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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药治病之从'毒(治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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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针对含有一定毒性的中药治疗癌症进行阐述" 笔者认为使用#毒药$治疗癌症晚期患者%对

其生存和预后都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尤其是伴有转移的患者" 灵活地运用中医学理论%客观地认识中药的毒

性%熟悉毒性中药品种及所含毒性成分%掌握其用法用量及注意事项%针对不同患者个体化规范化治疗%可预

防毒性中药中毒事件的发生" 笔者从
5

个层面去认识毒药治癌的可行性%并从肠道菌群的角度去展望毒药

治癌的规范化使用"

关键词#毒药&癌症&理论&临床应用&肠道菌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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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中'毒(的含义主要指治病的药物的毒性和

偏性!明"张景岳)类经"疾病类"五脏病气法时*

+

#

,

曰#'药以治病!因毒为能!所谓毒者!以气味之有偏

也- 盖气味之正者!谷食之属是也!所以养人之正气&

其味之偏者!药饵之属是也!所以祛人邪气!其为故也-

正以人之为病!病在阴阳偏盛!而欲救其偏!则惟气味

偏盛者能之!正者不及也(- 金"张从正 )儒门事

亲*

+

!

,又称药物致病$即不良反应%为'药邪(!亦称药

毒- 在本文中所提及的毒药主要指含有一定毒性能引

起人体不良反应的药物- )素问"五常政大论*

+

%

,曰

'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常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

病!十去其八&无毒治病!十去其九&谷肉果菜!食养尽

之!无使过之!伤其正也-(意思是毒性大的药物治病!

只能用到病邪去除十分之六!就应停药&用一般毒性的

药物!只能用到病邪去除十分之七!就应停药&用毒性

小的药物!病邪去除十分之八!就应停药&即便是无毒

的药物!也不过用到病邪去除十分之九!就应停药- 之

后可用食物进行调养!以逐渐康复- 用药过度!则徒伤

正气- 昔有刘禹锡!病愈后以为那是灵丹妙药!不遵医

嘱!过量服之!遂生大毒!醒悟而写下)鉴药*!以示教

训- 然而!对于癌症这样的慢性疾病!毒药治病如何

'中病即止(!如何个体化规范化治疗!又如何去评判

毒药与人体的相互作用呢.

#

#癌毒论及其指导意义

全国著名名老中医周仲瑛教授认为癌邪为患!必

夹毒伤人!'癌毒(是在内外多种致病因素作用下!人

体脏腑功能失调产生的一种对人体有明显伤害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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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邪!是导致肿瘤发生的一种特异性致病因子+

5

,

- 癌

毒具有增生性/浸润性/复发性/流注性等特性- 历代

医家及民间流传许多治疗癌症的方法及药物!大都以

攻毒祛邪为目的- 周老认为'肿瘤非常病!用药非常

药(- 周老在治疗肺癌时习用一些抗癌解毒药物!其

中有一些并不为目前临床所常用!而周老对其运用多

年!实为其用药精华之所在- 其常用抗癌解毒药如冬

凌草/肿节风/僵蚕/蜈蚣/露蜂房/红豆杉/白花蛇舌

草/半枝莲/白毛夏枯草/山慈菇/泽漆/山豆根/龙葵/

漏芦/猫爪草等+

6

,

- 而经过现代药理学的鉴定!这些

药物中不少药物都是存在一定的药物毒性的- 由此可

见!在癌毒的治疗中!'以毒攻毒(法的合理使用并不

会造成患者的毒副反应!相反!对于攻毒祛邪来说!

