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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运六气预测，就是根据天气运行变化的象态，判断其有否乖戾及乖戾程度，预测疫情发生的可能性和变化趋势。对疫病预

测来说，分析不正常运气的状态比六十年常规时位的推算更为重要。 

  ●如果我们把握好疫病的发生发展规律，在与致病微生物的斗争中，就能变被动为主动。中医天、人、邪三因致疫学说，

将是对西方医学流行性传染病病因学的必要补充和重大突破。  

  ●五运六气是中医学理论中被误解最深、传承最为薄弱的部分。不懂五运六气，就不会真正懂中医理论。五运六气研究关

系到对整个中医理论的阐述和评价，已不容回避。  

  “五运六气疫病预测绝不是坐在房间里捏指掐算这么简单，但也没那么玄！”多年从事中医五运六气研究的安徽中医学院

顾植山教授向记者强调。  

  SARS暴发以后，顾植山曾负责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运用五运六气理论预测疫病流行的研究”特别专项课题，现负责国家

科技重大专项“中医疫病预测预警方法研究”。  

  顾植山从预测SARS到禽流感、手足口病，到现今的甲流，屡测屡验，而且许多结论不同于现代流行病学的预测。  

  屡测屡验  

  顾植山公开预测，始自6年前的SARS流行时期。  

  2003年6月SARS疫情消退以后，有专家认为：“SARS病毒可能在10℃~20℃时最活跃”，预测“下半年非典还将卷土重

来”，世卫组织有关负责人也表示SARS疫情随时可能再次暴发流行，故入秋后防控气氛非常紧张，当年9月份卫生部又恢复了对疫

情的日报制度。  

  但运气理论不支持疫病在下半年再次暴发流行。顾植山在该年8月中旬完成的著作《疫病钩沉》中的预测：2003年秋季

“完全不具备运气致疫条件”，下半年“像上半年那样的大规模流行不会再出现。”后来的情况也恰如其言。  

  2004年12月21日,顾植山作出了“对2005年疫情的五运六气分析报告”。他指出：“2005年是疫情多发年，会有疫情出

现；疫情规模不大，但可能死亡率较高。”验证结果是，卫生部发布的2005年7月份疫情报告：霍乱67例，较去年同期上升了2.5

倍；流行性乙型脑炎1690例，较去年同期上升28.32％。并且还发生了猪链球菌病和人间皮肤炭疽暴发疫情，部分地区出现了少见

的鼠间及人间鼠疫疫情。  

  2005年针对禽流感，世卫组织于2005年9月29日发出警告说：500万到1.5亿人将会丧生。顾植山11月12日书面预测报告：

“今冬明春属疫情多发期，发生小疫情可能性极大，但不必担心有大疫情。至明年二之气后（3~5月份）可较乐观。”实际情况证

实了顾植山所言。  

  2008年要开奥运，世卫组织发出通知，要求各国必须做好应对新的一波大流感的准备。4月份国家有关部门征询顾植山，

他说：“奥运会期间无疫情，可放心开。”  

  对于今年的甲流预测，顾植山在2009年3月24日的预测预警报告中指出：“今年发生疫情的可能性极大，规模可达中

等”。认为“疫情的强度应比2003年轻”，但“在下半年还将延续。”  

  ……  

  以上仅是顾植山准确预测中的几个例子。  

  既然是预测，话就要先说出来，这非常考验人。朋友们都开玩笑地说：“顾教授的预测，到现在还从未失过手呢！”  

