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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三虚”致疫理论浅探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 刘伟群 吴松鹰▲ 林 杰

摘 要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具有传染性强、危害性大的致病特点，属中医“疫病”范畴。我国传统

医学在抗疫防疫方面有着独到的见解，并积累了很多宝贵经验，“三虚”致疫理论提出了疫病发生的

三大条件。本文基于“三虚”致疫理论浅探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发病条件，提出注重运气、调理脏腑

阴阳、避其毒气、三因制宜抗“三虚”以防治疫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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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
19，简称“新冠肺炎”）是 2019年底

开始暴发的一种因感染新型冠状

病毒引发的急性感染性肺炎。湖

北省武汉市是我国最先暴发疫情

的城市。目前针对新冠肺炎的治

疗尚缺乏特效药物，预防和早期干

预治疗对于疫情的蔓延及进展起

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此次疫

情中，中医药的介入在疾病的各个

阶段显现出可观疗效，防控专家也

主张按照患者体质、病情、气候条

件等不同情况辨证施治，这与中医

“三虚”致疫思想有相通之处。本

文基于“三虚”致疫理论浅探新冠

肺炎的发病条件，试图探索中医药

防治疫情的新思路和方法。

1 “三虚”致疫含义

“三虚”是中医理论的特有概

念之一，首见于《黄帝内经》，其多

篇对“三虚”进行了论述。如《灵

枢·岁露论第七十九》云：“乘年之

衰，逢月之空，失时之和，因为贼风

所伤，是谓三虚。”“乘年之衰”意为

五运不及、司天在泉之气失守、流

年逢忌及冬至、夏至特殊节气；“逢

月之空”为下弦月至次月上弦月；

“失时之和”指四季气候失常和违

背四时规律的作息方式。在这“三

虚”时间之际，人体神气较为涣散，

易受虚邪贼风侵袭，强调了天时的

变化对机体正气强弱的影响[1]。随

着历代医家认识的不断深入及拓

展，疫病范畴的“三虚”内涵出现了

一定分歧。明代医家张介宾、杨继

洲等人以“天虚、人虚、汗出”作“三

虚”之要。清代高士宗认为：“脏不

足，一虚也；天虚，二虚也；感邪，三

虚也。”当代部分学者认为“三虚”

应为“天虚、人虚、人神失守”[2]。“三

虚”具体含义中，天人二虚多为共

识，而争议焦点在于第三“虚”当作

何解。现代医家顾植山教授明确

指出，“天虚”指自然界气候、时令

节律变化失常，“人虚”指人体防病

御邪能力下降，“邪虚”意指疾病的

致病原直接侵犯机体[3]。笔者认为

“汗出”“人神失守”为脏腑失调所

致，是人虚的具体体现，不应另作

第三“虚”，应当遵顾老之见，第三

“虚”为外邪的侵犯。反常的天运

影响机体生理状态使之抵抗力下

降，若此时邪气盛凌，侵袭力强，加

之机体正气不足无力驱邪外出，三

者共同作用是疫病产生的重要原

因。“三虚”致疫理论反映了中医学

天人相应的核心思想。人作为自

然的产物，应与之和谐共存，当二

者之间的平衡关系被破坏，邪气应

时而生，人体会因无法顺应自然变

化而导致疾患，因而调整天、人、邪

三者关系和谐统一正是中医学诊

治疫病的关键所在。

2 “三虚”致疫与新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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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状病毒肺炎发病

2. 1 天虚 在《黄帝内经》中，“天

虚”主要是指五运六气的反常变

化。《素问·刺法论》曰：“升降不前，

气交有变，即成暴郁。”天虚会引起

运气的暴郁，是疫疠之气萌发的时

间条件。异常气候会使受灾人群

的免疫力和自身调节功能下降，进

而诱发疫病的流行[4]。新冠肺炎始

于己亥年终之气，己亥年为土运不

及之年，风木较为亢盛，气候总体

风热偏盛，时值冬至、三九之时，寒

令应至而未至反为热，同时疫病暴

发地武汉水域面积辽阔，加上阴雨

连日浸淫，气候的反常和地域环境

潮湿为新型冠状病毒的生存与蔓

延提供了有利条件[5]。同时疫疠并

不局限在气候失常当年发生，常见

“伏邪”2～3年后而发病。气候失

常的主因是“刚柔失守”。回首

2003年 SARS的发病则很好地验

证了“三年化疫”理论。《素问遗篇》

指出若庚辰年年运“刚柔失守”会

出现“阳明犹尚治天”“火胜热化”

