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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六淫”的发生与气候密切相关，人工气候箱可以模拟出自然界可能出现的各种气候类型，为 “六

淫”实验研究的最重要手段之一，已在风、寒、湿、燥邪等研究中取得一定成果。然而由于气候对人体的

影响规律尚不明确，所以研究中还存在同种邪气气候箱条件设置各异、动物在气候箱放置时间各异等问题，

也是“六淫”研究今后要深入探讨的问题。认为随着人工气候箱的发展，可以模拟出更精确、复杂的气候

环境，可望在“六淫”和其他气候相关科研中发挥更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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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淫”源于 “六气”之变。自然界中风、
寒、暑、湿、燥、火六种正常的气候为 “六气”。
《素问·至真要大论》指出: “夫百病之生也，皆

生于风、寒、暑、湿、燥、火，以之化之变也。”
“六气”出现异常变化则称为 “六淫”，因此，六

淫的发生与气候密切相关。然而不同时间、不同地

域气候条件迥异，且受外界影响极大，若在自然气

候暴露下进行 “六淫”的相关实验研究，不仅实

验可控性和可重复性差，且观察周期漫长，费时

费力。
人工气候箱是一种在人工条件下通过对气候的

三要素———温度、湿度、光照进行有目的的组合，

模拟出自然界可能出现的各种气候类型来研究气候

因素与研究对象的特性之间的关系，最后得出规律

性结果以指导生产与研究的精密仪器［1］。它克服

了时间、空间的限制，使被观察对象所处的气候环

境具有可控性和可重复性，被广泛应用于植物、微

生物、医学等领域，也是目前中医 “六淫”动物

实验研究最主要的手段之一。现将人工气候箱在

“六淫”实验研究中的应用综述如下。

1 风邪

“风为百病之长”，风邪为病多兼夹他邪，因

此，对风邪的研究多以风寒、风湿等为单位。郭彩

云等［2］将人工气候箱设置为风速 6 m /s 每隔 1 min
吹 1. 5 min、温 度 ( 6 ± 2 ) ℃、相 对 湿 度 ( 50 ±
4) %模拟风寒，昆明种小鼠每天 8h 置于其中接受

刺激，与正常组 ［饲养环境为温度 ( 21 ± 2 ) ℃、
相对湿度 ( 50 ± 4) %］ 比较，3 天后风寒组小鼠精

神萎靡、活动减少、体重减轻、进食和饮水量减

少。张伟等［3］在寒凉包括恒定低温 ( 10℃、0℃、
－ 10℃ ) 和 温 差 ( 20 ～ － 10℃、20 ～ 0℃、20 ～
－ 10℃ ) 的人工气候箱中把相对湿度调为 90% ～
100%，并加 5 级左右风力模拟风湿之邪，观察其

对寒邪的影响，发现风湿能够明显加重寒邪对肺脏

的损害，从而引起炎症相关细胞因子不同程度的

变化。

2 寒邪

陈会 敏 等［4］ 将 昆 明 小 鼠 每 天 分 别 置 于 4℃、
0℃ 的 气 候 箱 中 4 h 模 拟 寒 邪 侵 袭 ( 湿 度 均 为

45% ～60% ) ，7 天后小鼠肺部出现明显的病理改

变，肺泡内出现大量的渗出液，但是 14 天后肺部

水液潴留情况好转，肺泡腔内未见明显渗出液，说

明小鼠对寒冷刺激的病理反应主要发生于初期，随

着时间推移，小鼠对寒流刺激产生适应则进入恢复

期。张伟 等［5］ 把 人 工 气 候 箱 分 别 设 置 为 10℃、
0℃、 － 10℃ 饲养 2 h 与把温度在 1 h 内分别骤降

20 ～ 10℃、20 ～ 0℃、20 ～ － 10℃ 六种模式，观察

低温和温差所形成的相对低温对 Wistar 大鼠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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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结果显示，两种形式均能导致大鼠机体 Th1 /
Th2 免疫应答不同程度的失衡，且温差所形成的寒

