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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以五运六气理论推导并验证新冠病毒的六淫属性。方法：依据五运六气理论对新冠病毒的六淫属

性进行理论推导，并与中医临床事实进行对比分析。结果：《黄帝内经》五运六气理论推断新冠病毒属

于中医的燥邪，发病之后病机则是在上燥热，在下寒湿。这一理论推导结果可以“燥邪”犯肺，可以合

理解释新冠肺炎的临床症状、病机变化和临床用药。结论：新冠病毒属于六淫中的燥邪。新冠病毒来源

于国外输入病例，并非国内本土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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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deduce and verify the six sexual properties of novel Coronavirus based on the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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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five elements’ motion and six kinds of natural factors. Methods: According to the theory of five 
elements’ motion and six kinds of natural factors, the property of six evils of novel Coronavirus 
was deduced theoretically, and compared with the clinical fact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Results: The theory of “Huangdi Neijing” deduced that novel coronavirus belonged to the dryness 
evi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fter the onset of the disease, the pathogenesis was hot and 
dry on the top and cold and damp on the bottom. This theoretical derivation result can “dry pa-
thogenic” invade the lung, and can reasonably explain the clinical symptoms, pathogenesis changes 
and clinical medication of COVID-19. Conclusion: Novel coronavirus belongs to the dryness of the 
six evils. Novel coronavirus was imported from foreign cases, not produced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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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以下简称“新冠肺炎”)是人体感染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以下

简称“新冠病毒”)而引起的一种急性呼吸道传染病，以发热、干咳、乏力为主要表现[1]。新冠肺炎疫情

爆发后，中医积极参与治疗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提供的信息显示：全国确诊的新冠

肺炎患者中有 91.5%进行了中医药治疗，临床疗效观察显示，中医药总有效率达到了 90%以上[2]。新冠

肺炎具有属于中医的疫病范畴，其中病势剧烈、具有传染性的称为时行民病[3]。时行民病的发生规律可

以通过五运六气理论进行预测推导[4]。本文通过五运六气理论对新冠病毒的中医属性进行推导，并以事

实为依据对其进行验证。新冠病毒作为新冠肺炎的病因，中医属性相对应的则是“六淫”属性。 

2. 五运六气理论对新冠病毒六淫属性及病机的推导 

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时间，在五运六气理论当中处于庚子年。庚子年运气情况为：五运：燥金太过；

六气：少阴君火司天，阳明燥金在泉。 
按照五运推导：岁金太过，燥气流行。《黄帝内经·气交变大论》：“岁金太过，燥气流行……胸

痛引背，两胁满且痛引少腹……甚则喘咳逆气，肩背痛”。按照“三年化疫”理论推导。《黄帝内经·刺

法论》：“丁酉失守其位，未得中司……故柔不附刚，即地运不合，三年变疠，其刺法一如木疫之法。”

《黄帝内经·本病论》：“下丁酉未得迁正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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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前是 2017 丁酉年，是阳明燥金司天，秋冬季燥象较著，故其影响三年后的“伏

邪”是伏燥。 
按六气进行推导：庚子年，地支为子。子午之年为少阴君火司天，天干为运为金，地支为气为火，

火克金，气克运，谓之天刑。因此 2020 年为“少阴君火司天，阳明燥金在泉。”是燥火为患。 
燥邪为患，作用于人。五脏理论下，病机表现则是：热病生于上，清病生于下。《素问·六元正纪

大论》：“凡此少阴司天之政，……热加燥，云驰雨府，湿化乃行，时雨乃降。……水火寒热持于气交，

而为病始也。热病生于上，清病生于下，寒热凌犯而争于中，民病咳喘……”。 
综上所述：在《黄帝内经》五运六气理论下推导出新冠病毒属于六淫当中的燥邪，发病之后的病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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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是在上燥热，在下寒湿。 

3. 中医临床对新冠病毒的认识 

3.1. 新冠病毒六淫属性 

对于新冠病毒中医六淫属性，寒、热、燥、湿都有支持者，也有认为是两种邪气相兼为病，各种观

点杂乱，甚至互相矛盾。  
不少临床医家持“寒湿疫”[5] [6] [7]的观点，仝小林院士[8]亲临武汉诊治病人后也认为新冠肺炎属

“寒湿疫”。同样持湿邪为患这一观点的临床医家，也有认为是“湿热”[9] [10]，“湿温”[11]。张伯

礼院士[12]认为是新冠病毒不同于其他瘟疫，提出“湿毒疫”的概念，认为新冠肺炎是“湿毒”为患。 
有支持湿邪的，也有支持燥邪的。王永炎院士等则认为此次疫情的主要致病因素为燥邪[13]。寒热