  运气是中医最艰深难懂的部分，大家对其预测和临床诊治的作用多持观望态度，甚至一度被长期搁置和否定。社会上亦常

有人用运气进行疫病预测，但准确性似乎并不高，有时还蒙上一层神秘色彩。这其中到底有什么玄机？  

  五运六气“常位”只是做参照  

  “五运六气不就是用天干地支进行推算吗？”记者问。  

  “天干地支推算的是五运六气的常位，但运气有常有变，不是都按常位走的。‘时有常位而气无必也！’”顾教授引用

《内经》的经文解释。  

  顾植山强调：“五运六气学说的精华是看动态变化。运气不是固定、封闭、机械的循环周期。假如仅凭天干地支就可推算

预测，做个运算软件就可搞定，岂不是人人都能预测了！当然，常位推算的方法还是要掌握的，知常才能达变嘛！”是啊，丢掉时

间的概念，丢掉气候的参数，那就使运气学说机械化、简单化、神秘化。  



  “我不同意以运气学说比拟西方的医学气象学。”顾植山向我们解释预测原理。例如，医学气象学认为22℃左右最适宜人

体，但把已适应四季交替的人放入这种恒温的环境中，要不了多长时间，免疫力和体质就会下降。运气学说强调的是“当其时则

正，非其时则邪”，22℃在春秋天也许是最舒服的，但在我们温带地区，若夏天老是22℃，庄稼就不行了，五谷不结。若冬天老是

22℃，太暖和了，第二年庄稼要闹虫灾，人间要发瘟疫，老百姓都知道！  

  一年四季24节气，该冷就要冷，该热就要热，风调雨顺，人按规律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就会健康。但大自然并不完全按常

规出牌，总会出现一些异气。《伤寒论》讲，“非其时而有其气”，就是“疫气”。  

  前人还观察到，不正常的气候产生的疫病，不一定马上就发生，经常要“潜伏”一段时间，在其后适合的条件下暴发。  

  SARS应验了“三年化疫”   

  2003年，可怕的SARS给我们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顾植山说，按照运气理论，SARS居然与三年前的运气有关！  

  《素问遗篇·刺法论》：“假令庚辰，刚柔失守……如此则天运化易，三年变大疫。”《素问遗篇·本病论》：“假令庚辰

阳年太过……虽交得庚辰年也，阳明犹尚治天……火胜热化，水复寒刑。此乙庚失守，其后三年化成金疫也，速至壬午，徐至癸

未，金疫至也。”  

  也就是说，假若庚辰年先是比较燥，又比较热，然后下半年出现“水复寒刑”（气温偏低），这样的气候叫做“刚柔失

守”，此后快到第二年，慢到第三年，很容易流行金疫——肺系烈性传染病。  

  2000年（庚辰年）的气候恰好如此，国家水利部2000年水资源公报：“我国……造成严重干旱，北方一些大中城市出现了

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为严峻的缺水局面。”2000年全国抗旱的情景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还记忆犹新。  

  又据涵盖黄河和长江流域的10城市气象资料显示：2000年上半年的气温明显高于建国后47年和近10年的平均值，而11月平

均气温又是30年最低。说明2000年的气候完全符合《黄帝内经》描述的“刚柔失守”。  

  60年中只有一个庚辰年，而且要多个庚辰年才会出现一次刚柔失守，这也是千载难逢。  

  虽然顾植山在2000年时就曾注意到这些描述，但三年化疫的情况以前没见到过，心里也没有底。2003年SARS出来了，顾

植山马上明白过来了。历史上一定发生过类似的情况，古人不会骗我们，关键是我们要读得懂。追查历史，顾植山又发现，历史上

许多重大疫情都和三年化疫有关。但三年时间很长，60年的周期更长，不容易让人持续联想和观察。  

  预测疫病要用科学的方法  

  运气学说用于疫病预测是中医界长期争论较多的问题。核心问题有三：能不能预测？预测什么？怎样预测？  

  方法决定学术的成败，运气预测疫病更是如此。顾植山之所以能预测得较为准确，就是因为他对《黄帝内经》五运六气疫

病预测的精神和方法有更深入的研究和了解，而且重视观察气象，同时综合了天象、历史疫情、物候等各方面因素来判断。  

  过去对运气学说存在一个极大误区：认为该学说是仅仅根据年干支就可推断该年的气候和疫情。一些公开发表的“预测”

