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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内经》基于“三阴三阳”思维构建的
六气临床应用模型研究※

张登本1，2，3* 李翠娟1，2，3 陈震霖1，2，3

摘 要 为了探寻运气学说中六气理论的临床应用，基于《黄帝内经》对客气为反季节之异常气

候的认识，整理原文所构建的“三阴三阳”客气六步之司天、在泉、胜气、复气四种象态下的病因、所致

病谱、脉象特征和相应临床用药法则的内容，联系后世张元素、陈无择遵循相应季节客气淫胜所致病

证的处方用药经验，从而总结出经文所构建的相关模型及其特征，使运气理论服务于临床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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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内经》（简称《内经》）基于主气是应时而至

的、主万物生、长、化、收、藏之常态气候，而客气是反

季节之异常的、灾害性非时之气，于人体则为致病邪

气的观念，于客气理论之中构建病因模型、发病机理

模型、所致病谱模型、病理脉象模型，以及相关病证的

临床用药法则模型，这就是本文研究的基本立场。

1 “三阴三阳”六气司天临床应用模型
基于原文对“三阴三阳”六气司天而发生的六气

淫胜之病因、所致疾病谱系、基本病机、临床脉象特点

和临床治疗用药法则等内容（《素问·至真要大论》）所

构建的临床应用模型，见表1。
司天之气，也称岁气，统管上半年的异常气候变

化，位于客气六步的三之气。因此，司天之气具有双

重作用，既分管该年份三之气60.875天的特殊气候变

化，还会对上半年初、二、三之气产生的异常气候施加

影响。该类模型因岁支不同而各年份有所差异，6年
为1个周期。

2 “三阴三阳”六气在泉临床应用模型
基于原文对“三阴三阳”六气在泉而发生的六气

淫胜之病因、所致疾病谱系、基本病机、临床脉象特点

和临床治疗用药法则等内容（《素问·至真要大论》）所

构建的临床应用模型，见表2。
在泉之气，也是岁气，统管下半年的异常气候变

化，位于客气六步的终之气。在泉之气也有双重作用，

既分管该年份终之气60.875天的特殊气候变化，还对

下半年四、五、终之气异常的气候施加影响。该类模型

因岁支不同而各年份有所差异，6年为1个周期。

3 “三阴三阳”六气之胜临床应用模型
基于原文对“三阴三阳”六气之胜而发生的六气

淫胜之病因、所致疾病谱系、基本病机、临床脉象特点

和临床治疗用药法则等内容（《素问·至真要大论》）所

构建的临床应用模型，见表3。
胜气，是“三阴三阳”客气六步表现的特殊状态，

六气中的任何一气都可能成为胜气。一旦成为胜气，

就是致病邪气，即致病因素，就会有相应的疾病流行

谱及其相应脉象，就会发生“气有余，则制己所胜而侮

所不胜”的相应病机。

4 “三阴三阳”六气之复临床应用模型
基于原文对“三阴三阳”六气之复而发生的六气

淫胜之病因、所致疾病谱系、基本病机、临床脉象特点

和临床治疗用药法则等内容（《素问·至真要大论》）所

构建的临床应用模型，见表4。
《内经》认为，凡有胜气发生，在其后的某一时段，

一定会有相应的复气出现。复气能制约太过的胜气，

其五行属性与胜气为相克关系，复气出现的时间、强

弱常以胜气的多少而定，但有时也会有“矫枉过正”的

现象发生，即复气强度过大而造成伤害。“有胜则复，

无胜则否”“复已而胜，不复则害”“胜有微甚，复有少

多”（《素问·至真要大论》）则是复气发生的不同象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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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三阴三阳”六气司天临床应用模型