之争，燥湿之争尚未有个结果，又有人提出燥湿兼有的观点。有认为是“寒湿伏燥”的观点[14]。范伏

元等[15]认为湿毒不能说明此次新冠肺炎的全部特性，进而提出了“湿毒夹燥”的特点，湿邪困脾，燥

邪伤肺。类似这种以症状特性概括代替审证求因的观点，导致针对新冠病毒六淫属性的分析归纳更加

的困难。 

3.2. 临床治疗的有效方剂 

目前临床上比较公认的，具有疗效的“三药三方”为：金花清感颗粒、连花清瘟胶囊、血必净注射

液及清肺排毒汤、化湿败毒方、宣肺败毒方[16] [17] [18]。 
金花清感颗粒，处方是由麻杏石甘汤和银翘散化裁而来。连花清瘟胶囊与金花清感颗粒一样均是由

麻杏石甘汤、银翘散为基础方加减，主要治疗热毒袭肺。血必净注射液由红花、川芎、赤芍、丹参和当

归五味药物组成，具有活血化瘀、清热解毒的作用，属于化瘀解毒类的中成药注射液，主要药理作用是

减轻炎症反应[19]。金花清感颗粒，用于轻型新冠肺炎患者，在不辩证的情况下，金花清感颗粒联合西医

常规治疗方案能显著减轻轻型新冠肺炎患者的发热、咳嗽、乏力、咳痰临床症状，缓解患者焦虑情绪[20]。
连花清瘟胶囊在治疗辩证为“湿毒疫”的新冠肺炎患者的治疗中，研究结果为：连花清瘟胶囊治疗轻型、

普通型新冠肺炎患者疗效颇佳，其在控制病情进展、改善临床症状、抑制机体炎症反应方面有一定优势，

或可用于新冠肺炎早期防治[21]。 
血必净注射液以血府逐瘀汤为基础，具有活血化瘀、舒通络脉、溃散毒邪的功效，能够改善疫毒闭

肺所引起的发热、喘促、心悸、烦躁等症状，对 COVID-19 中期及重症期患者疗效显著[22] [23]。 
清肺排毒汤适用于新冠肺炎确诊患者的各阶段治疗。由麻杏石甘汤、射干麻黄汤、小柴胡汤、五苓

散组成。临床症状痊愈率普通型为 97.6%，重型为 73.1%。清肺排毒汤在普通型及重型新型冠状病毒患者

中有一定临床疗效，且早期干预能缩短患者住院时间，防止患者病情加重[24]。 
化湿败毒方用于新冠肺炎重型疫毒闭肺证。此方包含了麻杏石甘汤、葶苈大枣泻肺汤、宣白承气汤、

藿朴夏苓汤的方义，化湿辟秽，宣肺通腑，活血解毒。宣肺败毒汤是用于湿毒郁肺型新冠肺炎患者的治

疗，它是由 4 个方子构成，包括麻杏石甘汤、麻杏薏甘汤，千金苇茎汤和葶苈大枣泻肺汤，清热解毒利

湿[25]。网络报道有多处这两种药物用于中、重度新冠肺炎有效性的报道，但查询论文资料，截止到 2021
年 04 月 28 日暂未能搜索到国内的临床治疗数据。 

4. 理论与现实的对比 

理论上新冠病毒属于中医的燥邪，病机则是在上燥热，在下寒湿。 
中医临床医生对新冠病毒六淫属性的认识就存在较大矛盾。寒与热，燥与湿，争论不休。相互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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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病因，直接导致了治法、方药的不同。从治疗方剂来看，清热解毒的药物两种成药，金花清感颗粒、

