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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治疗中的扶正祛邢与扶正抑邢探讨

口卢世秀
!

比京大学首钢医 院 北京 (� ��) ’∗

摘 要 + 大量的 临床实践表明
,

扶正祛邪的治疗原则并不适用 于某些恶性肿瘤或肿瘤的 中晚期

通过扶正的方法监视邪
、

管制邪
、

控制邪
,

使邪与正长期
“

和平共处
” ,

最大限度地保证病人机体的病

态平衡
,

达到延 长寿命和保证生存质量的 目标
,

这就是
“

扶正抑邪
”

的治疗原则
。 “

扶正祛 邪
”

与
“

扶正

抑邪
”

在治 疗 目标
、

临床适用范围
、

治疗方 法
、

使用方药上均不尽相同
。

扶正之所以能够抑邪是因其能

提高机体免疫功能
,

增强 自然杭病 能力
,

促进肿瘤细胞凋 亡
,

达到抑瘤 目的
,

取得带瘤生存的效果
∗

关键词
+ 肿瘤 扶正 祛邪 抑邪

长期 以来
,

无论 中医还 是西 医对肿瘤治疗的疗

效判定都是以 瘤体是否缩小或消失为标准的
,

, −.

提出的实体瘤疗效评价标准是将肿瘤 的大小变化分

为
+

完全缓解 /0 1 ∗
、

部分缓 解 /21 ∗
、

无变化 /& 0 ∗
、

病

情进展 /23 ∗
。

因此
,

消灭肿瘤是第一要务
,

按照中医

的话说是除邪务尽
。

扶正祛邪的中医 治疗原则
,

不但

有效地指导 着中医的肿瘤治疗
,

甚至也被现代 医学

自觉或不 自觉地运用着
。

然而大量的临床实践表明
,

对某些恶性肿瘤或肿瘤 的中晚期
,

这 一原则并不适

用
,

甚至有害
。

一
、

扶正祛邪治则的反思

所 谓扶正
,

就是扶 助正气
,

增强体质
,

提 高机 体

抗邪能力
4所谓祛邪

,

就是祛除病邪
。

其 中根据正邪

双方的消 长盛衰情况
,

又有 先祛邪后扶正或先扶 正

后祛邪或扶正与祛邪并重等不同的内容
。

一般认 为
,

祛邪是治疗 的最终 目标
,

扶正是为 了祛邪
,

邪去才 能

正安
,

除邪 务尽是应遵循 的基本原则
。

西医早期的观

点是务使癌瘤缩 小或消 失
,

采取 的方法有 手术
、

化

疗
、

放疗等
,

必欲致癌瘤于死地而后快
。

中医 的 早期

治疗也是遵循这一原则
,

上世纪 5� 年代 以前
, “
以 毒

攻毒
”

是中医 治疗肿瘤常用的方法
,

砒霜
、

马钱子
、

芒

硝
、

蟾酥
、

蜂房
、

三棱
、

羲术
、

半 支莲
、

山 慈姑
、

雄黄
、

水

蛙
、

甘遂
、

朱砂等峻猛有毒之 品常被应用
。

除邪 务尽

的理念在 中医 和西 医治疗癌症的过 程中得到 了同样

充分的体现
。

然而大量的临床实践 表明
,

虽然采取 了各种祛

邪 的方法使瘤体
“

不见
”

了
,

但病 人机体也 受到 6
’

极

大的伤害
。

过分强调祛邪的结果 是邪去正伤
,

许多患

者因此 而病情加重
,

甚至有人提前走完 了人生的历

程
,

这在一些恶性肿瘤和癌症中晚期的治疗中尤为

突出
。

这种 只见疾病 不见病人的与医学宗 旨背道而

驰的思维方式
,

不能不引起 医学界的深刻反思
。

经过大量的临床实践和众多的沉痛教 训
,

人们

不得不思考这样一个 问题
,

在对一些 目前还没有 有

效祛除病邪方法的疾病的治疗中
,

是否一 定要坚持

祛邪的原则 7 是否一定要除邪务尽 7 人们能否找到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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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 比祛邪更好的方法 以延长病人的生命
,

保证病人

的生存质量 7 大量带瘤生存的病 例给 了我们以启发
,

改
“

祛邪
”

为
“

抑邪
” ,

通 过扶 正的方 法监视 邪
、

管制

邪
、

控 制邪
,

使邪与正 长期
“

和平共处
” ,

最大 限度地

保证病人机体的病态平衡
,

达到延长寿命和保证 生

存质量的 目标
,

这就是
“

扶正抑邪
”

的思想
。

实际上
“

扶正抑邪
”

