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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医学不断发展，肿瘤已并非完全属于不治之症而被逐

渐定格为“慢性病”，成为了全球最大的公共卫生问题。事实

上，随着肿瘤防治和康复范围不断扩大及措施、手段的日新月

异，已使部分恶性肿瘤患者体力和精神恢复能达到生活自理，

适应社会，甚至一定程度的胜任工作。中医和中西医结合防治

肿瘤是我国的特色和优势，长期以来对此既有争论，也有误

解，或否定、贬低或过分夸大，致使患者莫衷一是，一定程度

影响了其特色和优势的发挥。中医接诊的大多是中晚期和接受

放、化疗后出现毒副作用以及有转移、复发的患者，其作用主

要体现在减轻放、化疗毒副反应，抗复发，纠正恐癌和病急乱

投医心理以及减轻患者痛苦、延长寿命并提高生存质量上。
1 关于“无瘤生存”

现代医学针对肿瘤治疗的概念是“无瘤生存”，即肿瘤治

愈必须要清除体内所有瘤细胞。WHO 提出肿瘤疗效评价标准

为完全缓解(CR)、部分缓解(PR)、无变化(NC)和进展(PD)；若

按此标准判断，CR 其实并不属于临床治愈，因为要达到体内

瘤细胞的完全消灭几乎不可能。肿瘤细胞增殖动力学规律揭

示，机体细胞恶变后一般经 30 次分裂增殖致瘤细胞达 109 时

可形成 1 cm 大小临床可诊断的肿瘤病灶，抗瘤药杀灭瘤细胞

需遵循一定量杀灭一定比率而非固定数量的“一级动力学”规

律；因此，即使 99.999% (5 个对数)的瘤细胞被杀灭，体内仍

能残留 104 的瘤细胞，此时临床可能查不出肿瘤而达到了 CR；

但一段时间后残留瘤细胞又可开始增殖倍增，当再次达到 109

时则出现肿瘤复发。况且，即便全身治疗的化疗药，对于许多

肿瘤尤其实体瘤临床仍很难达到 CR 效果，且反复给药还可产

生抗药性又使治疗敏感性降低。因此，无论手术或放、化疗，

即便能使肿瘤在短期内达到 CR，远期效果仍然不是十分理

想。其实，早在 1994 年加拿大 Schipper[1]教授就曾建设性提

出“有效的治疗并不需要肿瘤完全消退，机体反应性对肿瘤的

治疗更为重要”的观点，此与中医“带瘤生存”特点相一致；

而从著名肿瘤学家孙燕院士[2]提出肿瘤治疗“首先集中力量进

行攻击，然后扶助正气，再歼灭残余肿瘤，并长期扶正巩固”
中西医结合四步曲模式中也不难看出，中医在其中所起的重要

作用；所有这些均一定程度肯定和印证了中医对肿瘤防治的有

效性和科学性。
2 中医防治肿瘤的特点与定位

肿瘤防治重心前移已成为医学界的共识，肿瘤发生发展的

复杂性决定了患者可能需接受包括手术、放化疗、生物及中医

在内的综合治疗才能取得较好效果。不可否认的是，在与肿瘤

的抗争过程中现代医学占据了主导地位，但并不意味着可以否

认中医在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因此，准确科学的定位对于彰

显中医防治肿瘤的特点并加以客观全面的认识显得尤为重要。
早在《黄帝内经》“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
和《医宗必读》“积之成者，正气不足而后邪气居之”，已明

确指出，机体正气不足与肿瘤发生密切相关以及“治未病”理

念贯穿于疾病防治始终的重要性；而提高人体正气以预防肿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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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的未病先防以及在肿瘤不同时期给予恰当的扶正驱邪，以