“水复寒刑”等天气干旱、寒水来复

极端气候，此后伏疫三年化生“金

疫”，即肺性疾病[6]。此次新冠肺炎

疫情也可从 2017年五运六气变化

探寻一二。《黄帝内经》云：“丁酉失

守其位，柔不附刚，三年化疠，名曰

木疠。”2017年丁酉之年为阳明燥

金司天，当年春季气温跟往常年份

比起来偏低，秋冬的燥热较为明

显，故其影响三年后的“伏邪”应为

伏燥。这与 2003年 SARS发病相

似，也可解释新型冠状病毒与

SARS病毒具有高度相似的病毒基

因序列；当前确诊的大部分病例可

见倦怠乏力、干咳少痰、咽干疼痛

等主症都与伏燥的致病特点相符。

春季五行属木，风邪乃百病之长，

其性善行而数变，可解释今之木疫

虽危重程度不如 SARS，但其传染

性远高于其他疾病[7]。

2. 2 人虚 中医学认为“正气存

内，邪不可干”。人体正气虚弱是

易受疫疠之气侵袭的重要内因，同

时又逢天运异常改变，使得疫毒之

邪侵犯人体而导致发病，人体又进

一步为瘟疫的流行传播提供了载

体。目前新冠肺炎患病及病情较

重者以老年人居多，而治愈人群以

青壮年占多数。究其缘由，青壮年

气血充足，营脉通利，卫气固外，有

利于抵邪外出而愈；而随年岁增

长，脏腑功能渐衰，肺气不足无力

抵抗外邪，加之平素基础疾病使病

情进一步恶化。除了年龄因素，人

体正气强弱还受到多方面因素的

影响，比如饮食、生活习惯等。李

东垣在《脾胃论》中指出：“百病皆

由脾胃衰而生。”武汉当地居民饮

食结构主要以面食、生冷海鲜等食

物为主，厚重黏腻阴寒之物阻碍脾

胃运化。非时之气夹时疫之毒侵

袭人体，戾气随呼吸而入首犯于

肺，累及中焦脾胃，脾胃运化功能

进一步受损，导致湿浊毒邪无以为

运；甚则从营入血，扰动神明，若逆

传心包或见变证危象[8]。现在大多

数人生活作息紊乱，来自家庭和社

会的压力剧增，睡眠质量差、时间

短等因素导致机体正气不足，这可

能是引发感染 COVID-19的原因

之一[9]。

2. 3 邪虚 “邪虚”意指外邪或非

时之气化生疫毒直接侵犯机体，相

当于现代医学中细菌、病毒等致病

微生物[3]。《素问遗篇》提出“人气不

足，天气如虚……邪鬼干人，致有

夭亡”，“天虚而人虚也，神游失守

其位，即有五尸鬼干人，令人暴亡

也”。此处“邪鬼”“五尸鬼”解释为

“虚邪贼风”。吴又可在《温疫论》

中指出疫毒可以通过口鼻呼吸或

肢体接触引起发病流行。叶天士

云：“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

包。”指出了病邪首犯人体肺卫，顺

传则预后较好，逆传则病情凶险预

后不良[10]。《疫证治例》也指出：“风

寒暑湿燥火六气失时……中其毒

者，率由口鼻入，稽留气道，蕴蓄躯

壳，病发为疫，证类伤寒。”可见疫

毒可与风邪、寒邪、湿邪、燥邪、火

邪夹杂为患，疫毒从口鼻而入侵袭

肺系导致发病；根据病因及临床表

现可分为寒疫和温疫，寒疫表现为

有热有寒，以畏寒为主，温疫以发

热重、恶寒轻为特征[11]。王东军

等[12]认为新冠肺炎的发病是由于

人体感受外界的湿邪疫毒，逐渐发

展为具有寒湿性质或湿热性质的

传染性、流行性疾病，不仅可外淫

肌腠，又能内郁肺胃为病，具有典

型由表入里的六经传变过程，又可

呈现上焦、中焦、下焦逐步传变或

出现疫邪弥散、三焦同病的趋势。

3 基于“三虚”致疫防
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3. 1 注重天时之运 随着社会经

