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窑临床经验窑

凌昌全教授基于野癌毒冶理论治疗恶性肿瘤经验
曹摇 鹏1袁2 摇 郑国银2 摇 阮摇 亦2 摇 姚摇 曼2 摇 岳小强1袁3

摇 摇 目前恶性肿瘤的发病率居高不下袁中医药在肿瘤

治疗中的作用日益凸显遥 恶性肿瘤野癌毒冶理论的提

出不仅完善了中医肿瘤理论体系袁而且对临床实践中

有的放矢地治疗肿瘤尧提高临床疗效有着一定的指导

意义遥 凌昌全教授在多年临床辨治肿瘤类疾病的实践

中袁经长期思考尧不断总结及逐步提炼袁认为野癌毒冶是
恶性肿瘤发生的根本原因袁而且也是决定其治法尧用
药尧疗效的根本遥 现初步总结凌昌全教授基于野癌毒冶
理论治疗恶性肿瘤临床经验遥

1摇 癌毒的概念摇 癌毒的概念源自中医学毒邪理

论遥 王冰注叶素问窑五常政大论曳曰院野夫毒者袁皆五行

标盛暴烈之气所为也冶 咱1暂 袁可见邪气过盛袁即可化毒曰
叶金医要略心典曳曰院野毒者袁邪气蕴蓄不解之谓冶 咱2暂袁意
指邪气长期蓄积于体内留而不走袁久而不去袁同样可以