六气司天

三阴三阳

淫胜之邪

所致病谱

基本病机

（气有余，则制己所

胜，而侮所不胜）

脉象特征

用药法则

厥阴司天

厥阴（一阴）

风邪淫胜

民病胃脘当心而痛，

上支两胁，鬲咽不通，

饮食不下，舌本强，食

则呕，冷泄腹胀，溏

泄，瘕，水闭，病本于

脾

风气大来，木之胜也，

土湿受邪，脾病生焉

（木胜乘土）

厥阴之至，

其脉弦

至而和则平，至而甚则病，至而反者病，至而不至者病，未至而至者病，阴阳易者，危

风淫所胜，平以辛凉，

佐以苦甘，以甘缓之，

以酸泻之

少阴司天

少阴（二阴）

热邪淫胜

民病胸中烦热，嗌干，

右胠满，皮肤痛，寒

热，咳喘，唾血，血泄，

鼽衄，嚏，呕，溺色变，

疮疡，胕肿，肩背臂臑

及缺盆中痛，心痛肺

䐜，腹大满，膨膨而喘

咳，病本于肺

热气大来，火之胜也，

金燥受邪，肺病生焉

（火胜灼金）

少阴之至，

其脉钩

热淫所胜，平以咸寒，

佐以苦甘，以酸收之

太阴司天

太阴（三阴）

湿邪淫胜

胕肿骨痛阴痹，阴痹

者按之不得，腰脊头

项痛，时眩，大便难，

阴气不用，饥不欲食，

咳唾则有血，心如悬，

病本于肾

湿气大来，土之胜也，

寒水受邪，肾病生焉

（土胜乘水）

太阴之至，

其脉沉

湿淫所胜，平以苦热，

佐以酸辛，以苦燥之，

以淡泄之

少阳司天

少阳（一阳）

暑邪淫胜

民病头痛，发热恶寒

而疟，热上皮肤痛，色

变黄赤，传而为水，身

面胕肿，腹满仰息，泄

注赤白，疮疡，咳，唾

血，烦心，胸中热，甚

则鼽衄，病本于肺

热气大来，火之胜也，

金燥受邪，肺病生焉

（火胜灼金）

少阳之至，

大而浮

火淫所胜，平以酸冷，

佐以苦甘，以酸收之，

以苦发之，以酸复之；

热淫同

阳明司天

阳明（二阳）

燥邪淫胜

民病左胠胁痛，寒清

于中，感而疟，咳，腹

中鸣，注泄鹜溏，心胁

暴痛，不可反侧，嗌干

面尘，腰痛，丈夫㿗

疝，妇人少腹痛，目昧

眦，疡疮痤痈，病本于

肝

清气大来，燥之胜也，

风木受邪，肝病生焉

（金胜乘木）

阳明之至，

短而涩

燥淫所胜，平以苦湿，

佐以酸辛，以苦下之

太阳司天

太阳（三阳）

寒邪淫胜

血变于中，发为痈疡，

民病厥心痛，呕血、血

泄、鼽衄，善悲，时眩

仆。胸腹满，手热，肘

挛，腋肿，心澹澹大

动，胸胁胃脘不安，面

赤目黄，善噫嗌干，甚

则色炲，渴而欲饮，病

本于心

寒气大来，水之胜也，

火热受邪，心病生焉

（水胜乘火）

太阳之至，

大而长

寒淫所胜，平以辛热，

佐以甘苦，以咸泻之

表2 “三阴三阳”六气在泉临床应用模型

六气在泉

三阴三阳

淫胜之邪

所致

病谱

基本病机

（气有余，则制己所

胜，而侮所不胜）

