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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五运六气理论探讨三因司天方治咳思路
杨金月 陈 冉 于国泳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肾病内分泌科/国际部治未病科，北京 100010）

【摘要】咳嗽是临床常见症状，易缠绵不愈，反复发作；其临床诊治应在天人病的视域下把握病因病机，顺天察运，灵

活施治。运气理论是基于天人相应的“六气六律”和“五气更立”的周期变化理论，三因司天方是运气理论指导下的临床

诊治方，灵活使用司天方可作为临床治咳的突破口。临床诊疗中基于五运六气理论，关注运气禀赋与咳嗽发生的相关性，

探讨运气视角下致咳机制，并选用治咳司天方进行治疗，疗效颇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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咳嗽是机体的重要防御性反射，有利于清除

呼吸道分泌物和有害因子，咳嗽可分为急性咳嗽

（<3 周）、亚急性咳嗽 （3~8 周） 和慢性咳嗽 （>8
周）［1］。其病因包括上呼吸道感染、哮喘、嗜酸性

支气管炎、胃食管反流病、鼻后滴漏综合征或鼻

窦炎、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肺纤维化和支气管扩

张［2］。有研究指出，在专科咳嗽诊所就诊的患者

中，有 20%~46% 的患者病因不明，且难以治

愈［3］。咳嗽引起的并发症涉及范围广泛，包括胸

壁和胸部、腹壁、心脏、中枢神经系统、眼睛、

胃肠道等［4］。频繁剧烈的咳嗽，特别是慢性咳嗽，

对患者的工作、生活和社会活动造成严重影响［5］。

专家共识指出咳嗽是由多种因素共同作用所致的

一类证候，禀赋异常，环境刺激，鼻、咽喉、胃

等相关因素均可导致咳嗽的发生。风邪伏肺、邪

壅肺窍、胃气上逆及诸脏先伤后传于肺所致的肺

失宣降、肺气上逆均可作咳［6］。

五运六气（运气）理论是中医学理论的精华，

此理论关注时空变化与人体生命活动规律、健康

与疾病的关系。历代医家运用中医五运六气理论

指导临床防病治病，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7］。宋

代医家陈无择的《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中论述了

五运时气和六气时气致病的临床证治，共录方 16
首，后学多以三因司天方代称［8］。龙砂学派姜体

乾前辈将其应用于临床，效如桴鼓。于国泳主任

医师，师从运气学说大家顾植山教授，临床善用

该理论诊治疾病，每获佳效，立起沉疴。于主任

在多年的实践基础上提出了天人病理论，认为疾

病诊治应当着眼于天、人、病三方面。在咳嗽诊

疗中注重先天禀赋，参照时年运气特点，运用三

因司天方疗效颇佳，现详述于下，为咳嗽诊疗提

供思路。

1 从运气论致病机制 
五运六气理论是基于天人相应的“六气六律”

和“五气更立”的周期变化理论，探讨自然变化

的周期性规律及其对人体生理病理的影响，依据

周期规律进行疾病防治［9］。

运气是指将人体的气化规律置于自然整体气

化之中，宏观揭示自然气化与生命气化的整体关

系，亦即天道-气候-物候-病候之间的关系［10］。其

在天人一体观的视角下，以“五运”“六气”统人

体生理病理之变化。生理状态下，气化正常，升

降出入，阴阳交感，生生不息，言天则气候如常，

言人则脏腑调和，如此则天运有时，人体平和。

病理状态下，气化失常，则百病由生。此即所谓

气化力量的偏颇导致自然气化场域的失衡，继而

生命内部气化环境失衡，脏腑气化功能失常，导

致疾病的发生［11］。

运气理论以“气化、亢害承制”为核心，“亢

害承制”理论蕴涵五行胜复、生克制化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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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一脏过度亢盛，克之者制己过亢才能生化有

