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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任是浙江中医药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全

国首批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在

60余年的中医临床实践与研究中,何老积累了丰富的

学识与经验,特别是在原发性肝癌的治疗方面,何老更

是运用自己独创的 /不断扶正, 适时祛邪, 随证治之 0

癌症治疗学术思想, 取得了良好的临床效果。笔者有

幸跟随何老学习、临诊多年,耳濡目染,亦渐有心得,现

就何老治疗原发性肝癌的学术思想作一初步探究。

1 不断扶正

所谓 /不断扶正0,就是指治疗自始至终要调整正
气,培益本元,使患者提高抗病能力。何老认为, 肝癌

之所以发生、发展,其根本在于人体正气的虚衰。只有

在人体正气虚衰的前提下, 各种内外邪气才可能侵袭

人体肝脏,并不断积聚变性, 形成瘤毒肿块,从而致生

肝癌, 并使肝癌不断发展恶化。因此, 在治疗肝癌之

时,何老强调应自始至终 /不断扶正 0。何老在临床上
又将其细化为 3种,即益气健脾、养阴生津、温阳补肾。

111 益气健脾  /脾为后天之本。0何老认为,要想扶

正治癌,益气健脾乃是首要之法。从临床上观察,肝癌

患者在疾病发生、发展过程中, 除出现一些局部癌症的

特别症状之外,常常会出现神疲乏力、面色少华、形容

憔悴、食欲不振、胃纳不展、恶心呕吐、腹胀腹泻、舌淡

苔白腻、脉濡细等证候。这些证候即脾气虚衰的表现。

提前采用健脾益气法治疗, 就会大大减少甚或消除以

上证候的出现,而如果以上证候出现之后采用此法治

疗,也能减轻病情表现的程度, 改善生存质量。以益气

健脾法治疗肝癌,何老常用的方剂有四君子汤、参苓白

术散、补中益气汤等, 常用的药物有人参、太子参、党

参、黄芪、茯苓、白术、灵芝、扁豆、五味子、薏苡仁、大

枣、炙甘草等。

112 养阴生津  /存得一分津液, 便有一分生机。0何
老认为,扶正方法治疗肝癌,养阴生津亦是其中重要之

法。肝癌患者, 或者素体阴虚, 或者癌毒化火损伤阴

津,或者化疗后脾胃受损而气血生化不足,临床上常常

出现形体瘦削、口咽干燥、头晕目眩、腰酸耳鸣、五心烦

热、盗汗、大便干结、舌红苔少、脉细数等证候, 此时即

需选用养阴生津之法进行治疗。以养阴生津法治疗肝

癌, 何老常用的方剂有增液汤、六味地黄丸、沙参麦冬汤

等,常用的药物则有生地黄、天冬、麦冬、玄参、枸杞子、

女贞子、何首乌、黄精、百合、玉竹、龟甲、鳖甲、山茱萸、

龙眼肉、铁皮石斛、当归、芍药、天花粉、阿胶、墨旱莲等。

113 温阳补肾  /肾为先天之本。0何老认为,在扶正

治癌过程中,温阳补肾亦为常用方法之一。从临床上

观察,除部分患者素体肾弱阳虚之外, 在肝癌后期, 患

者常常会出现神疲乏力、少气懒言、畏寒肢冷、腰膝酸

软、腹胀腹水、大便溏泄、小便不利、舌质淡胖、舌苔白

滑、脉虚无力等证候, 此等即为肾阳虚衰的表现。采用

温阳补肾法治疗,方证适宜,投药之后便可缓解消除以

上诸证。以温阳补肾法治疗肝癌, 何老常用的方剂有

桂附八味丸、右归丸等, 常用的药物则有补骨脂、骨碎

补、肉桂、淡附片、杜仲、菟丝子、鹿角霜、仙茅、淫羊藿、

肉苁蓉等。

2 适时祛邪
所谓 /适时祛邪 0, 就是指在 /不断扶正 0的基础

上,根据肝癌疾病的进程、邪正的演化以及病机的转归

情况,适时地投用祛邪药物, 从而达到邪去正安, 体平

气和。何老认为,在肝癌的发生、发展过程中, 虽然正

气是其中的决定性因素,但是作为矛盾的另一方,邪气

的存在,亦会不断销蚀人体正气,促进癌瘤肿块发展转

移,从而影响着疾病的进程,有时甚至会成为这一过程

的决定性因素。因此,在治疗肝癌之时, 必须在 /不断

扶正0的基础上, 适时地投用祛邪之品。

211 祛邪之时  何老认为, 以祛邪之法治疗肝癌, 关

键在于 /适时 0, 也就是必须根据肝癌所处的不同阶

段、其他现代医学治疗方法的运用情况等,恰到好处地

采用不同的祛邪方法。

21111 根据疾病的不同阶段  何老认为,肝癌处于不

同的阶段,人体邪正力量的对比会有明显的不同,故而

治疗时应采用相应的祛邪之法。一般来说,在癌症的

早期,人体正气之虚尚不十分明显,而邪气常常成为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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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一方,此时治疗, 就应以祛邪为主,兼以扶正,等邪