脉象

特征

用药

原则

厥阴在泉

厥阴（一阴）

风邪淫胜

民病洒洒振寒，善伸

数欠，心痛支满，两胁

里急，饮食不下，鬲咽

不通，食则呕，腹胀善

噫，得后与气则快然

如衰，身体皆重

风气大来，木之胜也，

土湿受邪，脾病生焉

（木胜乘土）

厥阴之至，

其脉弦

至而和则平，至而甚则病，至而反者病，至而不至者病，未至而至者病，阴阳易者，危

风淫于内，治以辛凉，

佐以苦，以甘缓之，

以辛散之

少阴在泉

少阴（二阴）

热邪淫胜

民病腹中常鸣，气上

冲胸，喘不能久立，寒

热,皮肤痛，目瞑,齿痛

䪼肿，恶寒发热如疟，

少腹中痛腹大

热气大来，火之胜也，

金燥受邪，肺病生焉

（火胜灼金）

少阴之至，

其脉钩

热淫于内，治以咸寒，

佐以甘苦，以酸收之，

以苦发之

太阴在泉

太阴（三阴）

湿邪淫胜

民病饮积，心痛，耳聋

浑浑焞焞，嗌肿喉痹，

阴病血见，少腹痛肿，

不得小便，病冲头痛，

目似脱，项似拔，腰似

折，髀不可以回，腘如

结，腨如别

湿气大来，土之胜也，

寒水受邪，肾病生焉

（土胜乘水）

太阴之至，

其脉沉

湿淫于内，治以苦热，

佐以酸淡，以苦燥之，

以淡泄之

少阳在泉

少阳（一阳）

暑邪淫胜

民病注泄赤白，少腹

痛，溺赤，甚则血便。

少阴同候

热气大来，火之胜也，

金燥受邪，肺病生焉

（火胜灼金）

少阳之至，

大而浮

火淫于内，治以咸冷，

佐以苦辛，以酸收之，

以苦发之

阳明在泉

阳明（二阳）

燥邪淫胜

民病喜呕，呕有苦，善

太息，心胁痛不能反

侧，甚则嗌干面尘，身

无膏泽，足外反热

清气大来，燥之胜也，

风木受邪，肝病生焉

（金胜乘木）

阳明之至，

短而涩

燥淫于内，治以苦温，

佐以甘辛，以苦下之

太阳在泉

太阳（三阳）

寒邪淫胜

民病少腹控睾，引腰

脊，上冲心痛，血见，

嗌痛颔肿

寒气大来，水之胜也，

火热受邪，心病生焉

（水胜乘火）

太阳之至，

大而长

寒淫于内，治以甘热，

佐以苦辛，以咸泻之，

以辛润之，以苦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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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四类“三阴三阳”六气临床应用模型的共同

点在于：①都是以运气学说中客气相关内容为前提而

构建的，因此“客气”六步的基本特征在模型中均有体

现；②由于风、寒、暑、湿、燥、火（热）六者的本质不变，

所以，无论其处于“司天”“在泉”，还是“胜气”“复气”