序［12-13］。如若一气过于亢进，必然生害，机体失

调，百病由生。

在运气周期内某一时段孕育出生的人，会秉

承该时段特定的气化倾向［7］；进而形成特定的先

天禀赋，使得疾病发生的倾向性有所不同。如张

轩研究［14］认为，人体胎儿期（从受孕到出生）所

感受的运气变化对人体先天体质的形成有重要影

响，易诱发肺病罹患的出生时关键岁运有木运、

火运 2个危险因素。由此可见，人体会受天地之气

影响，从而形成特定禀赋，不同禀赋对病邪的易

感性亦不同。

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运气的影响

与疾病的发生关系密切。六气六律、五气更立的

六五节律，是天人的共同规律。人出生时即有一

定的先天禀赋，造成了人体脏腑的偏颇，这种偏

颇是疾病发生的内因，也是根本病因。内因已定，

外感时邪，内外相引，进而发病。

2 从运气辨咳嗽 
咳嗽的病机多被认为是肺失宣降，肺气上逆

而致，病位在肺。《素问·咳论篇》云：“五脏六

腑皆令人咳，非独肺也。”指出五脏病变皆可影响

肺脏，使肺气上逆而为咳。此外，情志不遂、饮

食失宜、肺脏久病不愈等亦为咳嗽病因。总言之，

无外乎外邪犯肺或他脏及肺，终致肺脏气机不畅，

肺失宣肃，肺气上逆，因而作咳。

现从运气理论之“气化、亢害承制”探析咳

嗽病机。咳嗽病位在肺脏，五行属金，禀清肃沉

降之性，凡过亢伤及肺金或肺金本不及者，皆可

致咳。即所谓亢则生害，气化失常。出生时禀受

太火、少金、少木、少阴君火司天禀赋者，均可

对肺脏气化产生影响，进而作咳，以下分而论之。

2. 1　火运太过、克伐肺金　

戊年运气特点为火运太过，炎暑流行。生理

状态下，火本制金，为五行相克中的正常环节，

与相生共同完成五行制化，维持机体相对平衡的

协调关系。而时值戊年，火运太过，过亢之气，

打破生理性相对平衡状态，火来乘金，肺金气化

失常，由此作咳。此即 《素问·气交变大论篇》

言：“岁火太过……肺金受邪……民病少气咳喘。”

2. 2　岁金不及、火邪克之　

乙年岁金不及，炎火乃行。“其不及，则己所

不胜，侮而乘之，己所胜，轻而侮之。”金运既

虚，不能制木，木气旺盛，可生鼽嚏血便注下。

火本克金，时年金运不及，难以抵御火运的正常

克制，则呈现病理状态下的炎火大行，肺金更虚，

因而作咳。

2. 3　木运不及、燥火伤金　

丁年属木运不及，燥乃大行之年。五行生克

中，金克木，如若木运不及之年，“其不及，则己

所不胜侮而乘之。”即由生理之生克变为病理状态

下的金乘木。《五运行大论》云：“西方生燥，燥

生金……在脏为肺。”燥为秋令主气，内应于肺。

六气之中的燥气本是使自然界的气候保持干燥，

生化万物。肺本清虚之脏，性喜润恶燥，而燥气

大行，最易伤及肺脏，耗伤肺津。此外，有胜气

必有复气，更有火气来复，燥火叠加，肺失肃降，

因而作咳。

2. 4　少阴司天、火行其政　

子午之年，少阴君火司天，阳明燥金在泉。

《素问·至真要大论篇》言：“少阴司天，热淫所

胜，怫热至，火行其政。”即言子午之年，火热当

令，其气过亢，热邪淫其所胜之金气，且在泉者

为燥金，燥为肺之本气，同气相求，燥淫易伤肺。

人与天地相参，感受天地之气，可内应脏腑，伤

及肺脏，肺气宣降失常，因而作咳。

3 三因司天方的临床应用 
药性的本质是药物的偏性，此偏性由天地之

气所赋，蕴含着药物气化之理。三因司天方依照

中药愈病以药性之偏纠正脏腑之偏的根本机制，

使人体恢复气化之常、阴阳之平衡［15］。临证常用

治咳司天方，在干支运气条件下，以平为期，针

对相应的气化特点使用药物进行调整。

3. 1　救金抑火——麦门冬汤　

麦门冬汤为六戊年主方，此方主治岁火太过，

肺金受邪之证。缪问注曰：“肺脏受烁可知，此而

不阴阳并补，则金败水竭，火无所畏。”即指此方

着眼于调补肺脏，阴阳并补。方中人参补益肺气，

麦冬养肺之阴，二药共用，均入肺经，气阴同补，

共为君药。参味苦甘能泻心肺之火，麦冬味苦兼

泄心阳，救金且抑火，一用而两擅其长。桑白皮、

紫菀二药，入手太阴肺经，寒温相配，均有降气

平喘止咳之功。钟乳石主咳逆上气，益精，与桑

白皮、紫菀相配，止咳之效倍增。白芷味辛归肺

经，辛散肺经风热，调肺经气机。竹叶甘寒之品，

可入心经，具清热之力，可清火亢之热，主咳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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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气。再用半夏、甘草、姜枣者，寓虚则补其母

