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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研究·

基于“毒生病络”探讨恶性肿瘤的中医治疗

匡汪浩１，张锋利２，李　平２

（１．安徽中医药大学，安徽 合肥　２３００１２；

２．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中西医结合肿瘤科，安徽 合肥　２３００２２）

［摘要］元气化生异常，内生瘤毒是恶性肿瘤发生的根本原因，毒生病络是恶性肿瘤发生发展的病机关键。瘤

毒内生，肿瘤即形成，瘤毒促生络脉，耗伤气血，虚、瘀、毒兼夹。早期肿瘤多无特殊表现，正气尚存，应以清瘤

毒为主，兼扶正气；中晚期肿瘤多瘤毒流散，气血亏虚，正气已虚，以扶正气为主，兼清瘤毒。瘤毒促生络脉，

应积极运用虫类药清除瘤毒，减少络脉无序增生，并综合考虑肿瘤不同时期特点，有针对性地用药，以获得更

好的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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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癌症是中国居民的主要死因之一。过去的十几

年中，中国癌症的发生率和死亡率呈上升趋势。据

相关统计［１２］，２０１５ 年中国新发癌症病例数约

３９２．９１万，死亡人数约２３３．７６万，恶性肿瘤死因占

居民全部死因的２３．９１％，而新发病例和死亡病例

分别占全球的２３．７％和３０．２％。主要高发肿瘤为

肺癌、胃癌、结直肠癌、乳腺癌和胃癌等。

中医对恶性肿瘤的认识和治疗随着时代不断发

展，但目前医家对其认识多局限于恶性肿瘤的病因，

对于病机探讨较少，未能完整地认识到肿瘤发生发

展各阶段的不同特点，治疗中一味地攻伐，导致正愈

虚、毒愈盛，疗效不佳。元气化生异常，内生瘤毒，形

成肿瘤，瘤毒促生络脉，内生痰瘀，耗伤气血，导致

虚、瘀、毒夹杂。在治疗恶性肿瘤过程中要注重病

因、顾护正气及重视络脉，以提高患者生活质量及生

存期。

１　中医对于恶性肿瘤的认识

中医学自古就认识到恶性肿瘤的表现并提出治

疗方案，但多将其归属于脏腑疾病，对于恶性肿瘤病

因病机无系统认识。众多古代医家认为，恶性肿瘤

的形成与毒邪有关。《仁斋直指附遗方论》描述：“癌

者，上高下深，岩亢之状，颗颗累垂……毒根深藏，穿

孔透里，男子多发于腹，女子多发于乳，或项或肩或

臂，外症令人昏迷”。《金匮要略心典》曰：“毒者，邪

气蕴结不解之谓。”《圣济总录》云：“瘤之为义，留滞

而不去也。”现代中医肿瘤学认为，肿瘤多因正气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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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内外邪气影响导致脏腑功能失调，气滞、血瘀、痰

凝蕴结日久化毒成为肿块，发为肿瘤［３］。肿瘤之毒

有别于其他内、外科之毒，故称之为瘤毒。

２　毒生病络是肿瘤发生发展的关键

“毒生病络”理论认为，肿瘤发生是由于元气化

生异常，瘤毒内生，肿瘤进入中晚期瘤毒沿络脉、经

脉流散，在合适的环境形成转移灶，有明显的毒阻络

脉及病络形成的特点［４］。同时，恶性肿瘤病变凶猛

迅速，病程长。可见，在肿瘤的发生发展过程中都与

络脉息息相关。

２．１　络脉的生理病理特点　络脉分布广泛，遍布肢

体脏腑关节，沟通上下内外，具有运行气血、沟通表

里、卫外抗邪、保证经气环流灌注、维持气血津液相

互渗透贯通等功能，在人体气血津液的输布环流中，

起着重要的枢纽和桥梁作用［５］。

络脉因络道狭小，具有易滞易瘀、易入难出、易

积成形的特点。络脉分布人体四肢脏腑组织，易受

邪气影响而出现络脉阻滞、络脉空虚、络脉损伤３种

病证：主要表现为邪气入络导致络气不利，气不行血

则血瘀，血瘀则络脉津血互换异常聚而生痰；气滞血

瘀，络脉失养，出现疼痛、皮肤不荣等表现；络脉因各

种因素受损导致络脉血溢于外，即瘀血证。

２．２　毒生病络病机的形成　病络最早记载于《金匮

要略浅注》：“以由病络而涉于经，宜从治络血之法。”