的何种状态，由此发生的致病邪气（病因）的基本属性

也必然相同；③六气的五行属性、阴阳属性也是相同

的（风邪为阳邪，属木，标记为厥阴；热邪为阳邪，属

火，标记为少阴；湿邪为阴邪，属土，标记为太阴；暑邪

为阳邪，属火，标记为少阳；燥邪为阴邪，属金，标记为

阳明；寒邪为阴邪，属水，标记为太阳）；④四类模型中

的“三阴三阳”之序也一致；⑤鉴于以上四者，所以六

淫病邪所致病证的基本性质、脉象特征、“气有余，则

制己所胜而侮所不胜”的基本病机也基本相同。

其不同点在于：①四者所主的时段不同，司天之

气，既主上半年初、二、三等三步之气，同时也主每年

客气六步中的三之气的气候以及由此发生的致病因

素；②“三阴三阳”六气分别表现为司天、在泉、胜气、

复气不同的状态，而不同状态的六气又发生在不同时

段，因此受到所在时位之主气的影响肯定也不同；③

“三阴三阳”之气受不同年份的客主加临状态的影响，

相同之气在“主气胜客气”或“客气胜主气”的影响下，

其所致病证的特征肯定有别，故有“主胜逆，客胜从，

天之道也”之论，如“太阴司天，客胜则首面胕肿，呼吸

气喘；主胜则胸腹满，食已而瞀……太阳司天，客胜则

胸中不利，出清涕，感寒则咳；主胜则喉嗌中鸣”；而六

气在泉年份的客主加临所致病证又是另一番景象，如

“太阴在泉，客胜则足痿下重，便溲不时，湿客下焦，发

而濡泻，及为肿、隐曲之疾；主胜则寒气逆满，食饮不

下，甚则为疝……太阳在泉，寒复内余，则腰尻痛，屈

伸不利，股胫足膝中痛”（《素问·至真要大论》）。这就

是《内经》为何要构建不同的“三阴三阳”六气模型的

理由。

5 “三阴三阳”六气司天邪气淫胜所
致病证的临床用药举例

“三阴三阳”六气分别位于司天、在泉、左右间气

不同时段的状态虽然各有区别，但是古人认为只有六

气处于司天状态时对人体健康的影响最大，这就是历

代临床医学家注重“六气司天”年份所致病证临床用

药研究的缘由。

表3 “三阴三阳”六气之胜临床应用模型

六气之胜

三阴三阳

淫胜之邪

所致病谱

基本病机

（气有余，则制

己所胜，而侮

所不胜）

基本部位

脉象

特征

用药

原则

厥阴之胜

厥阴（一阴）

风邪淫胜

耳鸣头眩，愦愦欲吐，

胃鬲如寒，胠胁气并，

化而为热，小便黄赤，

胃脘当心而痛，上支

两胁，肠鸣飧泄，少腹

痛，注下赤白，甚则呕

吐，鬲咽不通

①肝木偏胜，疏泄太过；

②木胜乘土则脾胃受

邪

脾、胃、肝

厥阴之至，

其脉弦

至而和则平，至而甚则病，至而反者病，至而不至者病，未至而至者病，阴阳易者，危

治以甘清，佐以苦辛，

以酸泻之

少阴之胜

少阴（二阴）

热邪淫胜

心下热，善饥，脐下反

动，气游三焦，呕逆，躁

烦，腹满痛，溏泄，传为

赤沃

①心火盛；

②三焦气机紊乱；

③母病及子，累及脾

胃

心、三焦、大肠

少阴之至，

其脉钩

治以辛寒，佐以苦咸，

以甘泻之

太阴之胜

太阴（三阴）

湿邪淫胜

火气内郁，疮疡于中，

流散于外，病在胠胁，

甚则心痛热格，头痛，

喉痹，项强。湿气内

郁，寒迫下焦，痛留顶，

互引眉间，胃满。少

腹满，腰脽重强，内不

便，善注泄，足下温，头

重，足胫胕肿，饮发于

中，胕肿于上

①湿邪内郁，病发脾胃；

②土胜乘水，病及于肾；

③子病及母，湿邪化

热，火热内盛而心病

心、脾、胃、肾

太阴之至，

其脉沉

治以咸热，佐以辛甘，

以苦泻之

少阳之胜

少阳（一阳）

暑邪淫胜

热客于胃，烦心、心痛，

目赤，欲呕，呕酸，善

饥，耳痛，溺赤，善惊谵

妄，少腹痛，下沃赤白

①暑热内盛，心、心包

发病；

②子病及母，及于肝、胆；

③母病及子，肠胃之疾

心、心包、胃

少阳之至，

大而浮

治以辛寒，佐以甘咸，

以甘泻之

阳明之胜

阳明（二阳）

燥邪淫胜

左胠胁痛，溏泄，内为

嗌塞，外发㿗疝，胸中

不便，嗌塞而咳

①燥金偏盛，肺病生焉；

②金胜乘木而累及于肝；

③子病及母，而发溏泄

肝、肺、大肠

阳明之至，

短而涩

治以酸温，佐以辛甘，

以苦泄之

太阳之胜

太阳（三阳）

寒邪淫胜

痔疟发，寒厥入胃，则

内生心痛，阴中乃疡，

隐曲不利，互引阴股，

筋肉拘苛，血脉凝泣，

络满色变，或为血泄，

皮肤否肿，腹满食减，

热反上行，头项囟顶

脑户中痛，目如脱，寒

入下焦，传为濡泻

①“太阳之胜”，寒病生

焉；

②寒邪伤肾之疾；

③水胜侮土，脾胃失调；

④水气凌心而生心痛

肾、膀胱、脾、胃

太阳之至，

大而长

治以甘热，佐以辛酸，

以咸泻之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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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 厥阴风木司天，风邪淫胜所致病证用药规律

