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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中医气象与地理病理学概述

中医气象与地理病理学是阐述人与天地之间、自然界致病外

因，和人体内因相互关系的科学，它是在中医人与自然相关、人

与天地相应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结合现代气候、气象、地理变

化探讨人体生理、病理之间相应规律的学科。其中心环节是“时

间二地理气候（气象）一人体生理（病理）”。这是以古代运气学

说为基础的，进行不断完善、补充和逐步发展起来的学科。

古代医学称天地为一大宇宙，人体为一小宇宙，谓大小宇宙

息息相通，《内经》称之为“人与天地相应”，具体内容包括时间

气候与人体生理病理和地理气候与人体生理病理两大方面。但两

者是互相联系，又有区别的。在同一时间内不同地域气候各自不

同，引起人体疾病发生、发展规律不同；在同一地域内，不同时

间气候有异，则人体生理活动有别，发病亦有区别，这些是人们

生活在大自然中不容争辩的客观事实。中医气象与地理病理学主

要包括在“阴阳气化学说”“、五运六气学说”“、九宫六气”等学

说研讨的内容之中。

一、阴阳气化学说与时间医学

古代医家在朴素的辩证法思想指导下，认为天地万物无时不

在运动变化之中，人生于天地气变之中，自然界的气候环境无不

时刻地影响着人体的生命活动。古人把自然界运动变化气候划分

为阴阳两个方面的气化。《内经》分析了昼夜交替、四时变更的阴

阳消长过程，认为：一日十二时辰中的子、午、卯、酉四个时辰，

一年廿四节气中的二分（春分、秋分）二至（冬至，夏至）四个

节气，是阴阳交替的枢机。子午与二至正是阴阳转折时期；卯酉



与二分则是阴阳平衡之际。祖国医学认为人体的生理活动是随着

阴阳消长过程发生的相应的变化。例如皮肤腠理的开合，脉象的

变化（春浮、夏洪、秋毛、冬石）；十二经脉气血的运行，也随着

阴阳消长存在有规律的涨退，经穴也相应地出现定期的开合。在

摄生方面，提出了“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之说。人体的病理

变化也无不受到阴阳消长 顺气一日分为四时篇》的影响。《灵枢

认为，因昼夜阴阳交替、疾病也有旦慧、昼安、夕加、夜甚的变

化。在阴阳变化之际，阳盛的病能冬不能夏，阴盛的病能夏不能

冬。老年、体弱、衰虚者，每当二至、二分时，即不能适应甚或

导致死亡。在治疗上强调“必先发气，毋伐天和”，即是要注意阴

阳气化、四时节气的特点，用药要遵循“四时药法”。这种从阴阳

气化理论来阐释人体的生理病理活动，并据此指导治疗、预防，这

是祖国医学整体论的核心成分。

近代科学证明，一切生命活动随着昼夜的交替、四时的变更，

呈现着周期性。人的体温升降、心率的快慢、血压的高低、血糖

的含量、激素的分泌、尿中电离子的排泄、基础代谢率、生长激

素和睡眠醒觉周期以及经络电势等，均有近似 小时的节奏。人

体内尚有年周期以及其它不同周期的变化。例如肾上腺皮质激素

甾酮类的排泄量，除了与尿中 昼夜周期外，尚有一星期、二十

天、一月、一年等不同周期。又如肝的解毒功能和胆汁分泌，一

般是夏天降低、冬天升高，这与夏天食欲减低人体消瘦有一定关

系。总之，整个生物界以及人类生活，乃是对季节及昼夜变化的

一种历史性适应。近代生物学把这种周期性活动称之为“生物

钟”，又分别以“日钟”与“年钟”来说明之，阴阳气化学说实质

上包含有生物钟的内容。

现代临床家已注意到人体的周期活动，认为很多原有生化指

标，有待在时间结构上重新评价。例如上午做葡萄糖耐量曲线完

全正常，下午测定却发现糖尿病曲线。可见必须从动态过程来加

以考察，才能把握病理活动规律。

祖国医学历来重视时间因素，并从动态过程来进行辨证施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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