的思想 早 已有之
,

只是医 疗

理念的不同
,

未能引起后人 的重视
。

清
·

高秉钧《疡科

临证心得集 》在论述
“

乳岩 阳寸说
“

凡犯此 者
,

百人百

死
,

如能清心静 养
,

无挂 无碍
,

不必勉 治
,

尚可苟延
,

当以加味逍遥散
、

归脾汤或益气 养营汤主之
。 ”

又论

述
“

失营
”

/相 当于鼻咽癌转移 ∗时云
+ “

此证 为四绝之

一
,

难 以 治疗
,

若犯之者
,

宜戒七情
,

适 心志
,

更 以养

气血
,

解郁 之药
,

常常服之
,

庶可绵延岁月
,

否则促 之

命期 已
。

其应用之方如
+

加味逍遥散
、

归脾汤
、

益气养

营汤
、

补 中益气汤
、

和营散坚丸等
,

酌而用之可也
。 ”

高 氏在此 明确 指 出了治疗 此类 疾病 的几点 注意 事

项
,

首先
“

不可勉治
” ,

第二要
“

清心静养
” , “

戒七情
,

适 心志
” ,

第 三要用
“

养气血
,

解郁之药
,

常常 服之
” ,

如此才可
“

绵延岁月
” 。

高氏所用之方皆为扶正方剂
,

目的不言 自明
。

先人虽早有论述
,

但受现代医学思维

方式的影响
,

在很长一段 时间内对癌症的治疗都 忽

视 了这一点
。

只是后来在对 患者生存 的整体评价时

才意识到只见疾病不见人的思维方式 的局限
,

这里

的教训是深刻的
。

瘤和癌症晚期的治疗
。

从治疗方法上来说
,

扶正祛邪主张在扶助正气

的同时采取各种祛邪 的方法
,

如活血化癖
、

软坚散

结
、

甚至 以毒攻 毒
。

扶正抑邪则主张用平和补益之

法
,

多以 调理脾 胃
、

养血益气
、

补益肝肾
、

宁心安神等

法治之

从方药上来说
,

扶正祛邪 多以消散
、

通利
、

破血
、

软坚甚至大毒之药
,

如前所提及 的峻猛之品 以及穿

山甲
、

鳖 甲
、

白花蛇舌草及 虫类药与扶 正之品合用 4

扶正抑邪则主张尽量少用或不用有可能损及正气的

药物
,

人参
、

获菩
、

黄蔑
、

甘草
、

生熟地
、

白芍
、

构祀等

为常用之品
。

三
、

扶正抑邪理论的临床实践

二
、

扶正祛邪与扶正抑邪的异同

“

扶正祛邪
”

与
“

扶正抑 邪
”

虽只一字之差
,

但治

疗思路和手段却不尽相同
。

二者在扶正上是一致 的
,

都是要提高机体免疫力
,

增强人体的免疫机能
。

但

在对邪的态度和处理方法上却大相径庭
。

从治疗 目标来说
,

扶正祛邪着眼于邪的有无
,

强

调除邪务尽
,

以邪去为最终 目标 4扶正抑邪则着眼于

人的生存时间和生存质量
,

以邪不破 坏机体 的病态

平衡为 目标
。

从临床适用范 围来说
,

扶正祛邪适用范围广
,

绝

大多数肿瘤都可在这一原则指导下进行治疗 4 扶正

抑邪适用范 围相对狭窄
,

主要用于指导某些 恶性肿

扶正抑 邪理论有效地指 导着 晚期 肿瘤 的治疗
,

使许多患者从 中受益

刘 嘉湘教授等针对 肺癌 以气 阴两虚证候 为多
,

研制 了以 益气养 阴为主的 中药制剂
“

金复康 口服液
”