化毒遥 野癌毒冶首次在叶张泽生医案医话集曳 咱3暂中出现袁
周仲瑛教授首倡野癌毒学说冶袁认为癌毒是在脏腑功能

失调尧气血郁滞的基础上袁受内外多种因素诱导而生

成袁是导致癌病的一类特异性致病因子咱4暂 遥
有学者将恶性肿瘤的定义概括为院癌是异常细胞

在无休止和无序的分裂和增殖后形成具有侵袭性和转

移性的病灶袁永久损害宿主的组织和器官袁最后导致机

体死亡的疾病咱5暂 遥 结合中西医学对恶性肿瘤的认识袁
凌教授将癌毒定义为野已经形成和不断新生的癌细胞

或以癌细胞为主体形成的积块冶 咱6暂 遥 它是建立在现代

临床实践基础上的中医学概念袁有明确的物质基础并

能定量描述遥 因此袁癌毒之多少和盛衰可以用单位体

积内的癌细胞数量或癌细胞在身体局部形成肿块的大

小来直接描述袁也可以通过反映其多少和盛衰的某些

生化指标袁如甲胎蛋白渊alpha fetoprotein袁 AFP冤尧癌胚

抗原渊 carcinoembryonic antigen袁 CEA冤 等间接描

述咱7暂遥 同时袁将野癌细胞冶定义为癌毒的主体袁拓宽了

野癌毒冶的治法与方药袁为中西医结合抗肿瘤相关治

法尧方药的选择提供思路咱8暂 遥
2摇 癌毒的产生摇 目前大部分中医学者认为正虚

邪积是恶性肿瘤产生的主要原因袁认为肿瘤多是在机

体正气不足的基础上袁气滞尧血瘀尧痰凝尧湿聚日久凝聚

而成遥 凌教授在长期临床实践基础上袁提出正虚邪积

是肿瘤发生后的病理变化和病理属性袁并不是肿瘤产

生的初始原因咱6暂袁并结合对野癌毒冶的认识袁提出了恶

性肿瘤的野三级病因冶观遥
结合现代医学理论袁从分子生物学角度分析袁细胞

癌变可能是由于基因调控的失调袁破坏了正常细胞生

长的平衡调节袁使细胞生长失去正常控制咱9暂 遥 随着研

究的不断进展显示袁恶性肿瘤常伴有能量代谢的异常

和代谢酶的变化咱10暂 袁这表明代谢紊乱参与了肿瘤的全

过程袁是肿瘤的一个重要特征遥 根据上述分析袁可理解

为细胞癌变是由于体内基因平衡失调尧代谢紊乱导致

细胞内外阴阳失和袁从而促进细胞分化的原动力不足

而造成的细胞突变袁是形成癌瘤的基础遥 因此袁凌教授

认为癌毒产生的前提是野阴阳不和冶袁即机体脏腑平衡

失调导致癌毒发生咱6暂 遥 这是恶性肿瘤发生的一级病

因遥 体内基因平衡失调尧代谢紊乱袁可使体内细胞出现

异常增强的生长繁殖能力和减弱的分化和凋亡能力袁
这些异常增殖和分裂的恶性肿瘤细胞袁凌教授称之为

野癌毒冶 咱6暂 遥 癌毒一方面大量耗伤人体正气袁一方面导

致脏腑尧经络功能失调袁诱生痰浊尧瘀血尧火热尧湿浊等多

种病理因素遥 因此袁凌教授认为袁癌毒既是病理产物也

是继发性病因袁是恶性肿瘤病因病机区别于其他中医内

科疾病的根本特征袁它的盛衰是恶性肿瘤的基本矛盾遥
可见袁癌毒是恶性肿瘤发生的二级病因遥 对肿瘤患者而

言袁气虚尧阴虚尧气滞尧血瘀尧痰结尧湿聚尧热毒等证候是在

一尧二级病因病机的基础上形成的病理改变袁表现为各

种形式的正虚邪积的证候袁属于恶性肿瘤发生发展的第

三个阶段遥 这些证候同时又可以进一步引起机体相关

系统和组织的生理功能紊乱袁导致新的病理改变袁故又

可以被视为恶性肿瘤的三级病因遥 目前在临床上袁对肿

瘤的辨证分型尧治则治法和处方用药袁更多的是针对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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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病因袁虽然也取得了一定成效袁但中医药防治肿瘤仅