'毒药(的使用是具有必要性的-

因为癌毒病情顽固!病期漫长!故大多癌症患者需

要长期服药后才能停药!'中病即止(的观点在癌症的

治疗中更加考验医生!这取决于医生对疾病的正确认

识- 如果只是透过影像学的诊断或者肿瘤标志物的判

断就认为疾病已经痊愈或者完全缓解!那么很有可能

造成疾病的复发- 应该跳出传统疾病治疗的惯性思

维!用全新的角度和思维去认识癌症!周老的癌毒论提

供了全新的视角- 但是!毒药治病并非说是单纯地用

大剂量的毒药去攻克癌毒!而是在合理的药物剂量范

围内!选择适合某种癌毒的中药去克制癌毒- 这是让

临床医师走出中药使用的误区!不要过度惧怕毒性!比

如一些临床医师在开中药时只开性情温和的药!有点

毒性的药尽量回避或用量很少!毒性较大者基本不开!

为的是不出事故和纠纷!只图稳妥-

!

#客观认识中药的毒性

中医药有其独特的理论体系和理法方药!中药之

作用是包括多种毒性成分在内的多成分协同作用的结

果+

D

,

- 古人早已对其毒性有深刻认识!并通过严格炮

制/配伍等方法进行减毒增效 通过整体观念和辨证论

治!因时/因地/因人制宜!制定出配伍严密的方药即可

趋利避害!以毒攻毒!从而达到治疗作用!甚至可获得

意想不到的良好效果- 因此!须从中医学角度来完整

审视和阐明中药的毒性-

现代医学之毒理学是用中毒剂量/半数致死量

以及最大耐受剂量等指标来评估药物的毒性!但仅

适合于某一个化学成分明确的药物!且通常为常

量+

$

,

- 而中医理论强调中药之偏性$寒热温凉/四气

五味%和证的关系!即有病则病当之!反之无病则体

当之- 在无病邪存在或本来阴阳平衡的状态下!中

药的偏性作用于人体则可能表现为毒性!'承则为

治!亢则为害(-

%

#以毒攻毒治癌症的依据

对于癌症应用毒性中药!见于宋代东轩居士)卫

济宝书"痈疽五发篇*

+

3

,

#'一日癌!癌疾初发者却无

头绪!只是肉热痛- 过一七或二七!忽然紫赤微肿!渐

不疼痛!迤逦软熟紫赤色!只是不破- 宜下大车螯散取

之- 然后服排脓/败毒/托里/内补等散- 破后用麝香

膏贴之- 五积丸散!疏风和气-(其中提到应用败毒之

剂以治癌疾- 其后又曰'痈疽之疾!如山源之水!一夕

暴涨!非决其要会!支之大渠!使杀其势!则横潦为灾-

猛烈之疾!以猛烈之药!此所谓以毒攻毒也-('以毒攻

毒(非'虫药(/'毒药(莫属!直接攻毒!直达病所- 对

热毒/痰毒/瘀毒等!给予清热解毒/化瘀解毒/化痰解

毒等治疗- 常用八角莲/石上柏/生半夏/天南星/莪

术/三棱/水蛭/ 虫/穿山甲/全蝎/蜈蚣/干蟾皮/露蜂

房/乌梢蛇!白花蛇/半枝莲/白花蛇舌草/苦参等+

4

,

-

治癌以毒攻毒!是因为这类有毒药物对癌细胞具

有一定的细胞毒作用- 实验研究证实!野百合中的野

百合碱能通过抑制去氧核糖核酸
F2O

合成而杀死癌

细胞+

#"

,

&斑蝥及其衍生物可通过多个靶点抑制
S7-;

细胞/胆囊癌细胞等癌细胞的代谢!且斑蝥素类制剂已

广泛应用于肿瘤治疗中+

##

,

- 蓖麻子能促使肝癌细胞

大量溶解/坏死!其在杀伤肿瘤细胞的同时!对正常肿

瘤细胞也有破坏作用!但经炮制之后毒性减低!并保留

其抗癌作用+

#!

