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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经》四时六气与咳嗽的因时施治

●汪玉冠h 夏永良2 宋康2

摘要 “天气通于肺”，咳嗽与四时六气、气候变化的联系非常紧密，故在咳嗽的临床治疗时，

须应天法时，结合时令，合于四时阴阳、升降等法灵活应用，辨证论治，可以更好地驱邪外出，以利疾

病的康复。

关键词 咳嗽四时六气 因时施治

《内经》认为人和自然有相互 说：“是故冬至四十五日阳气微上， 分、清明、谷雨、立夏，相当于暮春

感应、息息相通的规律，如《素问· 阴气微下；夏至四十五日阴气微 初夏；少阳相火为三之气，小满、芒

宝命全形论》所说：“人以天地之气 上，阳气微下”，说明了自然界的阴 种、夏至、小暑，相当于夏季；太阴

生，四时之法成”。人和自然是统 阳之气随四时变化而升降。相应 湿土为四之气，大暑、立秋、处暑、

一的整体，人必须依赖天地的气化 地，人体的阴阳消长、气血运行等 白露，相当于暮夏初秋；阳明燥金

而生存，必须适应四时气候变化的 方面也发生着改变，《素问·水热 为五之气，秋分、寒露、霜降、立冬，

法度才能成长。人体的生理功能、 穴论》云：“春肝气始生，夏阳气流 相当于秋冬之间；太阳寒水为终之

病理变化与四时季节气候的变化 溢，秋阳气在合，阴气始生，冬阳气 气，小雪、大雪、冬至、小寒，相当于

密切相关，不同的季节会出现不同 衰少，阴气坚盛”，《素问·八正神 严冬。风寒暑湿燥火六气是气候

的气候，从而导致人体在不同季节 明论》言：“天温日明，则人血淖液 变化的本元，三阴三阳是六气的标

具有不同的多发病。即使是同一 而卫气浮，故血易泻，气易行。天 象。标本相合，就是风化厥阴，热

疾病在不同的季节也会有不同的 寒日阴，则人血凝泣而卫气沉。” 化少阴，湿化太阴，火化少阳，燥化

证候特点。《素问·阴阳应象大 四时之病，归根到底在于六气 阳明，寒化太阳。初之气天多风

论》日：“天气通于肺”，咳嗽作为 感人，即存在于空间的风、寒、暑、 气，人多病风温、春温；二之气天渐

肺系疾病最常见的症状之一，受到 湿、燥、火六种气候变化要素。在 转热，人多病温热；三之气天气甚

四时气候变化的影响尤其深刻。 天的四时主气，主司一年的正常气 热，火气蒸腾，人多病暑；四之气湿1四时六气与外感咳嗽茬芋筹鬈妻善端辜茎慧摇黧徽
四时，指一年春、夏、秋、冬四 节气，始于厥阴风木，终于太阳寒 人多病伤寒。

个不同的季节，四时区分的关键在 水，年年不变，周而复始，如环无 风寒暑湿燥火六气侵袭肺

于二分二至四个节气。冬至一阳 端。厥阴风木为初之气，即大寒、 系，均可引起肺失宣降，肺气上逆

生，夏至一阴生，春分阳与阴平，秋 立春、雨水、惊蛰四个节气，相当于 作咳。刘河间所谓：“寒、暑、燥、

分阴就阳均，《素问·脉要精微论》 初春季节；少阴君火为二之气，春 湿、风、火六气，皆令人咳嗽”，即

幸作者简介汪玉冠，女，副主任医师，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呼吸系统疾病的中 是此意⋯。但是由于四时主气的

西医结合诊治。 不同，人体感受的致病外邪亦有

·作者单位 1．浙江中医药大学(310053)；2．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区别，从而呈现出外感咳嗽的不
(310006)

。。 同证候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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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风春多风气，《素问·风论

