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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辛丑年夏季运气特点及用药探微
An analysis of the Yunqi characteristics in the summer of 2021 and  
the medication ru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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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医运气学是中医基础宝贵的内容。2021 辛丑年总体运气特点多见寒湿，夏季闷热且持续时间较长，夏秋之交受

在泉寒水影响，昼夜温差大，易暑、湿、寒三气兼感，卫气共病。方药根据病因病机推荐李氏、王氏的清暑益气汤，另有新加香

薷饮。

【关键词】 五运六气；辛丑年夏季；清暑益气汤；新加香薷饮

【Abstract】 The Yunqi ( 运气 ) theory is the most valuable content of the foundation of TCM. The overall characteristics of Yunqi in 
2021, Xinchou ( 辛丑 ) Year, are mainly cold and damp. The summer is sultry and lasts for a long time. At the turn of summer and autumn, 
it is affected by the cold water, so the difference of temperature between day and night is large, then the body is easy to be attacked by heat, 
humidity and cold at the same time, and health system and Qi ( 气 ) will be damaged together. According to etiology and pathogenesis, the 
Qingshu Yiqi decoction ( 清暑益气汤 ) from LI Dongyuan and WANG Mengying, and Xiangru Yin ( 香薷饮 ) were recommended.

【Keywords】 Five elements and six Qi; The summer of Xinchou Year; The Qingshu Yiqi decoction; Xiangru Y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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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运气学是中医基础最可宝贵的内容，《黄帝内经·素

问》中的《天元纪大论篇》等详细记载了中医运气学相关理

论，包括不同时间阶段的气象特征、气候变化、物候特征、

相应的病证流行情况，以及以此为据而应当采取的治疗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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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用药原则 [1-3]。文章结合《黄帝内经》中五运六气学说的相

