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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从中医学的角度探讨化疗毒副作用的中医辨证和治疗方法。化疗药物的毒副作用主要是

导致胆腑和脾胃气机升降失调 ,呈现出寒 (脾阳受损)热 (湿热中阻)错杂 ,虚 (脏气虚损)实 (湿热、毒邪中

阻)夹杂的病理特点。由于病机复杂 ,调治中既要升清脾气 ,疏泄胆气 ;又要和降胃气和胆腑之气。在寒

热攻补等治法的运用中 ,脾阳受损 ,治当温补 ;湿热蕴结中焦 ,又当治之清利 ;脾胃运化失司所致食滞中

脘 ,又需佐之消导。鉴于此 ,攻之则伤正 ,补之则助邪 ;寒之则伤脾肾阳气 ,温之则助长热邪 ,故惟有和法

最为适宜。笔者运用和法防治肿瘤化疗中的毒副作用 ,取得了很好的疗效 ,并积累了一些宝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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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疗恶性肿瘤所采用的化学疗法是对人体损

伤较大的一种疗法 ,该法对癌细胞和正常细胞缺乏

理想的选择作用 ,其对人体各系统强烈的毒副作用

往往迫使治疗中断。因此 ,克服化学疗法的毒副反

应是恶性肿瘤治疗中的关键性问题之一。在化疗

中配合中医中药治疗 ,以防治化疗的毒副反应是一

种临床上行之有效的方法 ,已得到了广泛的验证。

为此 ,本文主要从中医学的角度探讨恶性肿瘤化疗

中毒副作用的中医辨证和治疗方法。笔者在临床

中运用和法防治肿瘤化疗中的毒副作用 ,确实取得

了很好的疗效 ,并积累了一些宝贵经验。请同道指

正。

1 　化疗药物毒副反应的中医病机特点

目前化学疗法所采用的抗癌药物选择性不高 ,

在杀伤肿瘤细胞的同时 ,对机体的正常细胞 ,特别

是对增殖旺盛的细胞 (如造血细胞、淋巴细胞、口腔

及胃肠道粘膜上皮细胞、毛囊细胞及生殖细胞) 也

具有杀伤作用。许多药物对机体重要器官如肝、

肾、心、肺等都有一定毒性作用 ,致使这些器官的功

能受损 ,重者可危及生命。由此可见 ,化疗药物的

毒副作用对身体的损伤是全方位、多系统、多脏器

的。其毒副反应临床主要表现为 : ①消化道症状 :

腹胀、纳呆、恶心、干呕、便秘、腹泻等。②骨髓抑制

症状 :白细胞下降、血小板减少、贫血等。③机体衰

弱症状 :感觉全身疲乏、困倦、四肢无力、多汗、咽

干、舌燥、脱发等。④神经系统症状 :精神萎靡、心

悸、气短、失眠、心烦。⑤炎性反应症状 :发热、患部

疼痛、口腔炎、口腔溃疡、静脉炎等。

从中医学的角度来看 ,化疗药物是作用强大的

毒药 ,相对正气而言则是一种邪气 ,可称为毒邪 ,对

癌毒可取得“以毒攻毒”的抗邪效果 ;与此同时对全

身正气 ,包括各个脏腑和气血津液皆有严重的毒害

作用。由于机体造血系统的骨髓造血细胞和消化

系统的胃肠道细胞的增殖比较旺盛 ,故化疗中的毒

副作用以这两个系统受损最为严重 ,常常导致患者

的免疫功能低下和难以忍受的胃肠道反应 ,甚至因

用逍遥散治疗围绝经期综合征、清肝泻火法治疗围

绝经期高血压等等。

4 　现代医学对肝的认识

从现代医学的角度看 ,肝为藏血器官 ,肝可生

成载铁血红蛋白、凝血因子及造血促进因子 ,并可

以解毒而减少毒素造成的骨髓抑制。肝主疏泄在

调节神经递质、神经肽、激素和免疫功能调控等方

面有重要作用。围绝经期妇女由于卵巢功能衰退 ,

体内雌激素急剧下降 ,导致神经、内分泌紊乱 ,将会

出现许多疾患。如围绝经期综合征、子宫肌瘤、恶

性肿瘤等。

运用调肝之养肝、疏肝 ,使机体肝血旺、肝气条

达 ,使围绝经期妇女平稳渡过身体这一转折时期 ,

从而达到防治疾病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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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而中断化疗。中医学认为 ,脾胃是水谷运化的中