仅着眼于三级病因是远远不够的遥 凌教授强调应在对

三级病因认识尧研究和长期积累的基础上袁更多地研究

一尧二级病因袁尤其是要特别重视最能反映恶性肿瘤自

身疾病特征的二级病因 咱11暂遥
3摇 癌毒致病的特性摇 癌毒与一般的六淫邪气及

脏腑功能失常所致的病理产物不同袁它是由于各种致

病因素长期刺激袁综合作用袁相互胶结而产生的一类特

殊毒邪咱12暂 遥 它除了具有野毒冶的一般特性袁又有其自

身的特性袁其毒力和破坏力远远强于一般之毒袁故凌教

授认为袁相对其他病因病机袁癌毒是肿瘤所特有的袁癌
毒既具有一般病理产物的特点袁又具有独特的致病

特征遥
3郾 1摇 隐匿摇 癌毒未成或未发病袁混然难察曰而癌

毒一旦发病袁则致病暴决袁易于扩散袁预后极差遥 例如袁
肝癌的早期症状并不明显袁难以发现袁一经发现则多数

己病达中晚期袁故癌毒具有隐匿性遥
3郾 2摇 凶顽摇 癌毒的发生尧发展是多种因素相互作

用的结果袁虽经手术及放疗尧化疗等综合治疗后袁大部

分癌毒常不能够彻底根除袁并且不可避免地最终复发

和转移袁使病情缠绵难愈袁故癌毒具有凶顽性遥
3郾 3摇 多变摇 癌毒流窜走注袁传变无常袁或新发肿

瘤形成原发病灶再发袁或常随血脉流窜全身袁从而出现

各种转移病灶袁故癌毒具有复发性尧扩散性遥
3郾 4摇 损正摇 癌毒袭人袁易耗正气遥 随着病情的进

展袁毒恋正虚袁癌毒损伤脏腑袁耗竭气血袁使机体正气虚

衰袁因病成损袁故癌毒具有损正性遥
3郾 5摇 难消摇 由于癌毒形成后袁易与痰尧瘀尧热诸毒

互结袁成为有形的实质性肿块袁根深蒂固袁形成恶性循

环袁而且愈演愈烈袁胶着难解袁故癌毒具有难消性遥 这

是恶性肿瘤转移播散的根本原因袁也是其为病顽固难

治的原因之一遥
3郾 6摇 难治摇 癌毒一旦形成袁则会不断增殖袁侵犯

周围组织和脏器袁病情危重袁且变化多端袁与其他野毒
邪冶致病相比袁治疗更加困难袁即便大力医治袁仍难控

制复发尧转移袁故癌毒具有难治性遥
4摇 癌毒与恶性肿瘤的转归摇 癌毒及其产生的病

理性代谢产物通过血液尧淋巴液的循环扩散到全身袁致
使整体功能失调袁继而耗伤正气并与气尧血尧痰尧热等纠

结在一起袁进一步产生一系列的病理变化遥 凌教授认

为袁癌毒的轻重程度决定了疾病进展的早尧中尧晚期袁并
且贯穿于病情发生发展的始终遥 同时袁癌毒的种类尧程
度尧所侵犯的部位及时间长短袁也决定着肿瘤演变的全

过程遥 因此袁在恶性肿瘤发生尧发展的整个过程中袁凌

教授强调癌毒是病机的核心袁同时在恶性肿瘤病机变

化及转归过程中也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袁故在确立

恶性肿瘤治则方药时袁必须在调节机体平衡基础上始

终重视祛除或控制癌毒之邪遥
凌教授认为袁肿瘤的转移与癌毒也密切相关遥 现代

医学认为袁癌的转移分为淋巴道转移尧血道转移和种植

性转移袁而淋巴管尧血管本身就是人体正常的通道系统袁
只有在病理状态下才成为癌细胞的转移通道遥 中医学

认为袁经络尧气街尧四海尧三焦等都是人体生理通道袁病理

状态下袁这些通道也会成为癌毒转移的通道咱13暂 遥
此外袁凌教授还特别重视癌毒与恶性肿瘤的转归遥

根据癌毒新定义袁可借助 B 超尧MRI 等现代手段监测

肿瘤大小尧病灶的进展情况尧AFP尧CEA 等肿瘤标志物

的变化趋势及评价患者的生存时间袁同时结合四诊合

参袁如舌象尧脉象的变化袁从而对恶性肿瘤的整体发展

有了更加准确的综合判断袁最终有效指导临床制定更

加系统的尧有利于恶性肿瘤的综合诊治方案遥
5摇 癌毒与恶性肿瘤的治疗 摇 对于癌症的治疗袁

野癌毒冶之盛衰始终是中医师制定治疗原则和处方用

药的主要依据遥 首先袁由于癌毒具有隐匿性袁起病之

初袁隐而难察袁此时完全可以发挥中医治未病的特色与

优势袁从而防患于未然遥 例如临床实践中袁鉴于我国肝

癌患者大多有肝郁脾虚之证袁于是创制了野甘枣宁颗

粒冶 咱14暂疏肝健脾袁旨在不同程度地阻止或减缓肝癌产

生袁从而达到防毒于未然之目的遥 其次袁癌毒既成袁如
不及时对治袁则会走注弥散袁从而导致病情的发展尧恶
化袁故凌教授提出应及时采取以毒攻毒的手段袁最大限

度地消灭癌毒袁包括手术尧放疗尧化疗和肝动脉化疗栓

塞术渊 transhepatic arterial chemotherapy and em鄄
bolization袁TACE冤等局部治疗手段和抗癌中药内服尧
外敷尧局部注射等遥 同时袁针对已经过手术或放化疗等

以毒攻毒方法的患者袁大多会出现神疲尧乏力尧脉细等

气阴两虚的临床证候遥 对于此类病证袁凌教授常采用

益气养阴法减轻以毒攻毒法对人体造成的损伤遥 再

者袁由于许多肿瘤患者袁一经发现则已病达中晚期袁此
时癌毒深重袁气血耗伤严重袁正虚成为矛盾的主要方

面袁此期凌教授常以扶正为主袁适当佐以抗癌之品或对

症处理袁以缓致命之毒袁从而尽可能提高患者的生活质

量及生存期遥
综上所述袁凌昌全教授基于野癌毒冶理论袁进一步

明确了野癌毒冶的定义尧提出了恶性肿瘤的野三级病因冶
观尧阐述了野癌毒冶所特有的致病特征袁从而一定程度

上避免临床辨证的机械尧僵化遥 另外袁在恶性肿瘤的治

疗与预后方面袁凌昌全教授常基于野癌毒冶理论将癌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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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诊治贯穿于病情发生发展的始终袁同时也将其作为