气祛除,正气盛实,身体即能康和;而在疾病的中期,一

则是人体的正气遭受不断损耗,正虚逐渐明显,一则是

邪气不断积聚加强, 邪实亦相倚而立, 此时治疗, 就应

扶正祛邪并而用之, 既扶益正气,又祛除邪气, 一进一

退之间,邪去正复,身体渐趋安和;至于在疾病的晚期,

由于邪气持续的销蚀耗损,人体正气极为虚弱,正虚成

为疾病最突出的一方, 此时治疗,即应以扶正为主, 略

加祛邪,甚则全投补剂, 如此才可挽回一线生机, 待正

气渐复,则自可缓缓抵御邪气, 抑制邪气的进一步侵

扰。另外,普通肝癌患者常常可以带瘤生存,肿瘤指标

还是有异常,但瘤体不发展、不扩散、不转移,肿瘤指标

不反复、不升高, 患者也没有明显的自觉症状, 对于此

阶段的治疗,何老主张攻补兼施, 扶正祛邪兼而行之,

并以扶正略占主导。

21112 现代医学治疗方法的运用情况  何老认为, 采

用中西医单一的方法治疗肝癌效果并不理想, 而采用

中西医综合的方法治疗, 则可提高疗效, 减少毒副作

用,改善生存质量,延长生存期限,因此,治疗肝癌应采

用综合方法。相应地,根据现代医学治疗方法的运用

情况,中医祛邪之法的运用亦随之有所不同。一般来

说,现代医学手术、化疗方法, 都可归属于中医祛邪之

法中峻猛的一类,经过此等治疗,患者正气往往会遭受

严重损耗,且产生明显的毒副作用。对于此类患者的

治疗, 中医应以扶正为主, 并根据正气损耗情况、毒副

反应, 适当选用祛邪之品。当然, 临床实际极为复杂,

除根据其他现代医学治疗方法的运用情况外, 患者的

体质因素、季节因素、地域因素等都会影响到疾病的表

现,祛邪之时机亦会有所改变, 对此应以辨证论治为总

原则。

212 祛邪之法  根据肝癌的不同阶段、不同证候以及

其他现代医学治疗方法的运用情况, 中医祛邪之法亦

有所不同。何老认为,从临床实际来看,大致可分别为

清热解毒法、活血化瘀法、化痰散结法、理气解郁法等

4种。当然,在临床中这 4种方法常常交叉配合使用。

21211 清热解毒法  清热解毒法为治疗肝癌时最常

用的祛邪方法。何老认为, 在肝癌的发生、发展过程

中,总有邪毒积聚、郁久化热之病机, 而在证候上亦会

时常出现口干咽燥、身烦体热、便闭尿黄、胁肋灼热疼

痛、舌质红、脉细数等热毒之征象。因此, 在祛邪之时,

何老总是适时选用清热解毒之法。清热解毒之药物,

何老常常选用板蓝根、猫人参、大青叶、野菊花、蒲公

英、金银花、白花蛇舌草、三叶青、半枝莲、半边莲、干蟾

皮、冬凌草、夏枯草、七叶一枝花、连翘等。

21212 活血化瘀法  活血化瘀法为治疗肝癌时常用
的祛邪方法之一。何老认为,在肝癌的发生、发展过程

中,亦往往兼有瘀血内阻、凝结成块之病机,而在证候

上亦会时常出现肿块触之坚硬或凹凸不平、固定不移、