关理论，对2021辛丑年夏季运气特征及疾病的防治进行分析，

以期为临床应用提供有益参考。

1 2021 年主要运气特点

2021年为辛丑年，天干为辛，如《素问·天元纪大论篇》：

“丙辛之岁，水运统之。”辛为阴干，因此辛丑年中运为水运

不及。水不及则其所不胜湿土则偏盛，故《素问·气交变大

论篇》：“岁水不及，湿乃大行。”地支为丑，丑为太阴湿土司

天，太阳寒水在泉，《素问·气交变大论篇》：“岁水不及……

上临太阴，则大寒数举。”《素问·六元正纪大论篇》：“凡此太

阴司天之政，气化运行后天，阴专其政，阳气退辟，大风时

起，天气下降，地气上腾，原野昏霿，白埃四起，云奔南极，

寒雨数至。”即岁水不及之年逢太阴湿土司天、太阳寒水在

泉，全年寒湿为主，阴气盛而阳气不足，故气化运行后天；土

盛则木复以治湿土，可见大风时起；土湿大行且阳不化之，则

湿气弥漫于天地之间，可见原野昏霿，白埃四起；南北、昼夜

温差大，加之湿气弥漫，遇热则地气上为云，遇寒则天气下

为雨，可见云奔南极，寒雨数至。

2 2021 年夏季运气特点

夏季为二之气末至四之气初。2021 年夏季客主加临分别

为少阴君火加临少阴君火、太阴湿土加临少阳相火、少阳相

火加临太阴湿土。结合中运、司天、在泉，夏季可见暑、湿、

寒并见或交替出现，即初夏暑甚、长夏湿甚且迁延时间较长、

夏秋之交夹寒为其特点。《素问·六元正纪大论篇》：“二之气，

大火正……湿蒸相搏，雨乃时降……三之气，天政布，湿气

降，地气腾，雨乃时降，寒乃随之……四之气，畏火临，溽

蒸化，地气腾，天气痞隔，寒风晓暮，蒸热相搏，草木凝烟，

湿化不流，则白露阴布，以成秋令……”由此可见 2021 辛丑

年初夏双少阴叠加，遇中运及司天之湿，可见湿热盛，天气

闷热，时降大雨；三、四之气太阴少阳叠加，湿热弥漫，可见

闷热甚且持续时间较往年为长；另外，受到在泉寒水的影响，

则大雨时降，尤夏秋之交，可见昼夜温差大，司天太阴湿土

受在泉太阳寒水影响，痞隔不降而弥漫于天地之间，则雾露

笼罩。

3 2021 年夏季常见病证特点

《素问·气交变大论篇》：“岁水不及，湿乃大行……民病

腹满，身重濡泄，寒疡流水，腰股痛发，腘腨股膝不便，烦

冤，足痿，清厥，脚下痛，甚则胕肿，藏气不政，肾气不

衡。”即辛年可见诸湿肿满、寒疡流水、寒湿下注而致风湿

腰腿痛、浮肿等寒湿困着脾肾病证。夏季如《素问·六元正

纪大论篇》：“二之气……其病温厉大行，远近咸若……三之

气……感于寒湿，则民病身重胕肿，胸腹满……四之气……

民病腠理热，血暴溢，疟，心腹满热，胪胀，甚则胕肿。”由

此可见辛丑年夏季暑、湿、寒互见，初夏气温高，需预防温

厉流行；盛夏暑、湿、寒困著脾肾之诸证见端；夏秋之交，相

火加于湿土，应凉不凉，应收不收，热蒸湿腾，且受寒水影

响，则昼夜温差大，可见湿热、寒湿等诸病证；阴极之至，则

阳必伸，加之少阳加临，湿中之火逼血上行，则见血溢诸证。

4 2021 年夏季用药探微

4.1 辛丑年治暑之法

《素问·六元正纪大论篇》：“岁宜以苦燥之温之，甚者发

之泄之……必赞其阳火，令御其寒。”即太阴湿土司天、太阳

寒水在泉之年，寒湿偏盛，湿宜燥之，寒宜温之，甚者予发汗