篇》曰：“以春甲乙伤于风者，为肝

风⋯⋯以秋庚辛中于邪者，为肺

风”，“肺风之状，多汗恶风，色饼然

白，时咳短气”。《素问·骨空论》

云：“风从外人，令人振寒，汗出头

痛，身重恶寒”，风气藏于皮肤之

间，腠理开则洒然寒，闭则热而闷，

故风气为病有恶风、恶寒、发热的

证候特点。风为百病之长，外感咳

嗽常以风为先导，挟有寒、热等邪

而致病，《素问·玉机真藏论》有

云：“今风寒客于人，使人毫毛毕

直，皮肤闭而为热⋯⋯弗治，病入

舍于肺，名日肺痹，发咳上气”；《素

问·刺热篇》载：“肺热病者，先淅

然厥，起毫毛，恶风寒，舌上黄身

热，热争则喘咳”；《素问·评热病

论篇》：“劳风法在肺下，其为病也，

使人强上冥视，唾出若涕，恶风而

振寒”，分别记载了风邪挟寒、热等

邪伤肺的不同证候。

1．2寒冬季寒冷，寒邪最易郁

闭肺气，《素问·咳论篇》谓肺“感

于寒则受病，微则为咳，甚则为泄、

为痛”。寒气流行多发生咳嗽，“岁

水太过，寒气流行，邪害心火⋯⋯

民病身热烦心躁悸，阴厥上下中

寒，谵妄心痛，寒气早至，上应辰

星，甚则腹大胫肿，喘咳”。寒邪射

肺则喘息咳嗽，并有泄泻、心腹疼

痛等寒凝之象。因此，在冬季寒冷

季节，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患者

好发咳嗽。

1．3暑盛夏酷热，暑邪伤肺，肺

失宣降而有咳嗽，并可耗伤肺之气

阴而少气不足以喘息、咽喉干燥，

甚至损伤血络而出现鼻衄、吐血等

病症，如《素问·气交变大论》所

载：“岁火太过，炎暑流行，肺金受

邪，民病疟，少气咳喘，血溢血泄注

下，嗌燥耳聋，中热肩背热⋯⋯甚

则胸中痛，胁支满胁痛，膺背肩胛

34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Journal

间痛，两臂内痛，身热骨痛而为浸

淫”。

1．4湿暮夏初秋多有湿，肺气

通于秋，肺伤于湿，有影响肺之宣

降而立即发生咳嗽者；也有当时

不病，湿藏肺脏，久而化热，至冬

季复感外寒，在里之湿热与外寒

相搏乘肺，致肺失宣降，发为咳嗽

者。《素问·生气通天论》云：

“秋伤于湿，上逆而咳”，《素问·

阴阳应象大论》：“秋伤于湿，冬生

咳嗽”，《类经·阴阳类·一》注

释：“夏秋之交，土金用事，秋伤于

湿⋯⋯若不即病，而湿蓄金藏，久

之变热，至冬则外寒内热，相搏乘

肺，病为咳嗽”【2 J。《素问·气交

变大论》日：“岁土太过，雨湿流行

⋯⋯民病腹痛，清厥意不乐，体重

烦冤⋯⋯阴发中满食减，四肢不

举⋯⋯病腹满溏泄肠鸣”，感受湿

邪而咳，常可伴见四肢困重、身体

沉重等症。

1．5燥燥为秋季主气，《素问·