都打了五运六气的旗号，但他们没有去观察和分析实际天气情况，仅仅摘用《黄帝内经》中的片言只语就去搞预测，自然经常会不

符合了。社会上所谓的五运六气预测，这一类胶柱鼓瑟的多，遭到怀疑和反对也就可以理解了。  

  其实，《黄帝内经》明确指出：五运六气有常有变，有未至而至，有至而未至，有至而太过，有至而不及，有胜气、复气

之异，有升降失常之变，所谓“时有常位而气无必也”。若把五运六气看作六十干支的简单循环周期，仅据天干地支就去推算预测

某年某时的气候和疾病，这样的机械推算显然是不科学的，是违背《黄帝内经》的精神的。《素问·五运行大论》强调“不以数

推，以象之谓也”。若单从天干地支去推算，就是“数推”了。  

  举例来说，2000年是庚辰年，那年气候燥热，会不会引起疫情？先要看该年的常位是什么。庚辰年的司天之气是太阳寒水

司天，正常情况下气温应偏低。实际气温不低反高，不是五运六气的规律不正确，而是表明该年出现的是不正常运气，《素问遗

篇》讲这是“升降失常”，上一年的司天阳明燥金未退位，该年的司天太阳寒水未迁正。按照阴阳五行的动态变化规律，下半年易

出现“水复寒刑”，果然该年11月份的月平均气温为30年最低。也正因为该年的运气属刚柔失守的异气，所以才有“三年化疫”的

变化，导致2003年的“金疫”大流行。  

  过去曾有人致力于寻找运气的对应气象数据。但顾植山认为，气象数据与运气不是一种简单的对应规律。譬如，同样是夏

天湿热，2004年夏天的湿热是正常运气，故不易发生疫情；而2005年夏天的湿热则是不正常运气，就容易发生疫情了。可见，运气

学说注重的应是各运气因子间的组合序位及相互关系，而不是单一的气象数据。《黄帝内经》提出的原则是“当其时则正，非其时

则邪”，衡量当时不当时的标准，就需要比较五运六气的常位。  

  大疫多由不正常的异气造成，故对疫病预测来说，分析不正常运气的状态比六十年常规时位的推算更为重要。五运六气预

测，就是根据天气运行变化的象态，判断其有否乖戾及乖戾程度，预测疫情发生的可能性和变化趋势。  

  预测让防疫治疫更有准备  

  顾植山说：中医治病强调“必先岁气，毋伐天和”。岁气就是五运六气。预测应验了，五运六气和所发疫病的关系也就大

致可以确定了。回顾SARS病情，患者证候复杂，传变不按一般温病的卫气营血或三焦规律，使许多人在辨证时感到迷茫。临床有

主温热者，有强调化湿者，也有认为属寒疫者，莫衷一是。如果我们在SARS之初，认识到燥热伏于内，寒湿伤于外的病机，采取

针对性更强、更全面的治疗措施，相信中医药治疗SARS的疗效将更为显著。  

  清代著名温病学家薛雪曾告诫：大疫之年，方药杂投，如能从运气角度认识到病机，大方向就不会错，治疗也所差无几

了。古谚云：“不懂五运六气，检遍方书何济！”主要是针对疫病讲的。  

  2009年4月底，国外甲流病例刚见诸报道。顾植山指出，甲流按运气理论，在病机上应重视“湿”和“寒”。  

  但各地发布的甲流防治方案中，为什么大多讲风热、热毒？顾植山解释：“讲热是从症状分析，讲湿和寒是从病因病机分



析，故症状的热和病机的寒是不矛盾的。”  

  顾植山举四川首例甲流患者的病例：据报道，该病例先“服用银黄颗粒，同时静点痰热清。一天半病人烧退，体温正常；

之后咳嗽得很厉害、有痰，给予麻杏石甘汤5服，明显好转”。顾植山解释，用清热解毒药烧退后咳嗽反而加重，是忽略了寒的因

素，清了表热而使寒邪郁闭于肺，故用麻杏石甘汤效果就好。清代著名医家尤在泾说：“盖肺中之邪，非麻黄、杏仁不能发，而寒

郁之热，非石膏不能除。”  