邪较绝对温度所形成寒邪的致病力更强，说明温度

的骤 然 变 化 较 缓 慢 变 化 致 病 作 用 明 显。刘 晓 燕

等［6］对模型组 SD 大鼠实施双肾双夹法后与正常

组、假手术组一起置于温度 17℃、相对湿度 60%
环境中饲养 2 周，然后保持相对湿度不变，温度在

30min 内下调至 5℃，8 h 后恢复至 17℃，第 2 天重

复降 温 过 程 1 次，结 果 模 型 组 脑 出 血 发 生 率 为

65%、脑梗死发生率为 0，其余两组则未发生脑出

血及脑梗死。

3 湿邪

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王新华、吴仕九等［7 － 8］

就以自制调温调湿箱模拟湿热环境制造湿热证动物

模型，他们通过不同造模方法比较，认为以模拟气

候环境加高糖高脂饮食及致病生物因子的综合方法

造成温病湿热证大鼠模型较理想。其中吴仕九等研

究者把 Wistar 大鼠饲以高糖高脂饲料 10 天后，放

入自动 调 温 调 湿 造 模 箱 ( 温 度 35℃，相 对 湿 度

95% ) 96 h 后，灌胃给予鼠伤寒沙门菌，120h 再

加强感染 1 次，然后移出置自然环境。结果造模箱

大鼠体温逐渐升高，大部分动物出现嗜卧、食欲不

振、饮水少、行动呆滞、毛发蓬松，部分出现黄腻

苔，接 近 中 医 湿 热 证 临 床 表 现。程 方 平 等［9］ 将

Wistar 大鼠在正常温度、湿度环境下，高脂饲料喂

养 2 周后放入人工气候箱中 ( 温度 35℃，相对湿

度 95% ) ，每天上午 8 ～ 12 时、下午 13 ～ 17 时刺

激两次，12 天后，间隔 4h 灌服大肠杆菌 2 次，继

续放入人工气候箱至第 4 周为造模完成。造模中大

鼠出现倦怠、嗜卧懒动、耸毛、食少、饮水量减

少，少数大便表面存在少许黏液等症状、体征，与

中医学湿热证基本相符，表明造模成功。张六通、
章敏等［10 － 11］ 将人工气候箱分别设置为相对湿度

( 90 ± 4 ) % 和温度 ( 21 ± 2 ) ℃、相对湿度 ( 90 ±
4) %和温度 ( 6 ± 2) ℃、相对湿度 ( 90 ± 4) % 和温

度 ( 33 ± 2) ℃模拟外湿、寒湿、湿热环境，Wistar
大鼠每日放入刺激 8h，分别在 30 天时和 108 天时

与相对湿度 ( 50 ± 4 ) % 和温度 ( 21 ± 2 ) ℃ 的正常

组比较，结果高湿度组均出现饮食、饮水量减少，

体重增长速度减慢，大便不成形，符合湿易困脾、
“湿盛则濡泻”的特征。

4 燥邪

丁建中等［12 － 13］按 “温度—相对湿度—风”模

式，根据气象学中 “候平均气温”划分，建立早

秋、中秋和晚秋气候特点的外燥动物模型如下: 温

度 ( 22 ± 2 ) ℃、相对湿度 ( 33 ± 2 ) % 为早秋 ( 温

燥) 模型，温 度 ( 15 ± 2 ) ℃、相 对 湿 度 ( 33 ±
2) %为中秋 ( 常燥) 模型，温度 ( 8 ± 2) ℃、相对

湿度 ( 33 ± 2 ) % 为晚秋 ( 凉燥) 模型，温度 ( 15
± 2) ℃、相对湿度 ( 70 ± 2 ) % 为常温常湿对照，

各组风速均设定为 2. 5 m /s，并于第 7 天经鼻常规

滴种金黄色葡萄球菌，隔日重复 1 次。实验结果显

示，温燥组皮肤表皮皱缩、汗腺减少、皮下结缔组

织增生、气道上皮鳞状化生、气管纤毛片状缺损、
肺泡淤血、水肿，40%浆液腺上皮黏液腺化生，呼

吸道黏多糖分泌减少，血液黏度和红细胞聚集，而

凉燥组的病变则略轻，且两组病理变化均以第 14
天最为明显，符合 “燥性干涩、易伤津液、以肺

为主要病变部位”的特点，为建立外燥动物模型

提供了依据。高振等［14 － 15］ 则以人工 气 候 箱 温 度

6℃、相 对 湿 度 25% ～ 32. 8%， 每 天 刺 激 10 h
( 11: 00 － 21: 00) 的方法模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特有的寒燥环境，21 天后与室温 ( 25 ± 3 ) ℃、相

