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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12月以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rona

Virus Disease 2019，COVID-19)(简称新冠肺炎)

疫情备受关注。据西北各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消息，

截至 2020年 2月 12日 24时，西北五省及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累计报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病例

453例，其中陕西确诊 225例［1］，甘肃 87例［2］，宁

夏 64例［3］，青海 18例［4］，新疆(含兵团）59例［5］。

新冠肺炎是由感染新型冠状病毒(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SARS-CoV-2)

导致的肺炎，SARS-CoV-2以前从未在人体中发现

的冠状病毒新毒株，和已知的冠状病毒具有高度

同源性，可通过呼吸道、飞沫和接触传播，人群普

遍易感，呈聚集性发病，潜伏期为 1耀14 天，多为
3耀7天。感染 SARS-CoV-2后人体主要临床症状为

发热、乏力、干咳，此外亦可见鼻塞、流涕、咽痛及

腹泻等不典型症状。轻型患者仅表现为低热，轻微

乏力，无肺炎表现［6］。目前尚无针对 SARS-CoV-2

的特效药。中医药在历次突发传染病的防治方面

效果显著［7-10］。笔者结合“五行气化论”对此次西

北地区疫情的中医特点和防治进行探讨。

1 何为“五行气化论”

“五行气化论”是国家级名中医刘华为教授将

中医学的五行与气机气化概念相结合，对人体和

自然界的气机气化进行解读，并通过长期临床实

践而提出的理论。

1.1 五行气化论的基本内容 五行气化即“五行

脏腑气机气化”，它是以五行理论为依托，构建自

然界与人体在气机气化方面的医学模式的理论。

该模式是以五行理论为载体，以五方五季为中心

的大自然各部分与以五脏六腑为中心的人体各部

分相参，探讨自然界与人体生态和病态的相关性［11］。

气机是指人体内气的正常运行机制，“升降出入”

是其基本运动形式；气化是对物质、能量转化过程

的高度概括，涵盖了精、气、血、津液等人体精微物

质在机体中的转化［12］。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五行，五行是中国古代哲学对自然界的高度

概括，其中包含了天地阴阳、四时节气等，认为人

体的五脏六腑、奇经八脉、四肢百骸均通过五行配

属、生克制化与自然界保持统一，同时受自然界的

影响，即“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二是脏

腑，人体脏腑是中医整体观的核心，同时也是气化

的核心和载体，脏腑是五脏六腑形质与功能的统

一，是人体维续生命活动、发挥生理功能的原动

力。脏腑实质上就是人体与天地五行相对应的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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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功能体系。脏腑分别配属五行，各脏腑之间制化

平衡，构成人体的“内五行”。同时受自然界四时阴

阳，即“外五行”的制约，天人相应，以达到动态平

衡，“逆之则灾害生，从之则疴疾不起”就说明人体

必须顺应天地、阴阳、四时的变化，方能保身长全。

三是气机气化，人体的整个生命过程均有气机气

化的参与，“出入废则神机化灭，升降息则气立孤危”