厥阴风木司天，风气流行，风邪淫胜伤人致病的治疗

方法与“厥阴风木在泉”相同。“平以辛凉”，指用味辛

性寒凉之药，疏风清热，使风热外袭之疾，一从表解，

一从内清。“佐以苦甘”，是指苦味能增强泻热作用；风

木太盛，肝气偏旺而乘脾土，故以甘味和其中，益其

脾，“无令得受肝之邪”。“以甘缓之”，是指甘味药物多

具有缓中补虚之效，一则可缓和风木对脾胃之乘袭，

二则可缓和风药，防止疏散太过。至于“以酸泻之”，

指风邪偏盛之证多因风性升散而损及肌表之卫阳，故

用酸味药配合。由于辛味药有疏肝作用，如果疏泄太

过，易使肝气偏亢，亦为异常，故此时用酸味收敛之

药，收敛肝气，防止疏泄太过。对肝脏来说，疏泄为

顺，收敛则逆其特性，故曰“以酸泻之”。《素问·藏气法

时论》之论与此相同。故临床上对风病、肝病之属于

风热者，不论是司天、在泉，还是胜气、复气，只要是风

气偏盛，都应治以辛凉。由于风气过盛、肝气过亢时，

则当配以酸味药物，如白芍、五味子等收敛其偏亢之

肝气，使肝之疏泄作用得以恢复。

如南宋陈无择根据临床验证，在其《三因极一病

证方论·六气时行民病证治》（以下简称“陈氏”）中认

为，但凡“巳亥之岁，厥阴风木司天，少阳相火在泉，气

化营运后天”，所以该年份“病者中热，而反右胁下寒，

耳鸣，泪出掉眩，燥湿相搏，民病黄瘅浮肿，时作瘟

疠”，临证当用“敷和汤”[半夏、枣仁、五味子、枳实（麸

炒）、茯苓、诃子（炮，去核）、干姜（炮）、橘皮、炙甘草等

各半两]。由于六步之气的客主加临状态不同，气候

变化以及所致病证有别，所以临证用药要随季节气候

变化而加减：自大寒至春分，加鼠粘子一分；自春分至

小满，加麦门冬（去心）、山药各一分；自小满至大暑，

加紫菀一分；自大暑至秋分，加泽泻、山栀仁各一分；

自秋分直至大寒，则根据正方。

5. 2 少阴君火（热气）司天，热邪淫胜所致病证用药

规律 少阴君火司天，热气流行，“热淫所胜”，伤人致

病的治法与“少阴君火在泉”相同。“平以咸寒”，主要

指用咸寒之品以治热病。若温热之邪伤人肌表而有

表4 “三阴三阳”六气之复临床应用模型

六气之复

三阴三阳

淫胜之邪

流行

病谱

基本病机

（气有余，则

制己所胜而

侮所不胜）

脉象

特征

用药

法则

厥阴之复

厥阴（一阴）

风邪淫胜

少腹坚满，里急暴痛。

厥心痛，汗发呕吐，饮

食不入，入而复出，筋

骨掉眩清厥，甚则入

脾，食痹而吐

①肝木偏盛之病；

②木胜乘土之脾胃失

调；

③子病及母之心病

厥阴之至，

其脉弦

至而和则平，至而甚则病，至而反者病，至而不至者病，未至而至者病，阴阳易者，危

治以酸寒，佐以甘辛，

以酸泻之，以甘缓之

少阴之复

少阴（二阴）

热邪淫胜

燠热内作，烦躁，鼽嚏，

少腹绞痛。嗌燥，分

注时止，咳，皮肤痛，暴

瘖，心痛，郁冒不知人，

乃洒淅恶寒，振慄谵

妄，寒已而热，渴而欲

饮，少气，骨痿，隔肠不

便，外为浮肿，哕噫，病

疿胗疮疡，痈疽痤痔，

甚则入肺，咳而鼻渊

①心火偏盛；

②火胜灼金，肺失宣肃；

③心火盛则反侮肾水

而成“骨痿”

少阴之至，

其脉钩

治以咸寒，佐以苦辛，

以甘泻之，以酸收之，

辛苦发之，以咸耎之

太阴之复

太阴（三阴）

湿邪淫胜

体重中满，食饮不化，

阴气上厥，胸中不便，

饮发于中，咳喘有声。

头顶痛重，而掉瘛尤

甚，呕而密默，唾吐清

液，甚则入肾，窍泻无

度

①土湿偏盛之脾胃失调；

②土胜反侮肝木之“掉

瘛”；

③土胜制水而肾疾

太阴之至，

其脉沉

治以苦热，佐以酸辛，

以苦泻之、燥之、泄之

少阳之复

少阳（一阳）

暑邪淫胜

惊瘛咳衄，心热烦躁，

便数憎风，厥气上行，

面如浮埃，目乃瞤瘛，

火气内发，上为口糜

呕逆，血溢血泄，发而

为疟，恶寒鼓慄，寒极

反热，嗌络焦槁，渴引

水浆，色变黄赤，少气

脉萎，化而为水，传为

胕肿，甚则入肺，咳而

血泄

①心、心包火胜；

②子病及母而致肝阳

化风；

③火胜灼金而致肺金

失于宣肃

少阳之至，

大而浮

治以咸冷，佐以苦辛，

以咸耎之，以酸收之，

辛苦发之。发不远热，

无犯温凉；少阴同法

阳明之复

阳明（二阳）

燥邪淫胜

病生胠胁，气归于左，

善太息，甚则心痛否

满，腹胀而泄，呕苦，

咳，哕，烦心，病在鬲

中，头痛，甚则入肝，惊

骇，筋挛

①燥金偏盛，肠胃有疾；

②金胜乘木而生肝病；

③金胜侮火，故生心疾

阳明之至，

短而涩

治以辛温，佐以苦甘，

以苦泄之，以苦下之，

以酸补之

太阳之复

太阳（三阳）

寒邪淫胜

心胃生寒，胸膈不利，

心痛否满，头痛善悲，

时眩仆，食减，腰脽反

痛，屈伸不便，少腹控

睾，引腰脊，上冲心，唾

出清水，及为哕噫，甚

则入心，善忘善悲

①肾系疾病；

②水胜乘火之心系病

证；

③反侮所不胜而致脾

胃失常

太阳之至，

大而长

治以咸热，佐以甘辛，

以苦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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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热证者，当运用辛凉解除表热的桑菊饮、银翘散之