,

- 此外!石蒜的抗肿瘤有效成分为石蒜

碱衍生物即石蒜碱内胺盐!其制剂中带正电荷的季胺

盐可与有明显的负电荷性的肿瘤细胞表面相结合!而

其带负电荷的酚离子基则便于进入带正电荷的肿瘤细

胞内部!从而发挥其抗癌作用+

#%

,

- 在治疗癌症中应用

某些有毒中草药是有科学依据的!这些毒性药物经炮

制及改性后使用也是安全的-

药物的有效浓度和它的毒性浓度之间是存在一个

临界点的!当药物的某种成分达到某种浓度后!即可发

挥它的有效作用!而浓度继续累加则会发生毒副反应-

临床医生要非常清楚药物会产生的毒副作用!比如黄

药子会产生肝脏损害!不仅要谨慎地使用它!并且让患

者定期检测肝功能是也十分必要的- 哪些药物会产生

肝脏损害!哪些药物会产生肾脏损害或者是心脏毒性!

都要了熟于心- '大毒治病!十去其六(!攻伐太过则

会损伤正气!个体化规范化治疗是我们对毒药治癌提

出的新标准-

5

#肠道菌群的作用

同样作为慢性疾病!中医学对于糖尿病已经有了

比较丰富的认识!对糖尿病的治疗也有比较健全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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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基础和治疗体系- 可喜的是!近年来我国科研人员

对
!

型糖尿病的研究又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通过现

代科学研究!已经发现
!

型糖尿病患者的肠道菌群与

正常人群是存在特异性差异的+

#5

,

- 仝小林等+

#6

,发现

'葛根芩连汤(可通过改变肠道菌群治疗
!

型糖尿病!

其主要是通过产生一种具有消炎作用的/可产生丁酸

盐的有益菌-

P, '

等+

#D

,研究表明肠道微生物能够调

节中药的生物利用度!比如从黄芩中提取的黄芩苷首

先被肠菌群水解!在肠道内形成的糖苷配基!其次是吸

收和随后形成共轭黄芩苷- 把治疗糖尿病的中药分别

作用于
!

型糖尿病患者$实验组%的肠道菌群与正常

人群$对照组%的菌群之后!通过
VbU&HN)G^

"

+Z

技

术检测发现实验组的菌群经过代谢反应!产生了更多

抗糖尿病的有效成分!而其中某种成分是对照组所没

有的!这从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中药作用于人体后的某

种工作机制-

从以上的实验!可以推断出肠道菌群其实是人体

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生物系统!也是中药作用的一个重

要靶点- 一方面!肠道菌群将中药前体转变为活性药

物方面起着重要作用!这些细菌能够使不能吸收的/无

生物效应的中药成分通过代谢变成具有治疗作用新的

成分- 另一方面!中药能促进对人体有益微生物的生

长!抑制有害微生物并不断调节失衡的肠道生态系统-

癌症是多因素所造成的一种全身性疾病!癌毒也

会流窜到胃肠道!改变胃肠道的整体环境!癌症患者的

肠道菌群相对于健康人群而言也发生了相应的改变-

在用毒药治病的过程中!经过肠道菌群的作用!将会产

生以下效应#一方面!菌群吸收部分毒药后!通过代谢

产生了更多的抗毒成分!攻击癌症的原发灶和转移灶-

另一方面!菌群又会产生一些相应的保护成分!减弱这

些毒性成分对全身脏器的毒副作用$肠道菌群可以通

过食物生成保护性代谢产物! 且其具有类似生物降解

功能!可以对摄入的毒性物质进行解毒+

#$

,

%- 这是从

一个全新的角度去理解中药的增效解毒功能- 此外!

中药也会改善癌症患者的肠道菌群系统!产生更多的

有益菌!从整体上改善人体的微环境-

鉴于平时所做的药理学实验是排除了肠道菌群所

产生的生物效应!所以对于毒药治病这一领域的发展

还有很多值得研究的地方- 随着人类微生物组计划的

进一步展开!将进一步了解中药作用于人体的工作机

制!从而更好地指导临床对中药的规范化使用-

参 考 文 献

+

#

,#明"张介宾
1

类经 +

+

,

1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44$

#

!#"1

+

!

,#钱超尘
1

张子和研究集成+

+

,

1

北京# 中医古籍出版社!

!""D

#

%5!