枢 ,是气血生化之源 ,包括了消化和造血两大系统

的功能。其中脾胃运化水谷的功能即相当于消化

系统的功能 ,生化气血的功能即类似于造血系统的

部分功能 (造血系统还与中医的肝肾等有关) 。因

此 ,从中医辨证的角度看 ,化疗药物对机体的五脏

六腑、气血津液都有严重的损害作用 ,尤其对脾胃

的损伤最为直接和严重 (包括各种给药途径所使用

的化疗药物) 。

111 　化疗药物对消化系统毒副作用的机理

根据化疗药物对机体损害的机理 ,并依照中医

理论进行分析则不难看出 ,化疗药物对消化系统的

毒副作用 ,其基本病位是脾胃和胆腑受损 ,病理机

制主要有以下 3 个方面 : ①脾胃气机升降失司 ,病

邪和病理产物 (主要是内生湿热病邪) 蕴积中焦。

该病机相当于化学药物作用对消化道粘膜直接刺

激所产生的各种炎症以及对植物神经系统和对延

髓化学感觉区的毒副作用。由于毒邪直中中焦脾

胃 ,脾胃失于运化故见脘腹疼痛、纳呆 ;胃气不降故

见恶心、呕吐、便秘 ;脾不升清故见腹泻、头晕。若

毒邪与中焦的水谷相蕴结 ,郁而化热 ,病机属于湿

热蕴结中焦 ,由于脾胃湿热上蒸故见发热、口干、舌

苔厚腻、疲乏、纳呆、头晕等症状。该病机主要出现

在化疗的早期 ,但也可存在于整个化疗的全过程 ,

乃至化疗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②胆气失和。胆

为中精之腑 ,位居中焦 ,毒邪内侵的早期和中期多

见胆气失疏 ,或胆气上逆之恶心、口苦等症 ;若胆气

不宁 ,侵扰心神可见失眠、心烦、心悸 ;若胆气失疏 ,

胸腹气机不畅可见气短。③脾胃气虚。化疗药物

的毒副作用对脾胃的正气有明显的损伤作用 ,由于

脾胃正气受损 ,脾气虚弱 ,经脉失养故见脘腹隐痛 ;