肌肤甲错、舌质紫暗、舌下静脉青紫、脉涩滞等血结之

征象。因此,在祛邪之时, 何老往往会相应地选用活血

化瘀之法。活血化瘀之药物,何老常常选用当归尾、莪

术、桃仁、红花、川芎、丹参、乳香、没药、泽兰、石见穿、

蒲黄、五灵脂、水蛭、全蝎、穿山甲等。

21213 化痰散结法  化痰散结法亦为治疗肝癌时常

用的祛邪方法之一。何老认为,在肝癌的发生、发展过

程中,有时亦兼有痰浊内停、凝结成块之病机, 而在证

候上亦会出现肿块触之坚硬或凹凸不平、固定不移、不

痛不痒、胸脘痞满、胁肋支满、呕恶痰涎、咳痰喘促、舌

苔厚腻、脉濡滑等痰凝之征象。因此, 在祛邪之时, 何

老往往会相应地选用化痰散结之法。化痰散结之药

物,何老常常选用半夏、瓜蒌、皂角刺、山慈菇、浙贝母、

杏仁、薏苡仁、昆布、海藻、夏枯草、海浮石、生牡蛎、鳖

甲、藤梨根、茯苓、猪苓等。

21214 理气解郁祛  理气解郁法亦为治疗肝癌时常

用的祛邪方法之一。何老认为,在肝癌的发生、发展过

程中,往往兼有气机郁滞之病机,而在证候上亦会时常

出现情志抑郁、胸胁胀闷、喜太息、脘腹胀痛、泛恶嗳

气、脉弦等气郁之征象。因此, 在祛邪之时,何老往往

会相应地选用理气解郁之法。理气解郁之药物, 何老

常常选用川楝子、佛手片、柴胡、郁金、枳壳、厚朴、广木

香、香附、陈皮、小青皮、沉香曲、青橘叶、大腹皮、八月

札、九香虫等。

3 随证治之
所谓 /随证治之0,是指在综合考虑肝癌疾病的基

础上,在 /不断扶正 0 /适时祛邪 0的原则指导下, 依随

患者就诊时所出现的各种证候表现及体检指标, 针对

性地辨证治疗。何老认为,虽然同属肝癌,但不同的患

者,或同一患者在不同时间、不同阶段、不同治疗方法

之后,就可能出现不同的证候, 或不同的体检指标, 在

这种情况下,就不能采用同一治疗方法,而应根据患者

就诊时所出现的各种证候表现及体检指标,针对性地

辨证治疗, 这就是 /随证治之 0。如患者出现明显黄

疸,生化指标显示肝功能异常、血清酶学异常, 就应对

其去湿热、退黄疸,恢复肝功能及血清酶学指标。

4 病案举例

患者某,男, 69岁, 2005年 11月 7日初诊。患者

2002年 11月体检发现生化指标异常 ( CEA5616Lg /

L ), 同年 12月 ECT示肝脏恶性病灶,临床诊断为肝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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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癌, 随即住院治疗, 一直间断进行多次介入化疗, 诺