类以除之；而对于里热炽盛者，用黄芩、黄连、大黄等

性寒泻火之品以清里热。又因味咸者属于水，水克

火，故用咸味助水除热。“佐以苦甘”，指运用甘寒之药

滋阴生津，缘于火热邪气为阳邪，最易伤人阴津，故用

甘寒之味生津养阴。对于温热之病，“存得一分津液，

便保得一分生机”，所用味甘者，义在于此。热性升

散，既能伤津，又可耗气，而药中之甘温者能益人正

气，所以对于热病伴有短气乏力者，可佐用甘温之药。

酸能收敛，对热病患者发热汗出伤阴耗气时，自当用

酸味药物收敛之，同时，可借“酸甘化阴”之力，救其伤

阴之虞。

陈氏认为，但凡“子午之岁，少阴君火司天，阳明

燥金在泉，气化营运先天”，该年份好发病证如“关节

禁固，腰痛，气郁热，小便淋，目赤心痛，寒热更作，咳

喘；或鼻鼽，嗌咽吐饮，发黄瘅，喘，甚则连小腹而作寒

中”，故临证当用“正阳汤”[白薇、玄参、川芎、桑白皮

（炙）、当归、芍药、旋覆花、甘草（炙）、生姜各半两]。
该方是以“宜咸以平其上，苦热以治其内，咸以软之，

苦以发之，酸以收之”为思路组方，临证辨治还需根据

该年份不同季节气候特点下罹患的相关病证予以加

减：自大寒至春分，加杏仁、升麻各半两；自春分至小

满，加茯苓、车前子各半两；自小满至大暑，加杏仁、麻

仁各一分；自大暑至秋分，加荆芥、茵陈蒿各一分；自

秋分至小雪，据正方；自小雪至大寒，加紫苏子半两。

5. 3 太阴湿土司天，湿邪淫胜所致病证用药规律

太阴湿土司天，湿乃大行，湿气淫胜伤人致病的治疗

用药，法同“太阴湿土在泉”。“平以苦热”，指用苦味温

性之药以燥其湿，如苍术者是也，若为湿热者，可用黄

连、黄柏、白头翁等以燥湿清热。“佐以酸辛”，一来酸

味属木，入肝，木胜土，故酸味能胜湿邪，此亦为木克

土在五味相胜理论中的体现；二来辛能发散，尤其对

于表湿者，防风、羌活等可用之，以发汗排泄。“以苦燥

之”，指苦味能燥湿，湿热者选用苦寒之品，而寒湿者

则用苦温燥之。“以淡泄之”，指淡味药能利尿除湿，如

茯苓、猪苓、扁豆、薏苡仁、车前草、冬瓜皮等皆属之。

陈氏认为，但凡“丑未之岁，太阴湿土司天，太阳

寒水在泉，气化营运后天”，该年份临证多见“病者关

节不利，筋脉拘急，身重萎弱，或温疠盛行，远近咸若，

或胸腹满闷，甚则浮肿，寒疟血溢，腰椎痛”，故临证当

选用“备化汤”[木瓜干、茯神（去木）各一两，牛膝（酒

浸）、附子（炮，去皮、脐）各三分，熟地黄、覆盆子各半

两，甘草一分，生姜三分]为主方随证加减。此方以

“用酸以平其上，甘温治其下，以苦燥之，温之，甚则发

之，泄之。赞其阳火，令御其寒”为思路组方，临证用

药还要根据六节气候变化而加减：自大寒至春分，据

正方；自春分至小满，去附子，加天麻、防风各半两；自