连花清瘟胶囊主要用于疾病初期，轻中型的患者。宣肺利湿的两种药剂，宣肺败毒汤、化湿败毒汤则是

主要用于湿邪为主的中、重型新冠肺炎患者。血必净注射液主要用于活血化瘀为主。其中没有以润燥为

主的方药。似乎没有燥邪的立足之地了。 
仔细分析临床治疗有效的“三药三方”，除血必净注射液以外，均含有“麻杏石甘汤”方义在内。

麻杏石甘汤辛凉宣泄、清肺平喘，恰好符合清宣上焦燥热的目的。正如《温病条辨·补秋燥胜气论》所

记载：“所谓燥化于天，热反胜之，始以辛凉，佐以甘苦法也。”三种中药汤剂，均使用了燥湿、利湿

的药物，也符合内有湿邪的病机。特别是以五运六气理论为指导的清肺排毒汤，考察其用药，在上清宣

燥热，在中调和寒热，在下温化利湿，更是符合理论上的病机。血必净注射液独树一格，以活血化瘀药

物取效，用于中、重度患者，病机可能为燥邪伤肺，导致气阴耗伤，痰瘀内阻，故用之有效。 
方药与理论病机相符。理论病因为燥，但是方剂却缺少润燥药物。究其原因，可能因中下焦有湿邪

或寒饮形成，润燥药容易助邪，故不用。五苓散、藿朴夏苓汤、麻杏薏甘汤均有健脾，助脾运化水湿的

作用，从而从源头上解决了上燥、下湿，体内津液分布不均匀的问题。唯一表现不明显的是下焦的“寒”，

有效方剂中唯有清肺排毒汤中桂枝、细辛有温化水湿的作用。五运六气对病机的推导结果符合临床，而

同样理论推导出的“燥邪”的病因与临床似乎并不相符。我们进一步理论推导，看“燥邪”作为病因，

能否完美解释新冠肺炎的临床症状和病机变化。 

5. 以“燥”邪为病因对新冠肺炎的主要临床症状及病机解释 

新冠病毒感染人体后，形成其特有的临床症状。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八版)：“以发热、

干咳、乏力为主要表现。部分患者以嗅觉、味觉减退或丧失等为首发症状，少数患者伴有鼻塞、流涕、

咽痛、结膜炎、肌痛和腹泻等症状[26]。”“轻型患者可表现为低热、轻微乏力、嗅觉及味觉障碍等，无

肺炎表现。少数患者在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后可无明显临床症状。” 
《黄帝内经》记载：“饮入于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上归于肺”。“伯高曰：五谷

入于胃也，糟粕、津液、宗气，分为三隧。故宗气积于胸中，出于喉咙，以贯心脉，而行呼吸焉。”从

内经原文可见，人体的气、津液均来源于胃，经脾上输于肺，然后通过肺的宣发功能布散到全身。 
燥邪属金，金性干燥、收敛。肺喜润恶燥，燥邪犯肺，邪气直中肺脏，肺脏逐渐受损，肺的宣发功

能逐渐出现异常。脾中输布而来的津液、宗气均无法输布。津液被燥邪煎熬耗伤，逐渐变为“燥痰”。

故临床所见症状以干咳为主。而湿邪不管是侵犯肺，还是侵犯脾，就咳嗽而言，湿邪犯肺必然有一个痰

多转为痰黏难咳的过程，不可能初起即见干咳。宗气无法宣发，在表因正气不足或卫气不足，可见乏力、

怕冷、流涕、喷嚏、肌痛等症状，类似寒邪犯表的表现；在内则宗气郁滞，郁而化热，进一步耗伤津液，

出现咽痛、发热等。至此，在上的“燥热”病机已形成。随后，肺中气阴耗伤，气郁化热，可见干咳、

发热、乏力、口干、胸闷、气短的症状。这个结果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随着病情发展逐渐出现的，因

此感受邪气之后症状不是立即出现的。这与邪气侵犯卫表，立即发病有所不同。 
燥金过盛，乘克肝木，导致肝气不舒，情绪焦虑，进一步加重了全身气机的郁积。因肝气的不舒，

燥邪的肃降，双重因素的作用下，导致脾的升清作用下降。“饮、五谷”入胃，吸收的精微物质无法顺

利上输，积聚于中焦而生痰湿。同时肺的宣发功能受损，水液、宗气无法宣布至全身，“金生水”的正

常生理功能受损，导致肾水、肾气均不足。肾水、肾气不足，“水生木”功能下降，肝的疏泄功能进一

步受损。肾水不足，无力制心火，导致心火炎上，进一步导致上焦邪热伤肺。心火上炎，不能下交肾水，

导致下焦肾容易虚寒。肾中水、火均有不足，反而短时间内没有明显的下焦寒热表现。 
脾土因内生水湿、饮邪，水湿困脾，运化能力下降。水湿、食物淤积，故有腹泻等脾胃症状及舌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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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腻表现。“土生金”功能下降，肺金得不到濡养，燥热更重。恶性循环，导致病情严重，甚者死亡。