力刀治疗,口服化疗药及其他相应对症治疗。2005年

10月 ECT检查示肝脏、肺多处恶性病灶,生化检查示

肝功能异常, 肿瘤指标物异常 ( AFP23142Lg /L,

CEA791188Lg /L, CA 199 220130U /mL )。患者一直没有

明显不适,来诊时精神萎靡,面色灰暗,语声低微,形体

瘦削, 舌裂苔薄, 脉濡,辨证属症积病正虚邪实证,以自

拟参芪苓蛇汤加味、并以薏苡仁单独煎煮当早饭空腹

服用来治疗。处方:生晒参 6g,黄芪 30g, 女贞子 15g,

猪苓 30g,茯苓 30g,枸杞子 20g,猫人参 30g, 白花蛇舌

草 30g,干蟾皮 10g,焦麦芽、焦山楂、焦神曲各 10g, 薏

苡仁 60g (包煎 ), 绞股蓝 20g。 7剂, 水煎服, 每日 1

剂。复诊: 服药 7剂后, 精神、舌裂较前好转, 苔薄脉

濡。效不更方,原方略行加减。此后一直不间断服药

至今,病情稳定。

按:本例患者虽无明显自觉症状,然经检查发现肝

转移癌、肝肺多处恶性病灶,又经介入、诺力刀、口服化

疗药治疗,并素患糖尿之疾, 来诊时精神萎靡, 面色灰

暗,语声低微,形体瘦削,舌裂苔薄,脉濡, 热毒深蕴、气

阴两伤明显,属症积病正虚邪实证,以自拟参芪苓蛇汤

加味扶正祛邪,方证相符, 疗效满意。

( 2007- 12- 18收稿 )

中药现代化的含义探析

焦  广  明
(江阴天江药业有限公司, 214434)

关键词  中药现代化

  中药现代化长期以来是中医药工作者努力的方
向。数十年来,无数专家、学者孜孜以求探索着中药的

现代化之路。近年来国家发布了 5中药现代化发展纲
要 6,更加掀起了中医药学者致力于中医药现代化的

热情。

然而何为中药现代化的发展方向? 出现了一些不

同的观点。不少人认为中药现代化就是要弄清中药的

有效成分, 搞植物提取物,进入世界主流医药市场,与

国际接轨。甚至于认为, 中药现代化就是要开发结构

清楚、药理药效明确的 Ñ类中药。这在近年已形成了
一些 /共识 0, 因而国家有关政策提出 /中药现代化就

是要研究开发象青蒿素这样的 Ñ类新中药 0, /十五期
间重点支持三、五个结构清楚、药理药效明确的 Ñ类中

药创新药物的临床研究0等。另有一些人认为,在这样

的观点指导下, 中药将逐渐演变成脱离中医药理论指

导的 /现代天然药物 0。如果这就是中药的现代化,那

在今后的发展中究竟需不需要中医? 这实在是中医药

存亡的大事! 这实际上是中药西化, 使中医药的发展

走入误区,正在把中医药逼进死胡同。

所谓中药,是指纳入中医药理论体系、能够按中医

理论使用的药品。我们认为, 中药现代化就是把当代

最新科技、手段、方法、设备融入中药研究、生产、应用,

从而发展完善中医药的一个过程, 其目的不是要把中

药西化为 /西药0。天江药业首倡的中药配方颗粒饮片

剂型改革项目就突出体现了这样的发展思路。中药配

方颗粒是在中医药理论的指导下, 通过现代技术与设

备,将传统饮片的剂型进行改良,以充分保留原饮片的

性味与功效为前提,既保留了传统中药饮片的精华, 又

对之作了进一步的发展与补充,充分体现了 /继承不泥

古,发展不离宗 0的学术思想,适应了当今社会发展与

医疗发展的需求。虽然现在仍有不少反对的意见, 阻

力还很大,但我们坚信中药配方颗粒的出现为中药的

现代化带来了曙光, 应该成为中药现代化发展的一个

重要方向。

中医药学与西医药学各为两大医疗保健体系。两

者理论与实践完全不同,不能相互作为证伪的标准, 更

不能拿西医药当作中医药的历史评判标准。我们希望

改变长期以来对中医药的政策歧视,从政策、经费投入

等诸多方面真正让中医药与西医药同步。为使中药更

好地走向国际化,在中药质量标准与规范上, 我们必须

制定适合于中药, 而又明确区别于西药的标准。积极

探索制定既符合中药特点,又能为国际普遍认可的 /安

全、有效、稳定、可控 0的中药质量标准体系和评价

体系。

中药现代化与现代中药科技产业化, 不仅是一场

传统中药的新技术革命, 更是一次现代中药的新文化

运动。中药的现代化必须在遵循中医药传统理论精髓

和继承中医药临床实践自身特色的基础上, 吸收和借

鉴一切人类生命科学发展的成果和现代高科技手段,

多学科融合、多技术结合,形成具有时代特色的中医药

理论体系,为中药研究开发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在

促进传统中医药技术进步与科技创新的同时, 突出体

现其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相结合的独特文化内涵。
( 2008- 10- 07收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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