  运气学说对中医学有重要意义  

  顾植山认为，五运六气学说对中医学有多方面重要意义。  

  首先，在疫病的防治上，可充分发挥治未病的优势。西医学在应对流行性传染病时，主要针对致病微生物进行防治，但致

病微生物会不断变异，新的致病微生物会不断产生。若仅仅盯住致病微生物，就会老是被动地跟在致病微生物后面跑。事实启示我

们：人体的抗病能力、致病微生物的传染力和生物学特性，都受制于自然大环境的变化条件。  

  如果我们把握好疫病的发生发展规律，在与致病微生物的斗争中，就能变被动为主动。中医天、人、邪三因致疫学说，将

是对西方医学流行性传染病病因学的必要补充和重大突破！  

  其次，运气理论也是分析疫病病因病机的重要依据。拿甲流来说，今年五运六气主寒湿，夏天中伏不热，阴雨连绵；入冬

寒流时间之早和强度之烈，为历史所罕见。如此明显的天气特征，岂能对疫病无影响？故需要深入探讨一下受寒邪的热病与受温邪

的热病在辨证治疗上的差别。  

  运气学说不仅仅是疫病预测的问题，五运六气思想还渗透到中医学理论的各个方面，《黄帝内经》的理论基本建立在五运

六气基础之上，“五藏六腑”显然源于五运六气，“六经辨证”其实就是“六气辨证”，十二经络之前先有五六相加的“阴阳十一

脉”，故需要用五运六气来重新认识中医基础理论的构架原理和起源问题。中医中的许多疑点难点如“七损八益”、“肝左肺

右”、“右肾命门”、六经与卫气营血的关系等等，大多与运气有关。掌握了五运六气，这些问题均可迎刃而解。  

  历史上中医各家学说的产生，也跟五运六气有直接关系。如李东垣的脾胃学说形成于1232年的壬辰大疫，向前推三年是12

29己丑年，按《黄帝内经》“甲己失守，后三年化成土疫”之论，李东垣碰到的恰应是土疫，才能有脾胃学说的创立。  

  若谓东垣生于战争年代，人民流离失所，吃不饱肚子而需调补脾胃，则吴有性所处时期为明末战乱加连年灾荒，人民同样

吃不饱饭，何以吴氏治疫就不用调补脾胃了呢？吴氏所遇是“崇祯辛巳（公元1641年）大疫”，1641年往前推三年是1638年戊寅，

据清代马印麟《瘟疫发源》记载：“崇祯十二年戊寅，刚柔失守，天运失时，其年大旱。”按运气理论戊年刚柔失守，“后三年化

疠，名曰火疠也……治之法可寒之泄之。”吴有性擅用大黄苦寒泄热取效，可证当时流行的正是火疫。  

  又如清代名医王丙（朴庄）喜用温药而少用寒凉，陆九芝多用寒凉而抨击辛温，若不懂五运六气，必谓二人为对立学派。

实际上，王丙和陆九芝都信奉五运六气的大司天理论，王丙生于乾隆时期，“公之所治无不以温散温补见长，盖公固明于大司天之

六气，而自知其所值为湿寒也。”而陆九芝所处同治光绪年间，按大司天已是阳明燥金、少阴君火用事，陆氏自谓“余于甲子年独

以石膏、芩、连清而愈之。……证以我躬亲历，而病之各随司天以变者，弥益显然。”  

  故从运气学说入手，可澄清中医学术中大量历史“悬案”。不懂五运六气，就不会真正搞懂中医理论。五运六气研究关系

到对整个中医理论的阐述和评价，已不容回避。  

  五运六气是中医学理论中被误解最深、传承最为薄弱的部分。近代在西方科学思想的影响下，运气学说被摈斥于中医基本

理论之外，新一代中医已大多不知五运六气为何物。当前继承发扬运气学说，并明确运气学说的地位和作用，显得至关重要。  

  明年疫情会怎样  

  今年的甲流来了就躲不过去了，那么作为我们个体，该怎样预防甲流呢？明年疫情会怎样？   

  顾植山说，今年的五运六气以寒湿为特点，对甲流的预防也应以寒湿为重点。冬季寒气主令，防寒尤为重要。  

  国外对甲流的流行有三大疑问：一是流感是秋冬季病，为什么在春夏反季节发生？二是为什么不是老幼病弱而是青少年发

病最多？三是为什么不是在卫生条件差的国家而是在卫生条件好的美国等国发病最多？  

  顾植山从中医五运六气的角度认为：“三大疑问的答案都是一个字——寒。过去夏天不易受寒，现在夏天又是空调又是冷

饮，受寒毫不奇怪；贪吃雪糕冰激凌的以青少年为多，老幼病弱相对吃得少，所以患甲流青少年多；美国人最爱吃冰块，不注意避

寒保暖，美国人得甲流多也就可以理解了。虽然这是猜测，我觉得蛮有道理。”  