济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全球生态

环境正在面临前所未有的考验，自

然环境的变化亦会反作用于人类

社会，人类与生态的失衡在一定条

件下会转变成疫病肆虐的诱因。

清·缪问所注《三因司天方》指出，

在“天、人、邪”三因之中应尤其重

视司天之五运六气。五运六气理

论不仅能提示疫病发生的时间周

期，还对疫病的病机、证候特点及

治疗方案具有重要指导意义[13]。

今年乃庚子年，岁运属“太商”，不

利于丁酉年“伏燥”的缓解，加上寒

湿气候，燥湿夹杂，所以疫情的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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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速度就比较缓慢。但庚子年的

客气太阳寒水可制约伏燥之气，在

用药方面使用滋阴、散寒等药物有

利于症状的缓解。有研究表明在

一些特殊的年份发生疫病的概率

会比平常年份高，比如丁壬木运

年、戊癸火运年、丙辛水运年和丑

未之岁年[14] ，如果能基于天人相应

的思想重视自然环境对疫病发生、

发展的影响，充分利用五运六气学

说预知失常的年势气运，及时、准

确、有效地做好防疫准备，则可将

疫毒扼杀于萌芽期。

3. 2 调理脏腑阴阳、顾养正气

脏腑阴阳平衡、正气充足是抵御疫

毒的关键，也是疫病预后的关键。

而顾养正气需顺应天地阴阳的变

化，亦即调节人体机能以适应外界

环境改变，正如《素问·上古天真

论》所云：“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

神内守，病安从来。”现代人已将熬

夜、嗜酒应酬当成常态，破坏人体

气血正常运行，应“起居有常，不妄

劳作”调精养神以养正气。饮食清

淡，顾护脾胃，脾胃运化功能正常

方能使营卫之气和调，而不良的饮

食习惯易导致疾病的产生与流行。

《古今录验》五疰丸的用药禁忌就

明确提出“忌……冷水、生血物和

狸肉”[8]。目前的研究也表明新型

冠状病毒的天然宿主是蝙蝠、穿山

甲等野生动物。现代生活中，人们

更应当关注饮食方面的健康与规

律。同时，应避免七情过极，以防

七情失常伤及全身气机，使气血逆

乱而诱发疾病产生。七情调和则

能促使脏腑活动旺盛，扶养体内正

气，从而增强机体抗病能力。

3. 3 避其毒气 《素问·刺法论》

曰：“不相染者，正气存内，邪不可

干，避其毒气……气出于脑，即不

邪干。”古人意识到“避其毒气”是

防止疫病流传的重要措施。《晋书·

王彪之传》云：“朝臣家有时疫，染

易三人以上者，身虽无病，百日不

得入宫。”若群体三人以上发病，官

员们即使无病，也存在病菌携带的

风险，需隔离百日后方能上朝，对

传染源进行隔离是将疫情局限在

最小范围内的有效手段，体现科学

防疫的思想[15]。新冠肺炎最初是

由于群众对于致病病毒处于未知

阶段，在日常生活没有采取相应的

防范措施，加之年末人员的大规模

流动，才导致疫病大范围流行。后

期随着各种隔离措施的施行使得

传染源得到有效控制，则很好地控

制了疾病的传播。“凡瘟疫流行，皆

有秽恶之气”，李阔等[16]认为依据

运气状况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证

候，传统避秽香囊持续散发的辛香

之气通过五官孔窍、皮肤黏膜通行

脏腑经络，发挥调畅气血、疏通经

络、扶助正气以抵御外邪的作用。

本次新冠肺炎疫情以来，国家大力

实行居家隔离措施，有效地隔离了

传染源，控制了疫情的发展，便是

“避其毒气”的最好体现。

3. 4 三因制宜

3. 4. 1 因时制宜 时令气候因素

对人体的生理机能影响较大，甚至

导致病理改变，因此在特殊的气候

和时间节律下需注意治疗宜忌[17]。

武汉的气候特点决定了此次疫病

为疠气夹湿发病，首发于冬季，发

展于冬春交替及春季。故早期以

寒湿疫为主，治疗上除针对疫毒

外，多兼治以散寒除湿之法。随着

气候变化、疫情发展，湿邪易夹它

邪患病，临床表现呈现多样性，或

为寒湿疫，或为湿热疫，当分别论

治。张馨月等[11]强调新冠肺炎临