之意。全方救金抑火，着眼于恢复肺脏之气化，

盖肺脏气化如常，岂有咳之理。

3. 2　补肺清火——紫菀汤　

紫菀汤为六乙年主方，主治“岁金不及，炎

火乃行，民病……鼽嚏……甚则心痛”，方中人

参、黄芪甘温之品，补益肺气，扶助肺金，补肺

为要。紫菀温润不燥，可润肺下气、止咳化痰；

白芷辛散肺经风热；杏仁降气止咳化痰；三药共

用调肺经气机。肺金不及，受火所制，故用地骨

皮、桑白皮甘寒入肺之品，清肺热、泻肺火，止

咳平喘。用酸苦之白芍敛肺。姜枣草补脾胃，寓

补土生金之理。此方着眼于肺金本不足之病机，

清肺热中不忘补肺气，咳嗽可治。

3. 3　滋肝制燥——苁蓉牛膝汤　

苁蓉牛膝汤为六丁年主方，其组方遵内经

“肝欲散，急食辛以散之，用辛补之，酸泻之”及

“肝苦急，急食甘以缓之”的原则。方中肉苁蓉性

甘温味咸酸，此禀少阴水火之气，补肾阳，益精

血，盖虽为肝木不及，然虚则补其母，肾为肝母，

乙癸同源，肝木得补；牛膝性平味苦酸，可补益

肝肾，且具下行之功。两药相须，共补肝肾，同

为君药。木瓜性温味酸，阴之所生，本在五味，

酸入肝，且酸性收敛，亦寓敛肺之理。白芍苦酸，

当归性辛温味甘，主咳逆上气，二药皆入肝经，

可养血调肝，补肝之体，亦可下气止咳。乌梅味

酸涩，入肝肺二经，收涩滋养之功皆备，可升可

降，与木瓜同用，入肝酸泄，令肝脏不至于升发

疏泄太过，《本草纲目》谓其“收肺气，治燥咳”，

颇具止咳之功。熟地黄、鹿角皆入肝肾，补肾阳，

益精血，水火同调，与肉苁蓉、牛膝同用，益阴

则肝体得以滋养，补阳则肝气得以升发。又伍甘

草、生姜、大枣之品，辛补甘缓，辛甘化阳，助

升发疏泄之功。全方着眼肝木之虚，主抓原发脏

腑，以甘温酸涩之品，可滋肝制燥，使肝木恢复

升发之性，则肺金可禀肃降之气，龙虎回环，气

化如常，咳嗽可愈。

3. 4　制火调金——正阳汤　

正阳汤为子午年主方，子午年运气特点为少

阴君火司天，阳明燥金在泉。少阴司天，其从本

化则热，火热统之，火盛刑金，伤及肺脏。此方

即立足于此，治疗“热病生于上……民病咳血”