小满至大暑，加泽泻三分；自大暑直至大寒，据正方。

原文还认为，“湿上甚而热，治以苦温，佐以甘辛，

以汗为故而止”（《素问·至真要大论》），是指人体上半

身感受湿邪的用药法度，即用“苦温”治之，佐以辛甘

发散之品以发其汗，到浮肿消退为止，仲景所主张的

“诸有水者，腰以下肿，当利小便；腰以上肿，当发汗乃

愈”（《金匮要略·水气病》）的治疗大法即据此旨。为

何六气皆不言此而唯“湿淫于内”作此补充之论呢？

因为《内经》认为湿为阴邪，易袭阴位，如“伤于湿者，

下先受之”（《素问·太阴阳明论》），“身半以下者，湿中

之也”（《灵枢·邪气藏府病形》）。“清湿则伤下”“清湿

袭虚，则病起于下”（《灵枢·百病始生》），可见，湿邪伤

人下部阴位是一般规律，而湿邪伤人上部阳位者虽非

绝无仅有之例，但不属邪气伤人的常例，故此处独言

而特示之。

5. 4 少阳相火（暑气）司天，暑邪淫胜所致病证用药

规律 少阳相火司天，暑乃大行，上半年气温偏高，夏

季天气炎热酷暑，火邪淫胜伤人的治疗用药，其法与

“少阴君火司天”基本相同，故此处曰“热淫同”。用酸

冷之品清热泻火，以清里热。味酸者既可收敛大暑炎

热之势，又可酸甘化阴，滋补热盛所伤之阴津，同时又

能敛汗敛气。“因于暑，汗”（《素问·生气通天论》）及

“炅则气泄”（《素问·举痛论》），说明暑热所伤，其人汗

多，既可伤津，又能耗气，故当用酸药收之。苦能泻

火，可治火邪内郁之疾。故有“此与在泉热淫治同。

盖水能胜火，故平以咸冷，苦能泻火之实，甘能缓火之

急，故佐以苦甘。火盛而散越者，以酸收之，火郁而伏

留者，以苦发之。然以发去火，未免伤气，故又当以酸

复之。而火热二气同治也”（《类经·运气类》）之注。

陈氏认为，但凡“寅申之岁，少阳相火司天，厥阴

风木在泉，气化营运先天”，该年份临证多见“病者气

郁热，血溢目赤，咳逆头痛，胁满呕吐，胸臆不利，聋瞑

渴，身重心痛，阳气不藏，疮疡烦躁”，故临证当选用

“升明汤”[紫檀香、炒车前子、青皮、半夏(汤洗)、酸枣

仁、蔷蘼、生姜、炙甘草各半两]为主方随证加减。此

方以“咸寒平其上，辛温治其内，宜酸渗之，泄之，渍

之，发之”为思路组方，临证用药还要根据六节气候变

化而加减：自大寒至春分，加白薇、玄参各半两；自春

分至小满，加丁香一钱；自小满至大暑，加漏芦、升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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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芍药各半两；自大暑至秋分，加茯苓半两；自秋分至