气交变大论》说：“岁金太过，燥气

流行⋯⋯民病两胁下少腹痛，目赤

痛眦疡⋯⋯甚则喘咳逆气”，又说：

“岁木不及，燥乃大行⋯⋯上胜肺

金，白气乃屈，其谷不成，咳而鼽”，

秋季肺金所主岁运太过，过亢之燥

邪伤肺，肺失柔润而咳，并可伴有

唇鼻干燥、喘息胸痛等症。

1．6火火热主于夏，热为温之

渐，火为热之极，《素问·至真要

大论》日：“少阳司天，火淫所胜，

则温气流行，金政不平。民病头

痛、发热恶寒而疟⋯⋯咳，唾血，

病本于肺”，“少阴司天，热淫所

胜，怫热至，火行其政⋯⋯寒热咳

喘”，《素问·气交变大论》说：

“上临少阴少阳，火燔火熵，水泉

涸⋯⋯病反谵妄狂越，咳喘息鸣，

下甚血溢泄不已”。夏季火热之

邪常与暑相挟为患，乘于金位，肺

失清肃，灼津为痰，痰阻气逆而咳

嗽喘息、喉中痰鸣，出现高热心

烦、狂躁妄动、神昏谵语、甚至迫

血妄行而有出血的表现。

现代医学气象学研究表明，

气象因素中的气温、气压、湿度、

气流和人体健康密切相关，而气

温与寒、火，湿度与燥、湿，气流与

风有密切的关系。动物实验显

示，一定强度的急性风寒刺激能

明显抑制小鼠单核巨噬系统的免

疫功能，引起非特异性免疫功能

下降。人体冬春季节最易患呼吸

道疾病，在冬季主要是气温的变

化和平均风速，在春季主要是气

压和气温的变化、大风和冷锋面

的出现，诱发了儿童急性呼吸道

感染发病增加。感冒和呼吸道疾

病的重要诱因是受凉、寒冷、干

燥，寒冷降低了呼吸道黏膜的抵

抗力，干燥使鼻黏膜极易发生细

小的皲裂，使细菌、病毒等容易入

侵。外感湿邪与病毒、细菌等病

原体的感染也有直接关系，并且

可降低患者的免疫功能，导致自

由基的产生和清除失衡而起

病‘3I。

2 四时六气与脏腑咳

《内经》考察事物，采用的是整

体观念下的取象比类方法，四时气

候与五脏之间都有一个与本脏相

应的季节，如《素问·六节藏象论》

言：“心者⋯⋯通于夏气，肺者⋯⋯

通于秋气，肾者⋯⋯通于冬气，肝

者⋯⋯通于春气，脾⋯⋯通于土

气”。肺为华盖，主持诸气，受百脉

朝会，为“藏之长、心之盖”，与五脏

六腑之气相通。人体其他脏腑功

能失调均可累及于肺，导致气机失

调，肺气上逆，发为咳嗽。故《素问

·咳论》一开始即云：“五脏六腑皆

令人咳，非独肺也。”因“人与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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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参，故五藏各以治时”，五脏受