既病防传达到预防肿瘤复发和转移，亦已成为未来中医抗击肿

瘤的发展方向；此点与现代医学病因、癌前病变和抗复发、转

移的肿瘤三级预防体系同样存在着异曲同工之妙。
治疗方面，随着对肿瘤认识的不断深入，临床已不再将缓

解率作为最终目标，而更倾向于有中医介入的中西医结合综合

防治以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黄帝内经》“恬淡虚无，真气

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充分体现了中医重视机体主观

能动性，进行自我调节达到平衡状态的特点。《诸病源候论》
“积聚者，由阴阳不和，府藏虚弱，受于风邪，搏于府藏之气

所为也”和《圣济总录》“瘤之为义，留滞而不去也”，明确

指出癌瘤发生与机体脏腑失和致痰瘀毒内聚有关；换句话说，

肿瘤是机体内环境平衡被打破之全身机能状况失衡的局部反

应，其形成乃机体正气不足而后邪气踞之所致，正气不足伴随

着其发生、发展和治疗、预后全过程[3]。近期有学者提出相当

于“正气虚损”肿瘤微环境的“免疫抑制”状态可能为瘤细胞

的存活迁移提供了一定程度的保障[4]；实际上，大多数肿瘤患

者可能因先天缺陷或后天失调致免疫防御机能下降，不仅对外

来致病因子抵御不力，且对肿瘤细胞也不能监视、排斥和歼

灭，而导致肿瘤无限制的生长。因此，中医着眼于整体兼顾局

部的扶正祛邪特点决定了其在肿瘤防治中能取得较好疗效，即

扶正以先安未受邪之地以恐其陷入，祛邪以遏止邪气使其无法

过于嚣张而四处为害。中医治疗与现代医学最大的差别在于通

过调节免疫功能、调整内环境平衡、改善症状而防治癌前病

变，稳定瘤体达到“带瘤生存”，一定程度直接杀灭残留的瘤

细胞以防止复发、转移，患者的生存期得以延长且生存质量明

显提高，故而最适宜于治疗中晚期恶性肿瘤或体质差或不适宜

于手术和放、化疗的患者；其在肿瘤的中西医结合综合防治体

系中已突显出巨大优势和不可替代的作用。
3 中医在肿瘤康复治疗中的独特作用

肿瘤属于身心疾病，心理因素在其发生发展与康复过程中

起着重要作用却常常被忽略或轻视。《外科正宗》“忧郁伤

肝，思虑伤脾，积想在心，所愿不得志者，致经络痞涩，聚结

成核”和《养心延命录》“静者寿，躁者夭”，即明确指出，

此类患者普遍存在焦虑、抑郁的恐惧心理，容易引起机体免疫

功能下降而促使肿瘤发生和瘤细胞转移或复发；实际上，忧愁

思怒、惊恐不安或悲观失望可引起高级神经活动、内分泌及免

疫功能失调，进而导致防御抗癌能力下降而使病情恶化，对预

后有着直接影响；临床通过多鼓励患者参加抗癌乐园社会活

动，多读乐观向上的科普杂志以最大限度地调动其积极性，将

对康复治疗的过程大大有利。
肿瘤也属于生活方式病，大约 30% 归因于吸烟、饮酒、

嗜食腌制和烟熏食品、营养不均衡、肥胖、运动缺乏等不良生

活方式。WHO 也认为“根治肿瘤最有希望的国家在中国，食

疗药膳大有潜力”，故而改善生活方式，尤其改变饮食行为成

为了肿瘤患者康复治疗的重要方向[5]。《黄帝内经》“味厚为

阴，薄为阳，厚则泄，薄则通”和“毒药攻邪，五谷为养，五

谷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气味合而服之，以补益精气”，
以及《金匮要略》“所食之味，有与病相宜，有与身为害，若

得宜则益体，害则成疾”，反映了中医“医食同源”和“寓医

于食”的朴素饮食养生思想，并具体指出了食疗康复之“五味

各异，不可太过”的特点。因此，在肿瘤临床的康复治疗过程

中，以中医药理学为指导进行恰当的辨证配膳显得尤为重要：

如气虚之百合薏苡莲子羹和山药清汤，血虚之当归生姜羊肉汤

和鹅血汤，阴虚之五汁安中饮和龟肉羹，阳虚之巴戟炖猪大肠

和附子粥，痰凝之海带薏苡汤和卷柏猪肉汤，气滞之橘皮粥和

木瓜汤，血瘀之三七炖鸡和桃仁粥，热毒之石上柏汤和败酱草

炖鸡蛋以及阴毒之猴头菇酒和胶艾汤[5]；患者平素还应清淡饮

食为宜，并忌辛辣、生冷、烟酒，对油炸厚味之品少吃或不

吃，以最大限度维护其自身脾胃的正常受纳运化功能，从而使

所患之疾易趋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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