脾虚运化无力故见纳呆、长期腹泻 ;脾虚气血生化

不足故见面色无华、疲乏、舌质瘦薄或胖嫩、脉虚。

该病机常见于化疗的中后期和化疗后的相当长一

段时间内。

112 　化疗药物对造血系统毒副作用的机理

化疗药物对造血系统的毒副作用主要是骨髓

抑制 ,以白细胞 (特别是粒细胞) 减少最为严重 ,血

小板和红细胞也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按照中医

理论进行分析可以看出 ,其病理机制在于邪气对正

气和脾之生化气血功能的损害 ,主要表现在以下 3

个方面 : ①对气血津液的直接损伤作用 ,导致气血

津液的不足。②对脾胃正气的损害 ,导致脾胃生化

气血的功能下降 ,间接引起气血不足。由于气血不

足 ,患者常常出现倦怠乏力、面色淡白无华、自汗、

心悸、气促、头晕、容易感冒、皮下出血、脉虚无力

等。③对其他脏腑的物质和机能的损害 ,比如导致

肝不藏血、肾精不足、脱发、白细胞减少、贫血等。

综上所述 ,化疗药物毒副作用的机理 ,主要是

导致胆腑和脾胃气机升降失调 ,呈现出寒 (脾阳受

损)热 (湿热中阻) 错杂 ,虚 (脏气虚损) 实 (湿热、毒

邪中阻)夹杂的病理特点。其病机关键在于中焦脾

胃和胆腑的气机升降失调。

2 　化疗药物毒副反应的防治当用和法

清·周学海在阐述和法时说 :“窃思凡用和解之

法者 ,必其邪气之极杂者也。寒者、热者、燥者、湿

者 ,结于一处而不得通 ,则宜开其结而解之 ;升者、

降者、敛者、散者 ,积于一偏而不相恰 ,则宜平其积

而和之。故方中往往寒热并用 ,燥湿并用 ,升降、敛

散并用 ,非杂乱而无法也 ,正法之至妙也。”(《读医

随笔·卷四·证治类》) 化疗药物毒副反应所造成的

证候 ,其病机复杂。就气机升降失常的调理而言 ,

治疗上既要升清脾气 ,疏泄胆气 ;又要和降胃气和

胆腑之气。就处方的寒热攻补而言 ,脾阳受损 ,治

当温补 ;湿热蕴结中焦 ,又当治之清利 ;而且脾胃运

化失司所致食滞中脘者 ,又需佐之消导。鉴于病机

如此复杂 ,攻之则伤正 ,补之则助邪 ;寒之则伤脾肾

阳气 ,温之则助长热邪 ,故中医八法中惟有和法最

为适宜。

211 　运用和法的关键在于调理中焦气机

运用和法的关键在于调理中焦气机 ,而调理中

焦气机主要从以下两方面入手 : ①调理脾胃气机 ,

恢复脾升胃降的正常生理状态 ,促使脾胃恢复正常

的运化功能 ,使消化系统的毒副反应消失。由于脾

胃运化水谷和生化气血的功能恢复正常 ,则气血化

生有源。②调理胆腑气机。张景岳说 :“然东垣曰 :

胆者 ,少阳春升之气 ,春气升则万物化安。故胆气

春升 ,则余脏从之 ,所以十一脏皆取决于胆。”(《类

经·三卷·脏象类》) 肝胆气机的疏泄对脾胃的气机

升降和心主神志的功能有重要的调节与促进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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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胆腑的正常疏泄功能 ,是调理中焦气机的重要