床症状随着疾病的进展而表现出

不同特点，针对各期病因病机的差

异而采用不同的治疗方案，早期治

以化湿解毒、宣肺行气为主；中期

宜清热宣肺、通腑降浊；极期以开

闭固脱、清热救逆恢复神志为要；

恢复期注重益气养阴以恢复正气。

杜婷婷等[18]提出新冠肺炎患者初

期会出现热盛伤津，治疗中需要注

意顾护阴液。天时的变化会影响

自然界虚邪的产生和机体正气的

强弱，中医补虚泻实的治疗原则需

要着眼于虚邪和正气共同作用的

致病特点，通过削弱体内亢盛的邪

气或助养不足的正气以发挥保护

机体的作用，在新冠肺炎的治疗中

方药也需要考虑气候时令对疾病

的影响而不断调整。

3. 4. 2 因地制宜 我国 COVID-
19疫情虽首发于鄂地，但疫气随地

域不同而显现出不同的性质。岭

南之地位居东南沿海，气候炎热潮

湿，加之居民喜食生冷鱼鲜诸物，

多属湿热脾虚体质，疫气达于此地

易夹湿热之邪侵袭人体。故此次

疫病在岭南之地多湿、热、瘀、毒、

虚，根据湿热比重的不同予达原

饮、银翘散合三仁汤等加减辨证施

治[19]。东北之地寒湿较为突出，多

以麻黄、苍术、藿香等辛温之品散

寒除湿、宣肺透邪[20]。西北之地严

寒干燥，燥邪易郁热，故相对武汉

则热郁之证更显著，如甘肃省[21]患

者多见“温热、温毒”之证，多拟麻

杏薏甘汤、升降散、黄连解毒汤等

宣肺散邪、清热祛湿。由此可知，

因地域和社会环境的影响、体质不

同，即便同一“虚邪贼风”也会因寒

热虚实各不相同而显现出不同的

临床表现。中医正是因为不拘泥

于同一疫气，从病因病机入手辨别

寒热阴阳、辨证施治才取得了显著

的疗效。

3. 4. 3 因人制宜 人虽然都是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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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的产物，但不同个体间形体结

构、生理状态、情感心理、适应能

力、病理转归等方面存在着巨大的

差异，这也是用药要因人而异的根

本原因[22]。对于老人、幼儿及素体

虚弱者，在祛邪的基础上应并行扶

养正气，可于药物配伍中加以黄

芪、党参、白术等培元益气之品；而

平素身体健硕、亢热者，应防止补

益太过，谨防“虚虚实实”之忌。本

次疫情易感人群及危重症患者以

中老年群体占主要部分[23]，他们本

身多合并心脑血管等基础疾病，具

有五脏虚衰、正气亏耗、肾精不足

的体质倾向，治疗上应有别于普通

成人。但根据最近资料显示，各地

区尚未制定针对老年患者的治疗

方案，这或将成为未来中医治疗方

案的改进方向[17]。

4 结语

“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

成”，这是《黄帝内经》最基本的病

因观。因此，调整天人关系也就成

为中医学治疗疾病的基本思想[24]。

在积累了多年防治疫病的诊治经

验后，我们不难发现人体的抗病免

疫能力以及致病微生物传染力和

侵袭力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自然环

境的变化。现代医学的病因观焦

点在于寻求直接针对致病原的方

药，但往往治疗方案赶不上病原体

变异的速度而导致疫情蔓延进展。

“三虚致疫”思想则指出了疫病的

发生是反常的气候变化及年运改

变、人体正气虚弱、疫疠之气直接

侵犯等多方面原因导致的结果。

当代传染性疾病的新变化、新特点

急需我们对中医疫病诊疗理论进

行继承与创新。如果能基于“三

虚”致疫理论，利用“天虚”把握疫

病的发生发展规律、调养脏腑以防

“人虚”、研究有效避免“邪虚”的方

法，三因治宜，则可圆机活法，变通

应用。为了更好地在与疫病的斗

争中占据主动地位，我们必须提升

中医药防疫治疫的水平，相信随着

理论研究的逐步深入与实验研究

的不断进展，中医药有望在探寻传

染病病因和防治传染病过程中发

挥优势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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