小雪，根据正方；自小雪至大寒，加五味子半两。

5. 5 阳明燥金司天，燥邪淫胜所致病证用药规律

阳明燥金司天，燥气大行，燥气淫胜伤人致病的治疗

用药，法同“阳明燥金在泉”。燥性干涩，易伤津液，易

伤肺致病。所谓“平以苦温”，是针对凉燥而设，燥为

次寒，虽然有温燥致病，但凉燥者为多，故用苦温以散

其凉燥。“佐以酸辛”，指辛味能发散，有利于燥邪所致

肺之宣发失常的恢复；辛能宣散肺气，用味酸之品，一

则敛收之以防辛散太过，二则酸甘化阴，以助燥胜所

伤之阴津。“苦”寒能清泻，可除温燥；“苦”温以除凉

燥。可结合“阳明燥金在泉”之“燥淫于内”的用药

法度。

陈氏认为，但凡“卯酉之岁，阳明司天，少阴在泉，

气化营运后天”，该年份临证多见“病者中热，面浮鼻

鼽，小便赤黄，甚则淋，或疠气行，善暴仆，振栗谵妄，

寒疟痈肿，便血”，故临证当选用“审平汤”[远志（去

心，姜制炒）、紫檀香各一两，天门冬（去心）、山茱萸各

三分，白术、白芍药、炙甘草、生姜各半两]为主方随证

加减。此方以“咸寒以抑火，辛甘以助金，汗之，清之，

散之，安其运气”为思路组方，临证用药还要根据六节

气候变化而加减：自大寒至春分，加白茯苓、半夏、紫

苏、生姜各半两；自春分至小满，加玄参、白薇各半两；

自小满至大暑，去远志、山茱萸、白术，加丹参、泽泻各

半两；自大暑至秋分，去远志、白术，加酸枣仁、车前子

各半两；自秋分直至大寒，据正方。

5. 6 太阳寒水司天，寒邪淫胜所致病证用药规律

太阳寒水司天，寒乃大行，上半年气温偏低，“寒淫所

胜”伤人致病的治疗用药，法同“太阳寒水在泉”。“平

以辛热”者，若寒邪袭表，症见恶寒、发热、无汗、头身

疼痛、脉浮紧之表寒证者，用麻黄汤辛温解表，以发汗

解表；若寒邪直犯于胃而致恶寒、脘腹冷痛剧烈、得温

减轻、呕吐清水、脉沉紧之胃寒证者，可用辛热之良附

丸，以温胃散寒止痛；若寒滞肝脉所致少腹冷痛、抽引

外阴者，用辛热之暖肝煎治之。“佐以甘苦”，当为“甘

热”，以温中散寒。“以咸泻之”者，咸入于肾，以助肾阳

祛除寒邪之力，故曰“泻”。理解此处组方法度当与在

泉之法相参。

陈氏认为，但凡“辰戌之岁，太阳司天，太阴在泉，

气化营运先天”，该年份临证多见“病身热头痛，呕吐气

郁，中满瞀闷，少气足痿，注下赤白，肌腠疮疡，发为痈

疽”，故临证当选用“静顺汤”[白茯苓、木瓜干各一两，

附子（炮，去皮、脐）、牛膝（酒浸）各三分，防风、诃子

（炮，去核）、炙甘草、干姜（炮）各半两]为主方随证加

减。此方以“用甘温以平水，酸苦以补火，抑其运气，扶

其不胜”为思路组方，临证用药还要根据六节气候变

化而加减：自大寒至春分，去附子，加枸杞半两；自春分

至小满，加附子、枸杞；自小满至大暑，去附子、木瓜、干

姜，加人参、枸杞、地榆、香白芷、生姜各三分；自大暑至

秋分，加石榴皮半两；自秋分至小雪，据正方；自小雪至

大寒，去牛膝，加当归、芍药、阿胶（炒）各三分。

六气司天所致病谱的治疗用药规律模型“三阴三

阳”之序与客气六步一致。通过对两种模型资料的对

比分析，发现六气司天、六气在泉淫胜所致病证的治法、

组方法度、临床所用药物的性味功效等内容基本一致。

6 “三阴三阳”六气淫胜所致病证的
临床用药举例

如何用药治疗“三阴三阳”六气淫胜所致病谱？

此处以元代张元素之临床经验为例，专论“六气相胜”

而病的治疗药物配组方法。“六气相胜”而病的治疗药

物配组方法与六气司天、在泉淫胜致病时的药物组配

略有区别。无论是主气还是客气，相同特点的气候淫

胜之时，均可按以下规律用药。

6. 1 “厥阴之胜”所致病证临床用药 张元素的《医

学起源·六气方治》（简称“张氏”）依据“厥阴之胜，治

以甘清，佐以苦辛，以酸泻之”（《素问·至真要大论》）

之用药原则认为，可针对临床病证特点分别选用防风

通圣散、灵砂丹、神仙换骨丹、不换金丹、花蛇续命汤、

加减冲和汤、防风天麻散、祛风丸、大通圣白花蛇散、

活命金丹、至宝丹、牛黄通膈汤等。

6. 2 “少阴之胜”所致病证临床用药 张氏依据“少

阴之胜，治以辛寒，佐以苦咸，以甘泻之”（《素问·至真

要大论》）之用药原则，针对少阴君火热气淫胜所发生

的不同病证，拟定以下方药以供选择：凉膈散、黄连解

毒汤、三一承气汤、八正散、洗心散、调胃承气汤、大承

气汤、柴胡饮子、白虎汤、桃仁承气汤、神芎丸。

6. 3 “太阴之胜”所致病证临床用药 张氏遵循“太

阴之胜，治以咸热，佐以辛甘，以苦泻之”（《素问·至真

要大论》）之用药原则，结合相关的疾病流行状态，创

制葶苈木香散、白术木香散、大橘皮汤、桂苓白术丸、

六一散、五苓散、赤茯苓丸、人参葶苈丸、海藻散等方

药，以供临床治疗相关病证时选择。

6. 4 “少阳之胜”所致病证临床用药 张氏遵循“少

阳之胜，治以辛寒，佐以甘咸，以甘泻之”（《素问·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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