对湿度 60% ～ 80% 的对照组比较，模型组小鼠外

周血中的去甲肾上腺素 ( NE) 、多巴胺 ( DA) 明

显低于对照组 ( P ＜ 0. 01 ) ，5-羟色胺 ( 5-HT) 高

于对照组 ( P ＜ 0. 05) ，而脑中 NE、DA 和 5-HT 含

量均显著高于对照组 ( P ＜ 0. 01 ) 。由此推论，寒

燥环境是西北寒燥证形成的主要原因; 且西北寒燥

证不是机体某一脏器的改变，而是整体性、全身

性、系统性的改变。

5 小结

综观 “六淫”实验研究现状，存在最主要问

题是同种邪气的实验方法尚未统一，差异主要为以

下两方面。①同种邪气气候箱条件设置各异。如前

所述，造模条件设置多数参考本地区或好发地区的

气候条件，同种邪气不同地区的实验造模条件各

异，形成了目前 “地方性模式”的造模方法。然

而综观上述研究，虽然同种邪气模拟气候箱参数设

定各异，但这是“量”的差异而非 “质”的差别。
如人体最适宜的环境湿度为相对湿度 40% ～ 70%，

上述 实 验 “燥 邪”的 湿 度 分 别 设 置 为 ( 33 ±
2) %［11 － 12］、25% ～ 32. 8%［14 － 15］，均低于其下限;

“湿 邪”湿 度 分 别 设 置 为 ( 90 ± 4 ) %［10 － 11］、
95%［7 － 9］，均高于上限。这种现象虽然给造模方法

的标准化带来障碍，然而究其原因，与 “六淫”

·2701· 中医杂志 2014 年 6 月第 55 卷第 12 期 Journ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2014，Vol． 55，No． 12



具有地域性相关，恰是 “六淫”的特性，不必强

求统一。但是要通过流行病学调查，统计分析气象

因子影响疾病的相关规律，得出相关气象数据作为

实验温度、湿度等参数设置的临床依据，使实验设

计更具针对性和可靠性。②暴露时间各异，即动物

在气候箱放置时间各异。实验动物不能持续置于气

候箱饲养，以预防动物产生习服反应。 “习服”，

指本来对某种气候不适应的动物，因反复或较长期

处于该动物生理所能忍受的气候环境中，逐渐引起

生理机能的变化，使原来因气候应激失常的生理指

标和生产性能逐渐趋于正常或有所恢复，而能习惯

于这种气候环境［16］。如陈会敏等［4］实验所示，小

鼠置于低温环境中 7 天后肺部出现明显的病理改

变，但是 14 天后情况好转，说明小鼠已对寒流刺

激产生适应。然而实验动物暴露于环境中多久产生

习服目前尚未有统一定论，因此，暴露时间多为研

究小组通过反复多次预实验后内部暂时拟定的时

间。这一现象与气候影响疾病发生发展的机理尚不

明确相关，也是 “六淫”研究今后要深入探讨的

问题之一。
“六淫”是中医病因学说的重要部分，对它的

研究不仅可以丰富 “六淫学说”的内容，而且在

气候变化对全球卫生造成的威胁日趋严重的今天，

更有助于我们应用中医药理论防治气候变化对人类

健康造成的威胁。解决环境控制的问题是 “六淫”
研究的前提和关键技术之一，随着相关技术的发

展，人工气候箱也由单纯控制温度、湿度、光照、
风速等参数发展到目前实现对 CO2、O2 压强等的

控制，可以模拟出更精确、复杂的气候环境，我们

相信，人工气候箱可望在 “六淫”和其他气候相

关科研中发挥更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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