/太子参
、

沙参
、

天冬
、

麦冬
、

黄茂
、

百合
、

白术
、

鳖甲
、

仙

灵脾
、

肉从 蓉
、

冤 丝子
、

海 藻
、

夏枯草
、

瓜萎
、

南 星
、

石

上柏
、

石见穿
、

生牡砺
、

白花蛇舌草等 ∗
,

治疗非小细胞

肺 癌有 效率  : 9Ο /0 1 十21 十&0∗
,

而 单 纯化疗 组 为

 � Ο
。

疗 后 (
、

� 年 生 存 率 金 复 康 组 为  = ∋� 5 Ο 及

 =
∋

� 5Ο
,

单纯化疗组 ( 年生存率为 ) �
∋

: � Ο
,

无二年

生存者
。

且金复康治疗后多项 免疫指标及血象之改

善均较治前显著提高
,

化疗组则有所下降
。

说明该 中

药对非小细胞肺癌 治疗具有改善症状
、

提高生存质

量
、

改善免疫功能
、

保护血象
、

缓解 和稳定病灶及提

高生存率的作用
Π ’】。 张秀平等用贞茂扶正颗粒辅助治

疗晚期恶性肿瘤  5 例
,

开水 冲服
,

每次 ( 包 /(9 >∗
,

每

日 � 次
,

巧 天为 ( 个疗程
,

� 个疗 程后评定疗效
。

结

果饮食增加者 占   
∋

= Ο 4体重增 加者 占   
∋

=Ο 4 卡 氏

评分增加 占 = � ∋� Ο Θ�∃
。

张代钊等用扶 正增效方剂/生

黄茂
、

白术
、

太子参
、

构祀子
、

鸡血藤
、

红花
、

苏木
、

获

菩
、

鸡 内金
、

石解
、

沙参
、

银花 ∗观察对肺癌 放射治疗

患者 的增效作 用并与对照组作对 比观察
,

发现扶正

增效方能提高肺癌放射治疗的近期疗效
,

其有效率

为  >
∋

= Ο
,

高 于单纯放 射治疗 组 /) �
∋

> Ο
,

2 Ρ �∋ �9∗
4
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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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转移浅表淋巴结缩小率 5 �
∋

�= Ο
,

明显高于单纯放

射组 /9 )∋ > > Ο
,

2Ρ �∋ �9 ∗4 其食欲下降
、

口 十咽燥
、

全身

反应出现率为 �  
∋

)( Ο
,

 =
∋

 9Ο 和 ((
∋

= = Ο
,

明显低于

单纯放射组 /9 =
∋

() Ο
,

( � �Ο 和 ) �
∋

5 9 Ο
,

Ζ Ρ �
∋

� 9∗ Ξ, ∃
。

四
、

扶正抑邪治疗肿瘤的机制探讨

中医理 论认 为
“

积之成也
,

正气不足而后邪气踞

之
” , “

正 述龙虚则成岩
” 。

现代 医学研究表明
,

肿瘤的发

生和发展 与机体免疫机 能低下密切相关
,

肿瘤患者

大都是先天免疫功能缺陷或后天因素导致体 内防御

机能减弱
,

对外来致癌 因子抵御 不力
,

对出现渐变 的

异 己细胞 未能排斥和歼灭
,

这证实了中医 的认识是

正确的
。

诚如肿瘤 专家
、

中国工程院院士孙燕所说
+

“

在细胞水平上我们 可以 看到各种免疫 细胞如 巨噬

细胞
、

; 淋 巴细胞
、

自然杀伤细胞 /& [ ∗功能的失调 4

在分子水平 ∴
,

我们义可 以看到控制基 因或抑癌基

因 /如 Ζ 9 :
、

Ζ ∃ ∗的丢失
。

这些
,

都可以理解为祖 国医

学中
‘

正虚
’

的范畴
” ’) , 。

当代学者及 医学家们在继承

前人理论 和经验的基础上充分利用现代先进 的方法

和技 术手段 对扶 正 中药的抗 癌机 理进行 了深 人研

究
,

正在揭示中药抗癌 的机理
。

(
∋

提高扭述兔痕负韭卫曾强 自然拉病宣匕力
,

达到

消灭肿瘤或带瘤生存的效果

如对黄蔑
、

人参
、

女贞子等扶正 中药 的研究表

明
,

以上药物对 & [ 细胞
、

; 细胞亚群
、

∴ς [ 细胞
、

巨

噬细胞等有调节作用
。

另外对中药方剂 的研究也证

实
,

十全大补汤有促进体内产生干扰素 的能 力
,

补中

益气汤可激活 & [ 细胞
、

巨 噬细胞
,

并 明显抑 制肿瘤

的增生 Θ, ]
。

�
∋

逞进吐瘦细月包凋立
,

达到抑痰月的

研究表明
,

许 多扶正 中药都有诱导肿瘤细胞凋

亡 的作用
,

如黄蔑
、

当归
、

党参
、

构祀
、

五味子
、

芍药
、

生地
、

甘草
、

获荃多糖等
,

都可诱 导产生细胞 自介素
8

� 和 丫一干扰素
,

从而介导肿瘤细胞发生凋亡 ( (
。

扶正抑邪是对扶正祛邪理论 的发展
,

它是在经

历 了大量的失败病例
,

付出了沉重代价的基础土总

结出来的
,

在这一理论指导下
,

许多患者延 长 了寿命

和提高了生存质量
。

随着对肿瘤发生发展机理研究

的深入
,

扶正抑邪的机理也会得到更透彻的阐明 这

将使中医药在肿瘤 的治疗中发挥 出更大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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