  今年的疫情没有“三年化疫”的影响，故年初我们就判断“疫情的强度应比2003年轻”。现在寒潮较往年来得早、来得强

烈，对于今年冬季的疫情虽有增强的影响，但今年的“在泉之气”是太阳寒水，本来就应是寒冬，故这是“当时之气”至而太过，

而不是非时之气，故仍不足以演变为像SARS和1918年那样强烈的大疫。  

  对于明年的疫情，顾植山引《黄帝内经》之语说：“冬伤于寒，春必病温”。今年冬季是寒冬，明春疫情仍将延续。通常

的情况是，只要今冬的严寒不是特别强烈，或出现气温反而明显偏高、降雨雪偏少的“非时之气”，明春的疫情仍将维持中等强

度。对明年全年的预测，则要到年初参看运气的交接变化情况再作判断更为准确。  

  链接  

  什么是五运六气  

  五运即五行，“运”和“行”都是运动变化的意思。五行或五运首先是一年中不同时段的五类气息表达，后来衍生为对自

然界五种运动变化状态和性质的概括。  

  “六气”说的形成源于阴阳开、阖、枢运动产生的三阴三阳，代表了阴阳气化运动的六个时空方位。  

  古人在长期的实践中发现五运和六气不仅反映一年的阴阳变化规律，也反映在更长和更短的时间周期内。宇宙存在着节律



性周期变化，各种自然变化的周期性节律主要表现为五运周期和六气周期。  

  中医学重视人与自然的整体联系，在《黄帝内经》中就确立了“天人相应”的思想，强调人的疾病与气候环境的密切相

关，并将自然变化的五运六气规律，联系到人体的健康和疾病，于是产生了五运六气学说，简称“运气学说”。故《黄帝内经》的

五运六气是古人探讨自然变化的周期性规律及其对人体健康和疾病影响的一门学问。  

  五运六气的理论模式依据了古代的天文历法知识。天干地支是古人记录天体运动周期变化的符号。十天干与十二地支搭

配，组成六十干支，用以记年、月、日、时。运气学说以古代天文历法的时间周期为基础，自然要应用到天干地支这一记时标志和

运算符号。  

  古代医家据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天干以定“运”，称“十干化运”。配应关系为：甲、己——土

运，乙、庚——金运，丙、辛——水运，丁、壬——木运，戊、癸——火运。与年干相应的运叫“岁运”，又称大运、年运，影响

全年的运气。又据子、丑、寅、卯、辰、已、午、未、申、酉、戌、亥十二地支以定“气”：子、午年——少阴君火司天，阳明燥

金在泉；丑、未年——太阴湿土司天，太阳寒水在泉；寅、申年——少阳相火司天，厥阴风木在泉；卯、酉年——阳明燥金司天，

少阴君火在泉；辰、戌年——太阳寒水司天，太阴湿土在泉；巳、亥年——厥阴风木司天，少阳相火在泉。由司天在泉再排列出左

右间气。  

  古人在长期的实践中观察到，五运六气不是单一的循环周期，“五运”和“六气”之间也不是各自孤立的因子，其运行规

律是非常复杂的、多因子综合的、动态变化的。运气理论中不但有对“客主加临”和各种运气同化组合（“天符”、“岁会”、

“太乙天符”、“同天符”、“同岁会”、“类岁会”、“天刑”、“顺化”、“小逆”、“不和”等）的论述；更有对动态变化

中的太过不及、胜复郁发、正化对化、正邪化度、南政北政、迁正退位、升降失常、刚柔失守等现象的探讨分析，还有对相应气

象、天象、物候、病候的记录描述。故五运六气绝不是简单的天干地支机械推算，而是要通过随时观察各种运气因子之间的生克和

戾关系和动态变化的常异、强弱、顺逆等象态去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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