《黄帝内经·灵枢·脉度》“肺气通于鼻，鼻和则鼻能知臭香矣”、“脾气通于口，脾和则口能知五味。”

肺、脾之气受损，故见嗅觉、味觉减退或丧失。 
从上述燥邪犯肺的病机分析来看，临床症状表现出来的邪气，“湿邪”是内生湿邪，“热邪”是气

郁化火所致，“寒邪”是在表的正气不足所致。综合来看，“燥邪”犯肺，可以完美解释新冠肺炎的临

床症状和病机变化。 
“湿邪”在疾病的过程中确实存在。湿邪如果为病因，那么湿邪从鼻而入，如何能直接越过肺而

“直中”于脾，目前并无合理的解释。即使湿邪直接中于脾，按照中医“脾为生痰之源，肺为贮痰之

器”的观点，在疾病的发展过程中也无法直接跳过痰多的步骤，直接出现“干咳”、“少痰”的临床

表现。 

6. 五运六气理论下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不符合我国疫情爆发规律 

《伤寒论·伤寒例》记载[27]：“凡时行者，春时应暖而反大寒；夏时应热而反大凉；秋时应凉而反

大热；冬时应寒而反大温。此非其时而有其气。是以一岁之中，长幼之病多相似者，此则时行之气也。”

“其冬有非节之暖者，名曰冬温。冬温之毒，与伤寒大异。”按照五运六气理论，己亥年终之气

(2019.12.22~2020.1.19)，主气太阳寒水，客气少阳相火。主气太阳寒水，是冬季主气，本应该是寒冷的

天气。客气为少阳相火，季节反常，应寒反暖。依据五行生克理论，火克金，肺金受损，容易发生“肺

疫”、“瘟疫”。疫情爆发应该在己亥年终之气(2019.12.22~2020.1.19)，疫情性质应该是与“伤寒”不

同的“冬温”。王永炎院士谈到可能发生的疫情，指的就是这一时间段。 
冬温是指冬季感受反常气候(冬应寒而反温)而发生的热性病。《医效秘传·冬温温毒》：“冬温者，

冬感温气而成，即时行之气也。何者？冬令恶寒而反温热，人触冒之，名曰冬温。”清·雷丰(少逸)所著

《时病论》记载：“其证头痛有汗，咳嗽口渴，不恶寒而恶热，或面浮，或咽痛，或胸疼，阳脉浮滑有

力者，乃温邪窜入肺经也”。 
武汉市作为中国境内新冠肺炎的首发地点，当时正是冬季，恰好是暖冬。根据湖北省气象局的数据

显示[28]：“根据暖冬等级标准，2019/2020 年冬季湖北全省达强暖冬标准。武汉区域气候中心气候监测

显示，2019/2020 年冬季（2019 年）全省平均气温 6.8℃，较常年同期偏高 1.5℃，排历史同期第 3 位。

2019/2020 年冬季，全省平均总降水量 179.9 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 6 成。”可见，气候的变化符合五运

六气理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官方网站疫情通报[29]：大寒之前发病人数仅有 198
人，随后发病人数急剧上升。新冠肺炎症状以发热、干咳、乏力为主要表现。新冠肺炎暴发流行的时间、

临床表现均与理论预测不符合。第三个方面，新冠肺炎出现在 2019 年 12 月，此时武汉市恰好阴雨连绵，

并不符合燥邪产生的条件。 

7. 结论 

《黄帝内经》五运六气理论推断新冠病毒属于中医的燥邪，发病之后病机则是在上燥热，在下寒湿。

这一理论推导结果可以“燥邪”犯肺，可以合理解释新冠肺炎的临床症状、病机变化和临床用药。因此

认为：新冠病毒属于六淫中的燥邪。 
新冠肺炎在它不适合产生的气候条件下出现，在不符合中国疫情爆发规律的时间段中爆发，唯一合

理的解释就是：新冠病毒来源于国外输入病例，并非国内本土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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