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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医融合提高肿瘤综合治疗疗效的思考

田建辉

$$现代医学治疗肿瘤以&瘤'为本的模式发展迅速(

从上世纪
$"

年代以后"随着肿瘤细胞学研究的快速

发展"逐渐形成了以肿瘤细胞自身增殖代谢干预为核

心"以手术)放射疗法)化学治疗等为支柱的治疗体系"

治疗时主张尽可能地杀灭肿瘤细胞"但已经遇到疗效

提高的瓶颈(

目前"随着社会*心理*医学模式的发展"现代临

床肿瘤学的发展呈现一种趋势"在减轻肿瘤负荷的同

时"越来越注重患者机体功能的保护"维护患者的生活

质量( 如肿瘤外科医生对业已存在的根治性手术进行

更广泛地改善以避免过度治疗引起的不良反应"因而

出现了各种术式并存)根治与生活质量兼顾的个体化

治疗模式( 例如肺癌的胸腔镜下微创治疗)乳癌改良

根治术等(

肿瘤放疗的指导思想是采用射线照射引起肿瘤的

死亡( 目前肿瘤放疗也从物理适形和生物适形紧密结

合的多维适形调强放疗方向发展"其优势是最大程度

保证肿瘤局部的治疗剂量)减少对周围正常组织的

影响(

肿瘤化疗目的是采用细胞毒性药物杀伤肿瘤细

胞( 存在选择性低和不良反应大的缺点"其在综合治

疗中的作用始终进展较慢( 随着肿瘤分子生物学的迅

速发展"分子靶向治疗因为其靶点清楚)不良反应小而

迅速成为临床肿瘤领域的研究热点( 目前国际上市的

新药"多数为分子靶向药物"越来越多的分子靶向药物

进入肿瘤治疗方案"在临床治疗中扮演愈加重要的

角色(

生物免疫治疗是近年迅速发展的一种疗法"其基

本机理是调节机体的免疫功能状态以清除肿瘤细胞的

目的"尤其是近两年的免疫检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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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剂在黑色素瘤)肺癌)肾癌领域取得迅速进展( 但由

于治疗理念和伦理的限制"多数研究集中在肿瘤晚期

阶段"尚不能发挥免疫疗法的最大效果"同时也出现较

高的耐药和不良反应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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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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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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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开始"循证医学积极推动了恶

性肿瘤治疗的规范化进程( 主张采用严格的临床流行

病学方法对包括手术)放射治疗)化学治疗等在内的多

学科干预方法进行评估)获取高质量的临床研究数据

指导临床的应用( 将上述主流疗法进行有机组合形成

的肿瘤综合疗法以及各种指南成为指导肿瘤临床的主

要依据"常见如美国国家癌症综合治疗联盟和欧洲肿

瘤学会的各种临床指南的发布"这些规范化的指南在

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疗效( 但由于其核心理念仍然以肿

瘤细胞自身的增殖代谢干预为主"因此遇到了疗效提

高的瓶颈(

中西医结合治疗肿瘤的理念趋同"为中西医融合

干预肿瘤提供了条件( 对现代肿瘤学进展的简要回顾

发现"手术)放疗)化疗)靶向治疗)免疫治疗等治疗手

段呈现一种共同的特征#在尽可能清除肿瘤细胞的同

时"尽量保护机体的正常结构和功能"注重患者生活质

量的维护( 尤其需要强调的是从分子靶向治疗开始"

现代肿瘤学的治疗策略开始从&以杀为主'向&以调为

主'转变( 从对恶性肿瘤的局部治疗为主向肿瘤生长

的微环境和内环境整体调控为主转变( 临床肿瘤学的

主导思想和理念开始从&以瘤为本'向&以瘤为主"人

瘤共重'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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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切除或转移性实体瘤的成人和儿童癌症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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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创了不依照肿瘤组织来源而是依照分子标志物进行

区分药物适应症的先例"更是对中医学&异病同治'理

念的诠释( 这些进展趋势与中医学的辨证论治和整体

观念越来越趋同"充分体现了中医药对恶性肿瘤发病

本质的深刻认识( 两种治疗体系的理念逐渐趋同促使

我辈得以站在中西医融合的角度上思考恶性肿瘤的治

疗"如何将中医药对恶性肿瘤的宏观认知优势和现代

医学的微观认识和技术干预优势充分融合"形成更高

水平综合干预策略"是下一步提高疗效的关键(

发挥中西医各自优势"聚焦肿瘤发生和转移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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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中西医融合的防治策略( 现代肿瘤学在控制局部

肿瘤病灶方面具有显著优势( 而中医药的优势体现

在#$

#

%显著延长患者的生存期"追求患者的长期存

活"追求生命之&量' $存活时间%-$

!