病，各有其所主的时令，若肝主春、

心主夏、脾主长夏、肺主秋、。肾主冬

之类，五脏各以其所主时令感受邪

气，“乘秋则肺先受邪，乘春则肝先

受之，乘夏则心先受之，乘至阴则

脾先受之，乘冬则肾先受之”，“五

脏各以其时受病，非其时，各传以

与之”，肺在秋季易感受病邪，自身

受病而发生咳嗽，其余四脏都是先

在各脏所主的季节里感受病邪而

病，再传人肺脏而咳，机理可能为

五脏功能的失调，容易在“五脏治

时”感受邪气，诱发咳嗽的产生或

加重，分肺系自病，肝木横逆、气逆

犯肺，心火上炎、火灼肺金，脾湿不

运、浊气上蒸，肾虚水泛、水寒射肺

几种类型。临床除表现为肺系疾

病咳嗽的特点外，尚可伴有两胁下

痛、腰背痛，甚至咽肿、心痛等其他

主时脏器先受感病邪发生病变而

表现出来的证候特点。

“皮毛者，肺之合也，皮毛先受

邪气，邪气以从其合也。其寒饮食

入胃，从肺脉上至于肺，则肺寒，肺

寒则外内合邪，因而客之，则为肺

咳”，皮毛和肺是相合的，邪气伤

人，先犯皮毛，皮毛受邪，就会影响

到肺脏，使肺气失调；肺脉起于中

焦，下络大肠，还循胃口，肺胃之间

有经脉相通，寒冷饮食入口，寒冷

之气从胃脉上干于肺，导致肺寒；

外内合邪留止于肺，肺气逆而上

行，引起咳嗽，进一步证明了两因

相并而发生咳嗽的事实。

《内经》关于外感疾病的一般

传变规律是：由皮毛到肌肤、到筋

脉、到六腑、再到五脏，逐步由表

到里，由浅入深的特点，而咳嗽不

完全是由于外感引起的，还有脏

腑内伤尤其心、肝、脾、肾等脏先

受邪而传及于肺的情况，因此不

一定符合上述规律。五脏久咳不

愈，影响六腑功能，五脏咳移于六

腑，成为“六腑咳”，出现咳兼呕

吐、遗矢、矢气、遗溺等症状。其

本源于脏腑功能的失调或衰退。

从五脏咳到六腑咳，反映了疾病

进展的严重程度。

总之，脏腑咳以五脏六腑名作

分类，其分类依据是以脏腑经络理

论为基础，运用五行学说，结合四

时病邪特性，并将咳的兼证与相关

脏腑功能及经络循行部位相联系，

以利于临床鉴别MJ，脏腑咳实是一

内伤外感相合、内外皆病的疾病概

念，其根源在于脏腑功能的失调或

衰退，但其受病与四时六气季节气

候的变化密切相关。

3 咳嗽的因时施治

不管咳嗽是外感还是内伤，

四时气候的异常变化都对其有影

响，均可诱使其产生或进一步加

重。《素问·脏气法时论》指．出：

“合人形以法四时五行而治”，理

法方药应顺乎自然气候的变化。

肺为气之主，诸气上逆于肺则呛

而咳，因此治疗咳嗽总以宣降肺

气为要，但如结合时令，明辨病

机，合于四时阴阳、升降等法灵活

应用，可以更好地驱邪外出，以利

疾病的康复。

3．1 因四时阴阳 虚证不足，补

益应顺天时；攻邪当从时气。《素

问·上古天真论》日：“春夏养阳，

秋冬养阴，以从其根”，张志聪解释

说：“四时阴阳之气，生长收藏，化

育万物，故为万物之根本。春夏之

时，阳盛于外而虚于内；秋冬之时，

阴盛于外而虚于内，故圣人春夏养

阳，秋冬养阴，以从其根而培养

之。”高士宗进一步说明：“夫四时

之太少阴阳者，乃万物之根本也，

所以圣人春夏养阳，使少阳之气

生，太阳之气长；秋冬养阴，使太阴

之气收，少阴之气藏”。春夏二季，

自然界阳气旺盛，相应的人体阳气

亦盛于外而虚于内，故应保养体内

阳气，不使宣泄太过，否则可使阳

气虚损；秋冬二季，自然界气候寒

冷，阴气旺盛，人体应之，则阴气外

盛而内虚，故秋冬养阴而不伤精，

以适应来春生气的宣发”J。有些

老年慢性支气管炎，在夏季服用温

补药物，至冬则病情反见好转，现

代流行的冬病夏治观点就来源于

此理。

3．2 因四时升降 《素问·六微

旨大论》谓“气之升降，天地之更用

也”，天地之气相互作用，形成了春

升、夏浮、秋降、冬藏的四时气机变

化。“气交之分，人气从之”，人体

必须顺应四时气机的变化。故李

东垣有语：“但宜补之以辛甘温热

之剂及味之薄者，诸风药是也，此

助春夏之升，浮者也。但宜下之以

酸苦寒凉之剂及淡味者，此助秋冬

之降，沉者也。”李时珍日：“升降浮

沉则顺之，寒热温凉则逆之”¨J，春

夏治咳，可用辛甘温热之剂及味之

薄者，象万物升浮之性，使郁闭之

阳气易于通达四肢；秋冬可用酸苦

寒凉之剂及淡味者，象万物闭藏阳

气沉潜，以为来春生发作好准备。

若冬季感冒，咽干、咽痛、咳嗽者，

可用清热解毒法治，加黄芩、知母

之类，以顺冬沉之气¨J。

3．3因四时寒热《灵枢·禁服》

日：“必审按其本末，察其寒热，以

验其脏腑之病”，详细谨察疾病的

本末寒热，从而测出脏腑的病变，

分别寒热进行治疗，《素问·六元

正纪大论》将之提炼为：“用凉远

凉，用热远热，用寒远寒，用温远

温。”李东垣就有“诸病因四时用药

法，不问所病，或温或凉，或热或

寒。如春月有疾，于所用药内加清

凉风药；夏月有疾，加大寒药；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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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疾，加温气药；冬月有疾，加大热