之证。方中白薇、玄参咸寒，为君药，咸可助水，

寒可清热，均入血分，可制少阴君火之火热。火

热得制，难以刑金，咳嗽自止。桑白皮、旋覆花

均入手太阴肺经，甘寒与苦温之品共用，可泻肺

平喘、降气消痰。当归主咳逆上气，在此用之亦

可下气止咳。三药同用，止咳效佳。肺欲收，当

以酸收之，故借白芍酸苦之性，以益肺金。川芎

味辛，缪问注之“主一切血，治风痰饮发如神”。

更用姜枣，辛散肺气，中和脾胃，子母皆调。火

热得制，肺金可调，咳嗽得愈。

4 病案举例 
例 1. 患者，女，38 岁，2021 年 6 月 22 日初

诊，主诉：咳嗽 1月余。患者 1个月前劳累诱发咳

嗽，伴咽干、咽痛，大便干结，自行服用头孢类

药物，稍有缓解。刻下症见：咳嗽，咽痒，伴少

量黄痰，纳可，眠一般，口苦。舌红，苔薄，舌

面干，有裂纹；脉沉。血常规、胸片未见明显异

常。西医诊断：感染后咳嗽；中医诊断：咳证，

火热伤肺证。治以清热泻肺、止咳化痰，予正阳

汤加味治疗，方药组成：白薇 10 g，玄参 15 g，川

芎 9 g，桑白皮 15 g，当归 15 g，白芍 15 g，旋覆花

15 g，炙甘草 10 g，生姜 12 g，泽泻 15 g，北柴胡

12 g，黄芩15 g。7剂，颗粒剂，1剂/d，水冲服。

2021年 6月 29日二诊：服药 7剂后患者咳嗽明

显减轻，守方出入，并运用运气针法调理 2周，咳

嗽消失。

例 2. 患者，男，43岁，2022年 1月 4日初诊，

主诉：咳嗽 2 月余。患者 2 个月前受凉后诱发咳

嗽，未予特殊诊治。刻下症见：咳嗽，伴有咽干

咽痒，头汗严重，乏力，纳可，眠一般，大便

2 次/d，多不成形，质黏。舌红，苔薄；脉沉细。

西医诊断：慢性咳嗽；中医诊断：咳证，火热伤

肺证。治以清泻肺热、调补肺脏，予麦门冬汤加

减治疗，方药组成：麦冬 30 g，白芷 15 g，法半夏

10 g，淡竹叶 15 g，桑白皮 30 g，党参 50 g，生甘

草 9 g，生姜 12 g，大枣 12 g，当归 10 g，炒白芍

15 g，炒紫苏子 15 g，桔梗 9 g，杏仁 9 g，石菖蒲

15 g。7剂，颗粒剂，1剂/d，水冲服。

2022年 1月 11日二诊：患者服药 7剂后咽干咽

痒减轻、咳嗽好转，效不更方，并合用运气针法，

随证调理2周，疗效明显，咳嗽及咽干咽痛消失。

例 3. 患者，男，44 岁，2021 年 10 月 14 日初

诊，主诉：咳嗽间断发作 2年余，加重 2周。患者

2 年前无明显诱因出现咳嗽，干咳无痰，秋季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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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使用喷雾剂、抗过敏药控制症状。刻下症见：

咳嗽，干咳无痰，午后加重，日间易流清涕，无

鼻塞，平素手脚凉，纳眠可，大小便可。舌红，

舌体胖，舌尖平，苔微黄；脉沉。既往变应性鼻

炎病史 8年余，对艾草过敏，春季易鼻、眼痒。西

医诊断：慢性咳嗽，变应性鼻炎；中医诊断：咳

证，鼻鼽，燥热伤肺证。治以滋肝制燥、收敛止

咳，予苁蓉牛膝汤加味治疗，方药组成：酒苁蓉

30 g，牛膝 10 g，木瓜 15 g，白芍 30 g，熟地黄

30 g，当归 10 g，生甘草 9 g，干姜 6 g，大枣 12 g，
乌梅 30 g，鹿角胶 6 g，桂枝 9 g，醋五味子 12 g。
7剂，颗粒剂，1剂/d，水冲服。

2021 年 10 月 21 日二诊：7 剂后患者咳嗽明显

减轻，后予滋补肝肾、润燥止咳之膏方调理善后，

随访半年未发。

例4. 患者，女，37岁，2022年3月15日初诊，

主诉咳嗽2月余。患者2个月前受风寒后诱发咳嗽，

伴咽干、咳少量白痰，未予特殊诊治，无缓解。刻

下症见：咳嗽，咽干，咳痰，痰色黄白相间，易疲

乏，纳一般，睡眠尚可，大便多不成形。舌淡红，

苔薄黄；脉弦细。西医诊断：慢性咳嗽；中医诊

断：咳证，肺气亏虚、火热内蕴证。治法：补肺清

火，予紫菀汤，方药组成：紫菀 12 g，白芷 15 g，
人参 10 g，桑白皮 15 g，黄芪 10 g，杏仁 12 g，地

骨皮 10 g，炙甘草 10 g，生姜 9 g，大枣 9 g，白术

10 g。7剂，颗粒剂，1剂/d，水冲服。

2022年 3月 22日二诊：患者服药 7剂后咳嗽、

咳痰减轻，效不更方，并加用运气针法，针药并用

继续治疗2周，疲乏减轻，咽干、咳嗽咳痰皆消。

5 小结 
人居天地气交之中，自然禀受天地之气，而成

生理病理之态。内经所谓“知其要者，一言而终”，

运气理论即为此要。先天禀赋与疾病发生之间关系

密切，因此临床诊治当遵天、人、病理念，三者合

一，分析病机。司天方亦是着眼于“天、人、病”

三者所设，所用方药着眼于运气影响下的气化特点，

用药以平为期，调整脏腑气化。临床诊治咳嗽，当

司天司人司病，把握病机，灵活使用司天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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