患者坐卧不安，也不

能寐。既往曾因子宫肌瘤切除子宫手术史，余无特殊不适。曾

多家医院就诊，分泌物等检查未见异常，予外洗药及阴道塞

药等治疗，均未见好转，反而呈加重趋势。遂求治于中医，

来诊时，观患者面色晦暗，情绪低落，问及病情过程中，患

者几欲泪下，舌质暗红、苔黄腻，脉弦滑，妇检外阴阴道未

见明显异常。
根据五运六气学说，“五之气，畏火临，暑反至，阳乃

化，万物乃生乃长荣，民乃康，其病温”，即五之气的主气为

阳明燥金，且阳明燥金在泉，气候应偏凉，但由于少阴君火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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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之年，少阳相火加临于五气之上，亦即秋分之后至小雪之前

(9 月 23 日—11 月 22 日)，因此这一段时间气候反而炎热，秋

行夏令。所以人体的阳气也偏胜，容易感受热邪而发生温病，

治宜清利湿热。
本病中医辨证考虑肝经湿热下注，予龙胆泻肝汤加减。本

方治证，是由肝经湿热循经下注所致，肝经绕阴器，下注则循

足厥阴肝经所络阴器而为阴部灼热、阴痒等症。口服 7 剂后，

再次就诊，患者诉症状明显减轻，外阴虽仍有灼热感，但持续

时间明显减短，继续龙胆泻肝汤加减用药。至 11 月 24 日复

诊时，患者诉每隔 3～4 天出现一次外阴灼热，以下午及晚上

多见，持续时间不超过 4 h，且患者精神状态明显好转，观患

者面色较前明显明亮起来，舌质暗红、苔薄黄，脉弦细。至

此，节气转至终之气(11 月 22 日—次年 1 月 21 日)，“终之

气，燥令行，余火内格，肿于上，咳喘，甚则血溢。寒气数

举，则霜雾翳，病在皮腠，内含于胁，下连少腹而作寒中，地

将易也”，即终之气的主气为太阳寒水，客气为阳明燥金，此

段时间为小雪以后至大寒之前，气候应偏凉偏燥，但是由于少

阴君火司天，且五之气火气残留，火为寒郁，主气是太阳寒

水，客气是阳明燥金，再加上主政下半年的在泉之气阳明燥

金，将带来一个干燥的冬天。治宜滋阴润燥，结合温病后期，

热邪伏于阴分，阴虚血燥，选生地黄、知母、牡丹皮、女贞

子、旱莲草等养阴润燥、清热凉血之药治疗。2015 年 2 月 6
日复诊，诉外阴灼热感等不适症状基本消失。

但黎小斌教授在 2014 年门诊过程中，发现有许多病人临

床上没有很明显的“湿”和“热”征象，按中医妇科常规的周

期疗法调经，即经期血室正开，胞宫泻而不藏，经血下行，宜

调理气血，通因通用，因势利导；经后血室已闭，血海相对空

虚，胞宫藏而不泻，宜养精血调肝肾；经间期重阴则阳，乃阴

阳转化之氤氲期，宜助阳活血；经前血海充盈，冲脉之气较

盛，宜疏导气血，调和阴阳，并没有取得相应的效果。既往如

遇到腰酸、夜尿、怕冷等一类表现为肾阳虚的病症，用药以温

补肾阳为主，常起到明显疗效。但是 2014 年度，仍按既往用

药经验治疗，往往收效甚微，易现火气上炎、温燥等表现，在

重温 2014 年的五运六气变化之后，黎小斌教授发现与甲午年

的运气有关，在选方用药上应以滋阴清热为主，多用黄芪鳖甲

煎、清经汤等一类养阴清热方药，尤其是下半年，阳明燥金在

泉，燥热明显，所以更要用一些清润的药物，体现了天时、气

候对人的影响。
金元四大家之一刘完素在《素问玄机原病式·序》中说：

“识病之法，以其病气归于五运六气之化，明可见矣。”又说

“不知运气而求医无失者，鲜矣!”认为五运六气理论对中医临

床有非常切实的指导意义。临证时充分考虑当时的五运六气情

况，在中医四诊合参的基础上结合天地自然运气情况，能够

提高医者对病因、病机的分析和认识，使医者更加精准的确

定治则、治法，制定处方、用药，进而提高诊疗水平，取得满

意疗效。
2015 年为乙未年，本年度，太阴湿土司天，太阳寒水在

泉，中运金运不及。金性燥，金不及即干燥凉爽之气盛行，这

一年大自然表现出燥寒偏盛的气候，人体的金气不足，肺经大

肠经易受寒凉，上焦不利，阻塞了水谷之气的散布运行。乙未

年太阴湿土司天，太阳寒水在泉，上半年太阴湿土司天反侮肝

木，金运不及克制肝木，更加重了肝木受害的程度(肝病患者

要特别注意)；下半年太阳寒水在泉，水克火，同时有中运金

反侮火，再加上冬天主气太阳寒水，心火在冬季将会较平常年

份被严重克制(心脏病和肾病患者要特别注意)。黎小斌教授认

为针对中医妇科来说“调肝”是一大治法，那么针对 2015 年

上半年则更应重视健脾养肝，调整肝脾，重视情志调整才会取

得更好的疗效。针对下半年的太阳寒水在泉，水克火，同时有

中运金反侮火，会容易出现水火不能既济、心肾不能相交的情

况，在治疗妇科疾病方案制定时应考虑到五运六气的影响，做

出适当的调整。根据五运六气学说，自然界的气候变化有太过

或不及之分，其变化亦会引起人体气血、阴阳、脏腑的虚实、
盛衰变化。当然运气有常有变，要正确看待运气，不可拘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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