药”之语哺J，对咳嗽的因时施治有

一定的指导意义。例如夏季咳嗽，

热盛形盛之人，可用大剂白虎汤以

散火解毒H J。

3．4因四时味道 天有六气，降

生五味，春味酸、夏苦、长夏甘、秋

辛、冬咸。酸入肝、苦入心、甘入

脾、辛入肺、咸入肾，五味所人各

归其宜，可用来治疗六气之病。

但五味偏嗜过度也会对五脏之气

造成伤害。《素问·生气通天论》

日：“阴之所生，本在五味；阴之五

宫，伤在五味。是故味过于酸，肝

气以津，脾气乃绝；味过于咸，大

骨气劳，短肌，心气抑；味过于甘，

心气喘满，色黑，肾气不衡；味过

于苦，脾气不濡，胃气乃厚；味过

于辛，筋脉沮弛，精神乃央”，因

此，李时珍写到：“春省酸增甘以

养脾气；夏省苦增辛以养肺气；长

夏省甘增咸以养肾气；秋省辛增

酸以养肝气；冬省咸增苦以养心

气；此则既不伐天和而又防其太

过。”Mo咳嗽的因时施治也可于此

借鉴，如秋季气燥，金乘木，耗夺

肝血，故秋季治咳，不仅需要养阴

润肺，而且要加地黄、五味子、白

芍等有酸敛之性的药物以补肝

血、滋肝阴、柔肝气¨J。

3．5 因四时六气 《素问·六元

正纪大论》说：“风温春化同，热曛

昏火夏化同，胜与复同，燥清烟露

秋化同，云雨昏暝埃长夏化同，寒

气霜雪冰冬化同，此天地五运六气

之化。”又日：“热无犯热，寒无犯

寒，从者和，逆者病⋯⋯司气以热，

用热无犯，司气以寒，用寒无犯，司

气以凉，用凉无犯，司气以温，用温

无犯。”春季咳嗽常由风邪挟杂所

致，治疗当加苏叶、荆芥、防风等疏

风之品以利驱邪外出，来缩短疾病

的过程；夏令咳嗽多挟暑湿，此时

藿香、厚朴、半夏、茯苓必不可少；

如火热为患应避免过用热药，而应

采用黄芩、知母、石膏等寒凉之品

以清泄肺热；秋令性燥，治疗当加

以润燥之剂，如桑杏汤加减；冬令

气寒，治勿过寒，宜佐宣肺散寒之

剂，如三拗汤、华盖散之类哺J。

咳嗽的因时施治是一个复杂

的课题，四时不仅指四季气候的变

化，而且一日也可分为四时，人体

的阴阳盛衰与昼夜晨昏具有一定

的节律性。《灵枢·顺气一日分

为四时》谓：“以一日分为四时，朝

则为春，日中为夏，日人为秋，夜

半为冬。”《素问·生气通天论》

云：“平旦人气生，日中而人气隆，

日西而阳气已虚，气门乃闭。”对

此，林骊琴分析：“清晨嗽为气动

宿痰，上午嗽属胃火，黄昏嗽属火

浮于肺，夜半嗽为阳火升动。”一。

所有这些都要求在临床察病辨证

时，能够应天法时，辨证论治，以

求最大限度地提高疗效，收到事

半功倍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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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滋养气络以复痿神经系统

疾病，病至后期，患者肢萎证明

显。筋肌失养之证，我们首先从

脾胃论治。脾胃健运，生化有源，

肝肾精血才能源源不断，筋骨肌

肉才能得养而强壮。故以健脾益

气、和胃养阴为基本法则。常用

西洋参、党参、黄芪、白术、沙参、

麦冬之类药。同时，加强滋肾柔

肝，常选当归、鸡血藤、白芍、何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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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杜仲、山萸、龟胶。在此组方

的基础上，配用马钱子以开通经

络，通达病所，能增强骨骼肌紧张

度，改善肌无力状态。这种扶正

起萎养营生肌的治疗思路，治疗

运动神经元病有一定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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