$

%551

+

%

,#穆俊霞
1

素问 +

+

,

1

北京#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

#

#!%1

+

5

,#张成铭! 周仲瑛
1

论复法大方在治疗恶性肿瘤中的临床

运用+

'

,

1

湖南中医药导报!

!""5

!

#"

$

6

%#

#

$

D1

+

6

,#郭建辉! 王志英
1

周仲瑛从癌毒论治肺癌学术思想举要

+

'

,

1

辽宁中医杂志!

!"#!

$

"%

%#

5#"

$

5##1

+

D

,#孙利民
1

从'大毒治病! 十去其六(谈中药毒性+

'

,

1

中

医杂志!

!""4

!

6"

$

4

%#

363

$

3641

+

$

,#周立国
1

药物毒理学+

+

,

1

北京#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4

#

#$

$

!#1

+

3

,#宋"东轩居士
1

卫济宝书+

+

,

1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46D

#

#D1

+

4

,#孙韬! 左明焕! 胡凯文
1

癌毒与恶性肿瘤+

'

,

1

辽宁中医

杂志!

!"##

!

%3

$

!

%#

!D#

$

!D%1

+

#"

,#

S0::; 2

!

+0M<0 a

!

);_;>;J>< S

!

7X ;-1

Q7?<JX7<?

!

; W>.X07JXM0@7?

!

;XX7?,;X7J :0?0EM0

"

X;-<?7 <?K,E7K W,-:0?;M. >.W7MX7?J<0?

+

'

,

1 \7JW<

"

M;X<0?

!

!""D

!

%$

$

#

%#

#"6

$

##!1

+

##

,#周季兰! 姚玮艳! 袁耀宗
1

斑蝥素及其衍生物的研究进

展+

'

,

1

上海医学!

!""$

!

%"

$

5

%#

!45

$

!4D1

+

#!

,#杨光义! 叶方! 王刚! 等
1

蓖麻子药效成分分离纯化和

药理作用研究概述 +

'

,

1

中国药师!

!"##

!

#5

$

5

%#

66!

$

6651

+

#%

,#郑虎
1

药物化学 +

+

,

1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5

#

!%#1

+

#5

,#

N<? ''

!

U< a\

!

&;< R+

!

7X ;-1 O :7X;@7?0:7

"

]<K7

;JJ0E<;X<0? JX,K. 0L @,X :<EM0B<0X; <? X.W7 ! K<;

"

B7X7J

+

'

,

1 2;X,M7

!

!"#5

!

54"

$

$5#3

%#

66

$

D"

+

#6

,#

P, '

!

U<;? ^+

!

R>;0 US

!

7X ;-1 ZXM,EX,M;- :0K,-;

"

X<0? 0L @,X :<EM0B<0X; K,M<?@ ;--7Y<;X<0? 0L X.W7 !

K<;B7X7J ]<X> ; &><?7J7 >7MB;- L0M:,-;

+

'

,

1 (Z+9

!

!"#6

!

4

$

%

%#

66!

$

6D!1

+

#D

,#

P, '

!

R>;0 +

!

N<;? F

!

7X ;-1 &0:W;M;X<Y7 :7X;B0

"

-<J: 0L \;K<I ZE,X7--;M<;7 9IXM;EX B. <?X7JX<?;- B;E

"

X7M<; LM0: ?0M:;- ;?K X.W7 ! K<;B7X<E :<E7 <? Y<XM0

+

'

,

1 ' 9X>?0W>;M:;E0-

!

!"#5

!

#6%

$

!

%#

%D3

$

%$51

+

#$

,#

),M?B;,@> b'

!

U7. \9

!

S;:;K. +

!

7X ;-1 )>7 >,

"

:;? :<EM0B<0:7 WM0A7EX

+

'

,

1 2;X,M7

!

!""$

!

554

$

$#D5

%#

3"5

$

3#"1

$收稿#

!"#6

$

"#

$

"#

#修回#

!"#$

$

"%

$

!4

%

责任编辑# 段碧芳

英文责编# 张晶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