王永炎［６］认为，病络是因内、外邪或正虚所引起的络

脉功能结构异常导致疾病，属于病机范畴，络病则是

以络脉功能及结构异常为表现形式的疾病，属于疾

病范畴。可见，病络是以络脉为生理病理基础、络病

为表现形式的病机，病络的产生先于络病。病络生

则络病成。络病范围广泛，毒生病络是恶性肿瘤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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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病机关键。依据络脉的生理病理特点，邪气入

络影响气血运行，津血互换失常，津凝则为痰，血滞

则为瘀，痰瘀作为病理产物阻滞络脉，形成痰瘀互结

于络脉的病理状态即病络，此时仅会导致机体气机

的障碍与阴阳平衡的失调，形成非肿瘤性疾病。《景

岳全书》曰：“或以血气结聚，不可解散，其毒如蛊。”

由于外感六淫、七情内伤、饮食失节及其相关病理产

物相互胶结影响元气正常化生，形成“瘤毒”，瘤毒形

成后影响机体气血津液交换运行，进一步促使痰瘀

生成，同时瘤毒促生络脉，形成痰、瘀、毒阻于络脉，

此时肿瘤“毒生病络”病机形成。

瘤毒具有暗耗正气、易于传变、毒势鸱张、阻络

成结的特点，在此基础上“毒生病络”则呈现出耗伤

气血、病络亢进、扰乱气机、脉络阻滞、内生痰瘀、易

于传变的特点。络脉循行全身，瘤毒通过络脉流散

于全身，耗伤气血，阻于局部形成肿块，出现正虚邪

实的表现，同时毒邪伤络、毒邪阻络，络为毒扰，血行

涩滞成瘀，或毒邪壅遏，化生痰饮，痰、瘀、毒胶结阻

滞络脉气机，“不通则痛”；瘤毒形成恶性肿瘤后通过

新生大量无序的络脉吸收气血，导致络脉气血虚耗，

经络脏腑失养，“不荣则痛”。瘤毒耗伤正气愈甚，正

气抗邪能力愈弱，瘤毒的流散能力愈盛，《时病论·

冬伤于寒春必病温大意》云：“最虚之处，便是容邪之

地。”若脏腑络脉气血虚损，无法抗邪，则形成转移

灶，进一步耗伤气血，如此恶性循环。

因虚留毒，毒聚而络生，因毒而络虚，络虚而流

毒，是肿瘤病机的明显特征［７］。因此，毒生病络病机

的本质是虚、瘀、毒痹阻络脉，治宜扶正化瘀解毒

通络。

３　毒生病络的表现形式

《素问·六微旨大论》：“亢则害，承乃制，制则生

化，外列盛衰，害则败乱，生化大病。”瘤毒内生，痰毒

瘀久结于络脉，络脉亢盛则变，增生无制，络脉是内

外邪气侵袭的途径，也是瘤毒形成的中心环节。因

瘤毒致病的复杂性，“毒生病络”呈现出复杂的临床

表现，既包含瘤毒的特点，也包含外感邪气及络脉痰

热瘀虚的特点，在肿瘤发展的不同阶段也呈现出不

同特点。

３．１　早期———起病隐匿，暗耗气血，扰乱气机　在

瘤毒形成之后，肿瘤即形成，瘤毒促生络脉，内生痰

瘀，痰、毒、瘀阻滞络脉，可能会出现一些与其他内科

疾病无明显区别的表现形式，如胃癌早期存在的痞