环节。

212 　5 种治疗方法

具体运用和法时应根据病机所偏 ,将下面 5 种

治疗方法有机地结合起来 : ①调理脾胃气机法。该

法针对化疗中患者出现的脾胃升降失调的病机而

设 ,症见恶心、呕吐、嗳气、呃逆、便秘、腹泻、脘腹疼

痛、纳呆等。常用处方有半夏泻心汤、黄连温胆汤、

保和丸等。生理状态下 ,以脾主升清 ,胃主降浊为

顺 ,虽然化疗中脾升胃降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

害 ,但其病变的轻重程度是不同的。若病机以胃气

不降为主 ,症见恶心、呕吐、嗳气、呃逆、便秘者 ,当

在处方中增加降胃气药物的数量 ,或加大降胃气药

物的分量 ,可酌情加入厚朴、枳实等药或增大其药

量。如使用半夏泻心汤者 ,则应加大黄连与黄芩的

用量 ,以此增强该方苦寒降泄之功 ;若病机以脾不

升清为主 ,症见泄泻严重者 ,则应在处方中加大健

脾燥湿药的分量 ,或增加健脾燥湿药的数量 ,可酌

情加苍术、炒薏苡仁、炒扁豆等。②调理胆腑气机

法。胆腑气机以降以疏为顺 ,化疗药物对胆腑的毒

害主要是造成胆气失疏或胆气上逆 ,症见口苦、恶

心、气短者 ,治疗常用黄连温胆汤以疏胆降逆。③

健脾益气法。此法主要针对脾气受损的病机而设 ,

症见面色白光白、疲乏无力、动则气促、自汗、脉虚无

力者。常用处方有补中益气汤、参苓白术散 ;或在

调理脾胃气机处方的基础上加重健脾益气药的分

量。④消食导滞法。化疗中由于脾胃升降失调和

脾气受损 ,大多数患者运化水谷的能力严重减弱 ,

出现纳呆、食后脘腹胀闷等症 ,又由于肿瘤疾患导

致营养物质严重消耗 ,以致患者在化疗中营养不良

尤为突出 ,故全力促进水谷运化、增加营养的吸收

是当务之急。因此 ,在一般情况下 ,处方中都应加

入一定量的神曲、麦芽、谷芽、鸡内金等药 ,其作用

在于既可促进水谷运化 ,又有助于其他药物的吸

收。⑤安神定志法。由于七情失调是导致肿瘤发

生的重要因素之一 ,大多数肿瘤患者原本已有忧

虑、紧张等情志障碍 ,加之化疗药物对神经系统的

毒副作用 ,致使大多数患者在化疗中产生失眠、多

梦、焦虑、虚烦等症状。中医学认为 ,七情分属于五

脏 ,而思虑则伤脾 ,若不消除患者七情失调的病机 ,

欲使脾胃功能正常亦不可得 ,故在理法方药中要充

分考虑安神定志法的使用。若见失眠、多梦、焦虑、

虚烦者 ,可选黄连温胆汤或在其他处方中加入合欢

皮、远志、夜交藤、酸枣仁等。通过安神定志 ,使患

者达到寐安神定、脾胃运化功能正常的目的。又由

于“胃不和则卧不安”之理 ,故可通过调理脾胃、中

和寒热起到安神定志的作用。

213 　兼顾化疗药物对肝肾等脏腑及其机能的损害

化疗药物对造血系统的毒副反应 ———骨髓抑

制作用 ,除了与脾脏有最为密切的关系之外 ,与肾

脏也有密切的关系。其主要理由有三 : ①肾精能生

化血液 ,化疗药物损伤肾精 ,必使血液的生成失去

了重要的来源。临证时 ,常常见到部分患者在化疗

中骨髓受到严重抑制 ,血象极难纠正 ,中医辨证多

与素体肾虚有关。②某些化疗药物极易发生肾脏

毒性作用 ,既可在用药时即刻发生 ,也可在长期应

用中或停药后延迟发生 ,主要表现为引发肾功能衰

竭、肌酐升高、血尿、蛋白尿、氮质血症等 ,中医辨证

多属肾虚 ,尤其以肾阳虚为多见。③作用于肿瘤

M 期的药物如长春新碱、长春花碱、秋水仙碱等对

周围神经都有明显的毒性作用 ,患者可出现肢端感

觉丧失、无力、腱反射减弱、尿失禁等 ,中医辨证多

为肝主筋、脾主肌肉及肾主骨的功能受损所致。④

久病导致肾虚。由于化疗药物对全身细胞都有不

同程度的杀伤作用 ,并且对全身各个脏器都有一定

的毒性作用 ,患者经过几个疗程的治疗之后 ,必然

使身体各个脏腑的气血津液受损。中医学认为 ,肾

为先天之本 ,而肾阴肾阳又是人体阴阳的根本。因

此 ,当心肝脾肺等脏腑的阴阳受损日久 ,最终导致

肾中精气不同程度的受损 ,或肾之阴阳俱损 ,此乃

“久病及肾”之理。

一般来说 ,化疗的毒副反应所致的肾虚 ,通常

出现在化疗之后或化疗的中后期。治疗以补肾填

精为主。填补肾精 ,调补肾中的阴阳 ,是防治化疗

毒副反应所致肾虚的重要治法 ,并宜合理应用之。

除填补肾精这一基本治法外 ,还应根据肾的阴阳虚

损情况分别调补阴阳。方用六味地黄丸、金匮肾气

丸等 ,药用熟地黄、白芍、枸杞、附子、肉桂等 ,如此

方可取得补肾之功效 ,纠正肾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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