利小便之法，使湿邪有出路；湿为阴邪，多由寒生，尤此太阴

湿土司天、太阳寒水在泉之年，应扶阳温中以散寒化湿。治

暑，叶桂（字天士）《临证指南医案》中引明末清初医家张凤

逵：“暑病首用辛凉，继用甘寒，终用酸泄酸敛。”[4] 即云暑热

易伤津耗气，用药宜先辛凉清透，继甘寒养阴，伤阴耗气到

一定程度要注意以酸泄酸敛之品益气养阴收敛。明代医家王

纶《明医杂著》：“治暑之法，清心利小便最好。”[5] 即云暑之

挟湿可通过清心利小便之法，使暑热随小便而解。因暑而受寒

者，古人称之为阴暑，张介宾（号景岳）：“凡人之畏暑贪凉，

不避寒气，则或于深堂大厦，或于风地树阴，或以乍热乍寒之

时，不谨衣被，以致寒邪袭于肌表而病为发热头痛，此以暑月

受寒，故名阴暑，即伤寒也。惟宜散寒为主，当以伤寒法治之

也。”[6] 即云暑月因各种原因而感寒，需以解表散寒为主，治

法如治伤寒，需予发汗法使表寒随汗而解。辛丑年初夏，双少

阴君火叠加，易暑热伤阴，宜酌用益气养阴生津之方药；盛夏

太阴湿土与少阳相火先后互为客主相叠，加之丑为太阴湿土司

天，湿较往年为重，需酌用清心利小便之品以清解暑湿；夏秋

之交少阳相火加临太阴湿土，逢在泉太阳寒水，昼夜温差较

大，易感寒而见阴暑诸证，需以伤寒之法治之。

4.2 辛丑年夏初用药探微

2021 年初夏双少阴君火叠加，气温较高，感受暑邪易致

气阴两伤，可予王氏清暑益气汤对证化裁治疗。该方出自清

代王孟英的《温热经纬》，方由西洋参、石斛、麦冬、黄连、

竹叶、荷梗、知母、甘草、粳米、西瓜翠衣组成，具有清暑

益气、养阴生津的功效，适用于暑热气津两伤证 [7]。该证临

床可见：身热汗多、口渴心烦、小便短赤、体倦少气、精神不

振、脉虚数等症状。方以西洋参、西瓜翠衣合而为君：西洋参

益气生津、养阴清热；西瓜为天然白虎汤，其翠衣可清热解

暑。以麦冬、石斛、荷梗共为臣药：麦冬凌冬不凋，感水津

之气，可益天水之阴以清热 [8]；石斛生于石上，得水长生，是

得水石之专精，二者共奏养阴清热生津之效；荷梗中空而气

味于水，故能升达清阳之气，以解暑清热、行气宽胸。以黄

连、知母、竹叶共为佐药：黄连禀少阴水阴之精气，泻火而养

阴，助清解暑热之力；知母叶至难死，拔之犹生，以此知其得

水气多，故清气分之热、益天水之阴，以滋阴清热；竹叶凌冬

不落，禀太阳标阳之气也，太阳标阳本寒，故以之清心利水、

除烦。粳米、甘草益气养胃，补充津液，共为使药 [8-9]。

4.3 辛丑年盛夏用药探微

盛夏客主加临为太阴湿土加临少阳相火，加之年运的水不

及土盛及太阴湿土司天，可见闷热甚于往年，暑湿困脾，或饮

食劳倦伤于脾胃，尤其脾胃素虚之人，再遇暑湿，可考虑使用

李氏清暑益气汤。该方出自李杲（号东垣）的《脾胃论》，方

由黄芪、苍术、升麻、人参、泽泻、神曲、橘皮、白术、麦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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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当归身、炙甘草、青皮、黄柏、葛根、五味子组成，有益