满腹胀、嗳气，结直肠癌早期出现的大便干稀不调以

及卵巢癌早期的下腹部坠胀疼痛。此外，瘤毒阻于

肺，扰乱全身气机，影响气血津液交换，耗伤肺气，卫

外不固，则出现体虚易感、咳嗽咳痰、胸闷气喘等，而

这些症状在其他疾病中也会出现。

３．２　中晚期———瘤毒流散，变生诸病，虚、瘀、毒兼

夹　叶天士《临证指南医案》云：“邪与气血两凝，结

聚络脉。”瘤毒内生病络，造成痰、瘀、毒壅塞络脉并

沿络脉流散，络气阻滞，日久愈虚，虚则留毒，毒损络

脉，耗伤正气，继而又常加重病情，变生诸病，不断耗

伤正气。因此，中晚期肿瘤络脉呈现出虚、瘀、毒等

特点，并且相互兼夹，其临床表现亦围绕这些特点

展开。

３．２．１　络脉瘀滞　络脉功能的异常早期表现为络

气郁滞，而此时多无明显病理表现。当络气郁滞导

致气不行血引起络脉瘀滞，气滞、血瘀、痰浊相互蕴

结，影响元气化生，瘤毒内生，使络脉由功能异常转

向形质改变。络脉瘀滞，引起脏腑功能失调，局部多

表现为闷、胀、刺痛，且痛处固定不移，脏腑则多表现

为组织肿块，络脉循行部位出现条索状青紫，全身症

状则表现为面色紫暗，口唇、爪甲青紫，肌肤甲错，舌

有瘀斑或瘀点，脉涩或结代等气滞血瘀之象。

痰、瘀、毒阻于肝络，肝络气血不通，气血瘀滞，

不通则痛，故出现胸胁部胀痛。瘤毒直接损伤络脉，

一方面加重络气郁滞，另一方面络中之血外溢成瘀，

加重络脉瘀滞，同时会出现出血、胁下积块、腹胀、痞

满、黄疸、鼓胀等症状。乳腺癌多与痰浊气滞血瘀有

关，表现为乳房胀痛，瘤毒内生于乳络，痰瘀日久化

热，则又表现为乳房肿块，局部红肿热痛可伴有

溃烂。

３．２．２　络虚失荣　瘤毒内生，络脉增生无序形成肿

块，不断耗伤络脉气血，痰、瘀、毒互结，瘀而化热，热

毒壅滞，加快肿瘤发展，形成恶性循环。气为阳，血

为阴，气血耗伤日久则耗伤阴阳。因此，络脉虚而失

荣则表现为气血阴阳失于濡养脏腑及络脉本身，可

能会出现气虚、阴虚、阳虚的表现。络脉循行于四

肢，络脉气血阴阳亏虚，四肢失荣，则出现麻木，阳气

亏虚则出现畏寒、喜热饮等，阴虚则出现潮热盗汗、

口渴欲饮等，而瘤毒因虚留滞，则出现肢体皮肤肿块

等表现。

３．２．３　瘤毒阻络　元气化生异常，内生瘤毒，瘤毒

形成后导致痰浊瘀血的进一步形成，从而耗伤气血

阴阳，导致络虚失荣。瘤毒促生络脉后多表现为肿

瘤肿块，再通过肿瘤周围大量新生的络脉向远处流

散，在络虚之处停滞形成转移灶，从而再次形成虚、

瘀、毒的恶性循环。

４　基于毒生病络治疗恶性肿瘤

叶天士云：“医不明治络之法，则愈治愈穷。”应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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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毒生病络”的特点，以《内经》“虚则补之”“实则