就说明气机的正常运行是维持人体健康的根本。

总体而言，五行的生克制化是自然界一切事

物的运行规律；脏腑是气化的载体；气机气化是人

体五脏与天地五行相合，并按其运行规律使身体

达到天人合一状态的运动方式。五行的相生相克

过程分别对应精微物质的合成与分解过程。若生

克制化的功能异常，则为相乘相侮。气机运动失

常，气化失司，则会产生痰、饮、水、湿、瘀血等异常

代谢产物，成为继发性致病因素，使气机失常、气

化失司进一步加重，最终互为因果，形成恶性循

环［13］。

1.2 五行气化论的实践意义 “阳化气，阴成

形”，气化的基础在于阳气充足，阳气是保障生命

活动的基石，具有温养组织，推动脏腑气化的功

能。各脏腑皆赖阳气的温煦，才能五脏协调，使机

体保持正常的新陈代谢；反之，阳气虚则导致疾病

发生，即“气实形实，气虚形虚”之意。若阳气不足

可直接导致精微物质的输布代谢异常，出现病理

产物，阻滞气机，影响气化；也可使气的推动作用

减弱，致升降出入失常，从而变生他病。故临床诊

治时应遵循顾护阳气、温补阳气、恢复气化的原则。

2 从五行气化看新冠肺炎

2.1 新冠肺炎的中医病因、病机特点 新冠肺炎

属于中医“疫病”范畴，其传染性强，人群普遍易

感，正与《温疫论》中：“疫者……此气之来，无论老

少强弱，触之者即病，邪从口鼻而入”“病遍于一

方，延门阖户，众人相同”相合。通过收集相关病历

资料发现，新冠肺炎患者主要有发热(多为低热)、

恶寒、干咳、乏力、胃脘痞满、呕恶，或有咽干、咽喉

疼痛、口干等症状，大多舌质淡红、苔白腻、脉浮紧

或浮缓。《诸病源候论》云：“邪之初伤，先客皮毛，

故肺先受之。”外邪侵袭，先客体表，卫阳被寒湿所

困，正邪相争，故见发热、恶寒；热被湿遏，故热势

不张，呈现低热；湿性黏腻，耗伤阳气、阻滞气机，

致使气机运化失常，则有胃脘痞闷等症。寒湿郁

肺，肺气失于宣降，则上逆为咳；又因燥热灼伤肺

阴，故而干咳少痰、咽喉疼痛。加之武汉地区江湖

纵横，降雨充沛，时值深冬，有明显的“寒湿”特点，

结合症状舌脉，刘华为教授认为此次新冠肺炎是

因人体感染“寒湿疫毒”之气后，寒湿阻遏，气机不

利，气化失司所致。

2.2 发病节气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于己亥年终，

己亥年为土运不及之年，厥阴风木司天，少阳相火

在泉，整体气候偏风热。由于少阳相火火热最盛，

所以少阳相火在泉四年(乙亥、丁亥、己亥、癸亥）

的终之气在六十甲子年之中最为温暖。《景岳全

书》云：“冬时应寒而反温，此非其时而有其气，是

以一岁之中，长幼之病多相似者，是实时行之病，

感冒虚风不正之气，随感随发，凡禀弱而不慎起居

多劳倦者犯之。”气候应寒而反热，是此次疫情流

行的关键。冬主闭藏，阳气应潜伏于内，但己亥年

终气候温暖，天之阳气在外，人之阳气亦随之外

越，腠理开泄，易感外邪。正如《冯氏锦囊秘录》中

所载：“天之阳气，人之阳气，升浮在外，加之不谨，

外虽微寒，可以直中阴经，乃名为中，当急温补。”

此外，己亥年土运不及，土本能伏火，土虚则伏火

无力，火气外泄则化燥伤肺［14］。故其病因在寒湿

基础上，仍有燥热特点。

2.3 西北地区的地域特点 《素问·异法方宜论

篇》云：“黄帝问曰：‘医之治病也，一病而治各不

同，皆愈何也?’岐伯对曰：‘地势使然也。’”不同的

地域条件，造成了患者体质及发病特点各不相同。

西北地区面积广大，山脉纵横，干旱缺水，冬季气

候寒冷干燥。加之西北地区有众多河流发源，宁夏

平原、关中平原等地河流密布，冬季当寒而反温，

流水不冰，则水化为湿，湿邪弥漫、黏腻，易伤肺

阳。故西北地区感染患者虽以寒湿疫毒为主，但较

其他地区燥热之象更加明显。

2.4 易感人群体质 笔者通过整理西北地区已

确诊患者资料并未发现特殊易感人群，与国家卫

健委发布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

五版修正版）》所说人群普遍易感基本一致。2020

年 2月 2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明确提出儿童和

孕产妇是新冠肺炎的易感人群［15］。因小儿稚阴稚

阳之体，卫阳不固，抗病能力不足；孕产妇之血气

用以供给胎儿的生长发育，阴血下注于冲任胞宫，

自身气血相对不足，所以易为外邪所乘［16］。“邪之

所凑，其气必虚”，体弱之人相对易感，疫病虽以祛

邪为要，但也须顾护正气。西北之人，腠理致密，气

血深厚，寒湿之邪，难于透出，故宜用疏通重剂，祛

邪外出，佐以润燥之品［17］。

3 以五行气化论指导新冠肺炎的防治

因西北地区确诊患者多为输入性病例，具有

明显的寒湿特点，且己亥年冬季气温较高、缺乏有

效降雪，结合西北地理特点、发病节气及人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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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刘华为教授认为西北地区疫情的致病因素为

“寒湿兼有燥热”，病机为寒湿疫毒束表郁肺，燥热

伤津。故其证型表述为“寒湿束表，热郁津伤”，治

以“解表化湿，宣肺透热”为法，方选藿香正气散合

甘露消毒丹加减，药物组成为：藿香 15 g，茯苓 10 g，

陈皮 10 g，厚朴 10 g，苏叶 12 g，桔梗 15 g，炒白术

10 g，连翘 15 g，芦根 30 g，生甘草 10 g，薄荷(后

下)12 g，滑石(布包煎)18 g。以水煎服，每剂水煎

400 mL，早晚分服，每次 200 mL。

方中藿香为解表散寒化湿之要药，为君药；因

外湿引动内湿出现脾胃呆滞，气机不畅，所以方中

用茯苓、炒白术、陈皮、厚朴以健脾化湿、理气和

中，为臣药，湿去则阳复，阳复则气化有权，五药共

奏散寒祛湿之功。苏叶、桔梗、薄荷宣发肺气以增

强解表散寒之力，为臣药。因病性兼有燥热，故方

中加滑石、连翘、芦根、甘草清热利湿而不伤阴，为

佐使药。且方中生甘草、炒白术、茯苓有健脾补气、

培土生金之功，“四季脾旺不受邪”，脾运健旺，中

气充足，则气化自行，同时亦有“甘守津还”之意。

因此，本方的配伍体现了“散寒化湿、透散郁热、保

津益气”的治法，也充分体现了“宣上、畅中、渗下”

的法度，外湿内湿兼治，祛邪护正同施，充分体现

了五行气化的奥旨。

4 小结

此次新冠肺炎发病迅猛，传染性极强，已传播

到世界上 20多个国家和地区，但其发病多为轻症

刘华为教授所拟之方可用于轻症患者，或用之于

预防。正气的盛衰在疾病的发展过程中起关键作

用，正气盛则邪去病退，正气衰则邪进病危，所以

祛邪扶正尤为重要，“中央土以灌四旁”，脾胃健运

则其余四脏气化有权，补益脾胃是扶正祛邪的重

中之重，当贯穿预防及治疗过程的始终。疫病患者

胃气调和，才能生机勃然［18］。此方虽为针对西北

地区疫情特点拟定，但应用范围不拘泥于西北，

从现代医学看，本病的病因为感染 SARS-CoV-2，

所以全国各地的输入病例与武汉地区的病因病机

基本一致，故治法亦大体相同，各地皆可参考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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