气健脾、养阴生津、清热除湿之功效，适用于暑湿困脾，尤脾

胃素虚，又感暑湿之证 [10]。临床可见：身热头痛、口渴自汗、

四肢困倦、不思饮食、胸闷身重、大便溏薄、小便黄数、舌苔

腻、脉迟或洪缓等表现。该方以补中益气汤去柴胡易葛根合生

脉散，气阴双补；以二妙散加泽泻、青皮、神曲清热化湿立方。

方中黄芪补气兼能升气而为君药。黄芪禀火土相生之气化，根

深长且无旁支，故其性直达；又其根内虚松，能通水气，能引

土下黄泉之水气以上达于苗，象人元气由肾达肺以至表，能升

达元气，托里达表，且其色黄、气温、味纯甘且浓，故升而能

补也 [8-9]。人参、橘皮、当归、甘草补气养血，共为臣药：其中

人参生于阴（深林湿润处）而成于阳（茎必三桠，叶必五加，

三五阳数也），禀天宿之光华，钟地土之广厚，久久而成人形，

三才具备，故主补人之五脏，为化津补气之圣药 [8-9]；橘皮筋膜

似络脉，皮形若肌肉，宗眼如毛孔，乃从脾脉之大络而外出于

肌肉毛孔之药也，能达胃络之气出于肌腠、达脾络之气上通于

胃 [9]。当归花红根黑，禀少阴水火之气，其味辛温，火也，其

汁油润，水也，一物而具二者，是水交于火所化之物也，恰与

血之生化相同，故主补血 [8-9]。甘草中实纯，得土气之浓，入太

阴，以为引经报使，味正甘入脾胃，守而不走，能补脾之阴，

能益胃之阳，或以和诸药 [8]。余药共为佐药：苍术、白术、泽

泻渗利除湿。其中白术有油，以补脾之膏油，而油又不粘米，

故能利水。气香温亦主利水，又能升发，使脾土之气上达，为

补脾正药。苍术气温而烈，故带燥性，其色苍，得木之性，更

能疏泄，为治寒湿之品 [8]。白术补脾，苍术运脾，两者合用则

补运相兼 [9]。泽泻，水草也，生于水而利水，且其生于根下，

则化气上行，引肾阴以达于上，能启水阴之气上滋中土，主治

风寒湿痹者，启在下之水津，从中土而灌溉于肌腠皮肤也 [8-9]。

升麻、葛根善解肌热，祛风胜湿，宣达阳明中土之气，而外

合于太阳经脉：升麻根中多孔窍，以吸引水气上达苗叶，故其

性主上升；气味辛甘，又是上升之气味，合形味论性，皆主于

升，故名升麻，是为升发上行之专药 [9]。葛根，其根最深，吸

引土中之水气以上达于藤蔓，故能升津液，又能升散太阳、阳

明二经；葛根藤极长，而太阳之经脉亦极长；葛根引土下之水

气以达藤蔓，太阳引膀胱水中之阳气以达经脉，其理相同。 
神曲、青皮消食快气：神曲为六药腐而为曲，为土能化物之

意，功专入脾胃，消化水谷；青皮清湿热，利少阳三焦，两腑

兼治，主治气滞、下食，破积结及膈气 [8-9]。黄柏泻热渗湿以

救肾水：黄柏冬不落叶，禀太阳寒水之精，皮厚色黄，质润

稠黏，得太阴中土之化，有交济阴阳，调和水火之功。人参、

麦冬、五味子益气生津，敛阴止汗，保肺清心而治暑淫：五味

子，核形象肾，入口生津，故主强阴；其味酸入肝而得金收之

性，敛肝以敛肺；其囊大而空，有肺中空虚之象，生于叶间，

其性轻浮，故功专敛肺生津 [8-9]。

4.4 辛丑年夏秋之交用药探微

夏秋之交，受在泉太阳寒水之影响，昼夜温差大，午时

闷热，早晚寒湿，若起居饮食不当，则暑、湿、寒杂糅而致暑

季外感 —— 外伤于寒，内蕴湿热，可考虑使用新加香薷饮。

该方出自清代吴瑭的《温病条辨》，方由香薷、金银花、鲜扁

豆花、厚朴、连翘组成，有祛暑解表，清热化湿之功效 [11]。 

治疗暑温挟湿，复感于寒证。临床可见：发热头痛、恶寒无

汗、口渴面赤、身形拘急、胸闷不舒、脘痞心烦、舌苔薄腻

而黄、脉浮而数等表现。本方在香薷散基础上以扁豆花易扁

豆，加金银花、连翘而成。香薷辛温芳香，解表散寒，祛暑

化湿，为君药：香薷为夏月解表之要药，李时珍称之“犹冬

月之麻黄”。金银花、连翘味清而质轻，故能升清气，清凉宣

透，使内蕴的暑热外达：金银花凌冬不凋，感水津之气，能清

风热；连翘状似人心，两片合成，其中有仁甚香，乃手少阴心

经、厥阴心包络气分主药，其质轻扬，味微苦，则轻清上达，

清心与上焦头目之火 [8-9]。以扁豆花代替扁豆，轻清宣透，透

邪化湿，因花一类药物质轻芳香而升散，吴瑭：“凡花皆散，

取其芳香而散，且保肺液，夏月所生之物皆能解暑，以扁豆

花为最。”扁豆花与金银花合用增强化湿浊的作用，与香薷相

须为用增强解暑之力。佐厚朴燥湿行气：湿为阴邪，非温不

解，厚朴气味苦温，禀少阳木火之精，会通于肌腠，木能疏

土，故可理脾气、化湿浊；其气沉，故不走肺，然肺气通于大

肠，厚朴行大肠之气，则肺气得泄，合香薷以化湿除满而解

胸闷，去腻苔 [8-9]。本方辛温、辛凉合用，使邪从外而走。

2021 辛丑年总体运气特点多见寒湿，而夏季受司天湿土

影响则多湿、闷热、持续时间较长；夏秋之交受在泉寒水影

响，昼夜温差大，易暑、湿、寒三气兼感，卫气共病。方药

根据病因病机推荐：李氏、王氏清暑益气汤，以及新加香薷

饮。临床可根据具体情况选用白虎加人参汤、六一散、桂苓

甘露饮、香薷散等方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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