泻之”原则为指导，确立补虚解毒通络的治疗原则，

即在治疗恶性肿瘤时需辨证论治扶正气，清除瘤毒，

调整脏腑气血阴阳，同时根据瘤毒阻络的特点，以

“通络”治其标。

４．１　扶正气，清瘤毒　瘤毒形成后，促生络脉耗伤

气血，导致络脉空虚，流散于脏腑，造成脏腑亏虚、瘀

阻、毒滞。因此，治疗中不仅要扶助正气，亦需认识

到肿瘤患者久病正气亏虚、瘤毒留恋的基本病机和

瘤毒未清、毒邪内蕴的阶段病机，以及放射治疗、化

学治疗、中药过于攻伐导致的不良反应。临床常以

四君子汤加减，灵活运用以扶正气；以清除瘤毒之品

清除全身流散的瘤毒，如肺癌加入黄芩、猫爪草、七

叶一枝花等，胃癌加入山慈姑、八月札、鸡内金等，结

直肠癌加入红藤、败酱草、白花蛇舌草等。瘤毒内生

病络，亦受其他病理因素影响，如瘤毒与寒邪相结，

寒性收引，出现腹部疼痛，则以小建中汤加减以温中

散寒；若与热邪相结，火性炎上，出现局部病灶的红

肿热痛、溃烂，则可以在扶正的基础上加入五味消毒

饮加减以增强清热解毒功效；若与痰饮相结，则阻滞

气机，影响机体津液运化，形成胸水、腹水等，可采用

五苓散或五皮饮加减以增强健脾利水之功。

４．２　调病络，重视虫类药的作用　毒生病络的本质

是癌毒内生，导致络脉亢盛，增生无序，耗伤正气，故

治疗应着眼于清除或减少癌毒，阻止虚、瘀、毒的恶

性循环，减少络脉增生，改善络脉虚、瘀、滞的病理状

态，恢复络脉生理功能。虫类药乃血肉有情之品，其

性峻猛、善走窜，根据功效分为活血化瘀通络、攻毒

散结通络、搜风解毒通络、补益培本通络４类
［８］。肿

瘤形成初期，正气尚可耐受攻伐，瘤毒内生，络脉瘀

滞，当选攻毒散结通络的虫类药物，以达到“以毒攻

毒”的目的，如壁虎、斑蝥、蟾蜍、全蝎；肿瘤不断耗伤

正气，加之中药攻伐、化学治疗等均加重正气亏虚，

络脉气血不足，络脉空虚，瘤毒流散，出现转移及疼

痛，此时选用搜风解毒通络的虫类药，以清除流散的

瘤毒，如地龙、蜈蚣；肿瘤晚期，随着正气的不断耗

伤，人体气血不足，无法抵抗毒邪，全身出现多处转

移病灶，此时当减少药物攻伐，以扶正为主，解毒通

络为辅，选择益气养血药物，同时加入具有滋补作用

的虫类药，如蛤蚧、冬虫夏草、桑螵蛸、海马、露蜂房。

毒生病络贯穿整个肿瘤的发生发展过程，络脉虚瘀

阻滞是其重要特点，故在无出血等临床治疗禁忌证

的情况下应考虑运用活血解毒通络的药物改善络脉

虚瘀阻滞的状态，可选用 虫、水蛭等。大量实验也

表明，虫类药可以改善肿瘤患者的血液高凝状态，促

进癌细胞凋亡，抗肿瘤血管生成，改善贫血，提高免

疫力［９１１］。

５　结语

络脉分布广泛，运行气血，沟通上下内外，亦是

邪气侵袭的途径。内外邪气侵袭络脉，导致络气郁

滞、络血瘀滞、痰浊凝滞，形成络脉气滞、血瘀、痰凝

的病理状态即病络；气滞、血瘀、痰凝络脉日久，或外

邪影响元气化生而为瘤毒，瘤毒促生络脉，形成痰、

瘀、毒阻于络脉，即毒生病络。瘤毒内生络脉导致络

气运行不畅，则气滞血瘀，瘤毒耗伤络脉气血，络脉

空虚，瘤毒流散，如此形成循环。基于毒生病络的病

机，当机体出现不适反应时应积极结合现代检查手

段明确病因，早诊断，早治疗；当瘤毒内生后，积极清

除瘤毒，减少络脉增生；肿瘤晚期患者正虚邪盛，在

清除瘤毒的同时更应扶助正气，以提高患者生活质

量，延长患者生存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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