%中医药治疗可

显著改善恶性肿瘤患者的症状"增加体重"提高
MI-

评分和生活质量评分"从而改善患者的机能"追求患者

生命之&质'的提高( $

&

%稳定肿瘤病灶( 中医药可通

过调整机体的内在抗病能力"控制疾病发展"稳定病

灶"达到&带瘤生存'的目的(

目前中医药治疗恶性肿瘤的临床指南和路径的建

立对规范临床实践)提升整体学科水平有重要意义(

但由于在建立的中医肿瘤指南或者路径往往基于现代

肿瘤学的标准治疗上"而中医药思维指导作用体现不

足"因此"综合治疗的效果提升有较大空间(

笔者倡导的中西医融合干预肿瘤"有以下要点供

参考(

$

#

%中西医理论融合促进对肿瘤发病机理的认

识( 中医学注重从机体整体水平失衡角度认识肿瘤发

病"尤其重视从免疫学角度揭示"而现代肿瘤学侧重于

对肿瘤细胞遗传和分子水平的认知"应该将两者充分

融合"促进肿瘤发病理论的突破( 例如"目前已知很多

实体瘤在早期已经在血液中查到肿瘤细胞"是导致日

后转移发生的基础"这些患者是否仍然被判定为早期

患者仅仅观察"还是积极干预. 目前在一些指南中并

未明确体现(

$

!

%应该积极发挥中医药&治未病'的优势"积极

将干预的节点前移到预防发病和转移阶段(

由于社会老龄化进程和环境压力"目前我国恶性肿

瘤发病率和病死率都处于上升期"而积极预防肿瘤的发

生和转移是改善整体患者预后的关键( 为此"国家卫计

委联合十六部委于
!"#<

年
%

月发布中国癌症防治三年

行动计划+国卫疾控发
!"#<

,( 针对高危患者和早期术

后患者"已经没有影像学可以检测到的病灶"该阶段现

代肿瘤学干预的疗效不佳"应充分发挥中医药物整体调

控的优势"但缺乏针对性强的中医理论指导(

为此"笔者基于研究组在中医药干预肺癌免疫研

究中的发现"将免疫衰老)免疫逃逸)慢性炎症)循环肿

瘤细胞)肿瘤干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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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

休眠的肿瘤细胞与预防肺癌发病联系起来"并根据肺

癌发病隐匿)病势缠绵)病情复杂)病程迁延等特点"提

出&正虚伏毒'致癌的学术观点"认为&正虚伏毒'是肺

癌的核心病机"在肿瘤的发生发展及转移复发中处于关

键环节( 其中"&正虚'主要指人体增龄性免疫衰老及其

诱导的免疫监视功能下降和免疫逃逸的发生"导致全身

抗癌能力下降"从而不能制约各种毒邪-而&伏毒$邪%'

指高危或术后患者体内已经存在发生转化的细胞)循环

肿瘤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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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干细

胞和休眠肿瘤细胞等( 研究组前期临床研究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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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与肺癌临床分期密切相关"肺癌患者外周血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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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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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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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与

临床分期呈负相关"早期肺癌患者高表达
'*'R

"从而

提示在早期就要进行积极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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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整合各种中西医疗法"根据不同疾病阶

段进行综合干预( 针对高危人群"可以采用中医药物)

针灸疗法和导引等内)外治疗法"结合免疫预防和化学

预防"维护机体正气"以促进免疫监视和免疫清除"预

防肿瘤的发生(

针对早期术后患者"首先进行系统评估"包括对肿

瘤负荷和机体免疫功能状态及重要脏器功能的评估"

评价患者肿瘤复发转移的风险和对化疗等治疗手段的

耐受能力"进而确定是否进行后续化疗或者生物免疫

治疗以精确预防复发转移(

对于中晚期肿瘤患者"该阶段的治疗难度加大"根

治难度大"主要治疗目的是延缓疾病的进展"改善生活

质量"往往要综合采用多种治疗措施( 医者要对各种

中西医治疗方法的优劣了然于胸"然后动态综合评估

患者的肿瘤负荷变化)免疫功能状态)主要脏器功能"

合理安排应用手术)化疗)放疗)生物免疫治疗和中药)

针灸等外治疗法等(

总之"目前中医西医治疗肿瘤的理念和评价方法

逐渐趋同"为开展中西医融合干预肿瘤提供了良机(

我们应当抓住宝贵时机"积极促进相应的理论)临床和

基础研究"从而更深层次认识肿瘤发病的机制"进而制

定更为有效的防治方案"最终提高肿瘤患者的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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