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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今年4月28日中國科學院院士仝小林教授在第三屆粵港澳大灣區中醫藥傳承創新發展大會上的講話

指出，病原體是需要適宜的溫度及濕度。乙型腦炎病毒在蚊子體內發育時，氣溫低於20℃便失去感染能力，26-31

℃時体內病毒濃度上升，傳染力增強。新冠病毒適宜溫度5℃-11℃，濕度47％-79％。他再次說明了病原體（細

菌病毒）與溫度濕度的密切關係。大自然的溫度濕度其實就是六氣，因此，六氣與細菌和病毐的關係也是很密

切的。 

 

[關鍵詞] 六氣；六淫；溫度濕度；病原體；細菌病毒 

由細菌或病毒（簡稱病原體）等微生物侵入人體所引起、具有傳染性的疾病，稱為傳染病。中醫並無傳染

病的名稱，也不認識細菌和病毒，是不是中醫就不懂傳染病？是不是古代沒有傳染病？當然不是！在幾千年前

的《素問．刺法論》早已指出：「五疫之至，皆相染易，無問大小，病狀相似」。中醫的傷寒、溫病、疫病、

瘟疫等即包括了現代醫學的傳染病，並且指出其致病的原因是外感六淫。 

中西醫學對傳染病的致病原因雖然認識不同，實則一致，致病的細菌和病毒與六淫有着非常密切的關係。 

六淫是異常的六氣，因其使人致病，故以六淫稱之。何謂六氣？風、寒、暑、濕、燥、火是也。空氣的流

動為「風」，溫度的降低為「寒」，溫度的上升為「暑」，濕度的增加為「濕」，濕度的降低為「燥」，暑熱

的進一步上升則為「火」，這是大自然氣候變化的概括。 

總括來講，六氣即是溫度與濕度。病原體（細菌病毒）的生存和活動需要適宜的溫度和濕度，也就是需要

適宜的六氣，如人類需要陽光、空氣和水一樣。如果這種適宜的六氣環境改變了，細菌、病毒也就無法生存，

流行病學充分說明了這一點。例如，流行性腦脊髓膜炎多發生於冬春季節，但到了春末天氣轉暖，其發病率就

明顯下降並逐漸消失。這說明冬春風寒二氣是流行性腦脊髓膜炎雙球菌的溫床，當氣溫上升，該細菌失去風寒

的環境也就無法生存了。 

什麼樣的病原體需要什麼樣的六氣，什麼樣的六氣適應什麼樣的病原體是有一定規律的。因此，在某種六

氣當令的季節會發生某種傳染病也是有規律的，這符合現代醫學所謂傳染病有較明顯的季節性。例如：冬春季

節是風寒之氣當令，適應流行性感冒的病毒，故流行性感冒多發生於冬春二季。中醫更以病因為名，如「傷寒」、

「傷風」、「風溫」等。又如夏天是暑濕之氣當令，適應乙型腦炎病毒，加上夏天多蚊子，故乙型腦炎發生於

夏天，中醫也稱為「暑瘟」、「伏暑」等。 

一種或多種相結合的六氣，其適應的病原體往往是多種的。例如，風寒不僅適應於流行性感冒病毒，也適

應於流行性腦脊髓膜炎雙球菌、麻疹病毒、白喉杆菌等等。暑濕不僅適應於乙型腦炎病毒，也適應於痢疾杆菌、

傷寒杆菌等。中醫不認識細菌病毒，只抽象地講六氣是不足的，但現代醫學只講細菌病毒，而不講細菌病毒所

需的六氣，把病原體孤立起來，也是不全面的。 

傳染病的發生，病原體的入侵固然是一個原因，但六氣的影響也是不能忽視的。六氣不但影響病原體，也

影響人體，特別是六淫侵襲人體的損害，不僅可以使人致病，還會直接影響到傳染病的發病機制、病情輕重和

治療效果。一九五六年，北京石家莊乙型腦炎流行，死亡率很高，後來採用中醫治療，以白虎湯、清瘟敗毒飲

等大劑清熱解毒的藥方治療，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大大降低死亡率。但翌年，福建省泉州地區乙型腦炎流行，

初時採用石家莊的經驗來治療，效果並不理想。後來經研究並改用清代名醫薛生白治療濕溫病的藥方來治療，

反而取得滿意的效果。為什麼同是流行性乙型腦炎但兩地用藥不同呢？原來，當年石家莊乙腦流行時，氣候乾

旱，天行暑熱，所見乙腦病例均是暑熱偏重的症候，故用清暑解毒的藥方取效。泉州地處東南，氣候比較潮濕，



再加上當年夏季多雨，天暑地濕，濕熱交蒸，所見乙腦病例多為暑濕偏重之候，故治療上單純清暑解毒是不夠

的，還要化濕才能取效。這一實例說明了六氣對傳染病的發病機制和治療用藥起了關鍵性的作用。 

現代醫學科學地研究了致病的細菌和病毒，隨着特效的抗生素不斷發明和改進，使得傳染病在治療上有較

滿意的效果。但是伴隨病原體進入人體的六淫也影響着人體。在臨床上，有時使用特效的抗生素仍未能達到預

期的效果，用中醫的驅風、散寒、清暑、化濕、瀉火等方法消除侵入人體的六淫，取得較滿意的效果。這是值

得探討的問題。 

目前，有很多細菌病毒，特別是病毒，在醫學上還沒有抗病毒的藥物。因此，很多傳染病如傳染性肝炎、

乙型腦炎、流行性感冒、麻疹等也沒有特效的藥物。中醫固然不認識細菌和病毒，但掌握它所需的六淫以及六

淫侵犯人體表現的症狀，根據辨証論治，治療上雖未必能直接抑制和殺滅病原體，但可採用因勢利導的方法如

發汗、利尿、瀉下等辦法把細菌病毒清除出體外；或用和解、清熱、加溫等方法，通過調整身體機能，糾正體

內偏高或偏低的體溫，改善機體的中毒現象，也能達到抑制病原體、治愈傳染病的目的。另方面，根據病情和

身體的需要還可以通過滋陰、養血、補脾、益氣等方法，提高身體的抵抗力和自然療能，從而達到治療的目的。

因此，治療傳染病除了使用西醫的抗生素治療外，配合中醫豐富多釆的治療方法，採用中西醫相結合，相信能

夠更迅速更全面地治療傳染病。 

明確了細菌、病毒與六氣的密切關係，對於傳染病的預防也有很重要的意義。注意適應四時八節的氣候變

化，如冬春要防寒保暖，夏天要避暑防曬等等，特別是遇到氣候反常，如嚴寒酷暑、大澇久旱、或如冬應寒反

暖等不正之氣，更要注意起居飲食，做到「人與天地相應」，保持身體健康，這也是治未病、預防傳染病的重要舉

措 。 粗 淺 見 解 ， 請 同 道 批 評 指 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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