掌握并判断恶性肿瘤的整体预后的一个参考标准袁从
而有助于制定最合适的诊治方案尧提高临床疗效遥

6摇 典型病例

患者陈某某袁男袁41 岁遥 2016 年 7 月 5 日初诊遥
主诉院肝癌术后 4 月余袁发现复发伴肺转移 2 个月遥 因

肝区胀痛 2 个月前来求诊遥 现病史院患者 2016 年

1 月 26 日因右上腹胀痛不适袁于当地医院行腹部 B 超

提示肝右叶占位袁大小约 5郾 5 cm伊6郾 7 cm袁2016 年 2
月 18 日于东方肝胆医院行肝脏肿瘤切除术袁术后病理

示院肝细胞癌曰2016 年 4 月 12 日行 TACE遥 2016 年 5
月查 PET鄄CT 示院肝脏多发转移袁肺转移瘤曰 AFP院
162郾 55 ng/mL袁CA199院12郾 4 kU/L遥 刻下见院胁痛袁伴
有肝区胀闷不适袁口苦袁纳差袁寐可袁大便偏干遥 舌淡

紫袁苔厚黄腻袁唇面红目赤袁脉弦滑遥 西医诊断院肝癌术

后复发伴肺转移袁中医诊断院肝癌渊湿热内阻癌毒未尽

证冤遥
治则院清热祛湿袁解毒抗癌遥 处方院藿香 15 g 摇 砂

仁 6 g摇 生白术 15 g 摇 泽泻 12 g 摇 茯苓皮 15 g 摇 陈

皮 12 g 摇 山药 12 g 摇 茵陈 30 g 摇 桃仁 15 g 摇 赤芍

15 g摇 牡丹皮 15 g 摇 苦参 9 g 摇 猫人参 30 g 摇 麦芽

12 g摇 山楂炭 12 g摇 神曲 12 g 摇 鸡内金 12 g 摇 鳖甲

15 g 摇 薏苡仁 30 g遥 水煎服袁每日 1 剂袁早尧晚服用袁
连服 1 个月遥 同时予以解毒颗粒渊主要药物组成院猫
人参尧石见穿尧山慈菇和鸡内金袁4 g/包袁海军军医大学

附属长海医院制备袁批号院16060673冤口服袁早尧晚各服

用 1 包袁连服 1 个月遥
2016年 8月 3日二诊袁复查AFP院14郾 78 ng/mL遥 诉

药后自觉肝区胀痛好转袁口苦较前减轻袁小便黄遥 舌暗

红袁苔薄白腻袁唇面微红目赤袁脉细弦遥 肝脏 MR 提示

左叶病灶少许活性袁余肝内多枚活性灶遥 延用清热祛

湿袁解毒抗癌治则遥 处方院藿香 15 g摇 砂仁 6 g 摇 生白

术 15 g摇 泽泻 12 g摇 茯苓皮 15 g摇 陈皮 12 g摇 山药

12 g摇 佩兰 15 g摇 玉米须 30 g 摇 麦芽 12 g 摇 山楂炭

12 g摇 神曲 12 g摇 鸡内金 12 g 摇 鳖甲 15 g 摇 薏苡仁

30 g摇 木香 9 g遥 水煎服袁每日 1 剂袁早尧晚服用袁连服

3 个月遥 同时予以解毒颗粒口服治疗袁早尧晚各服用 1
包袁连服 3 个月遥

2016年 11 月 16 日三诊袁复查 AFP院3郾 53 ng/mL遥
药后诸症改善袁舌暗红袁苔薄白袁唇面微红目赤袁脉细

弦遥 采用清热凉血袁解毒抗癌遥 处方院地黄 15 g 摇 玄

参 15 g摇 麦冬 15 g 摇 五味子 9 g 摇 桃仁 15 g 摇 赤芍

15 g摇 牡丹皮 15 g摇 苦参 9 g摇 马齿苋 30 g摇 生栀子

9 g摇 麦芽 12 g 摇 山楂炭 12 g 摇 神曲 12 g 摇 鸡内金

12 g摇 鳖甲 15 g遥 水煎服袁每日 1 剂袁早尧晚服用袁连
服 3 个月遥 同时予以解毒颗粒口服治疗袁早尧晚服用各

1 包袁连服 3 个月遥 之后患者定期复诊袁随症加减用

药袁随访至今袁2018 年 11 月 28 日复查肝脏 MR 提示

左叶病灶未见明显活性袁余肝内多枚活性灶袁较前

2016 年 8 月 3 日部分病灶缩小遥 2019 年 2 月 26 日

复查 AFP院1郾 81 ng/mL袁病情较为平稳遥

图 1摇 患者肝脏 MRI 结果

讨摇 论摇 凌教授在肝癌临证过程中袁重视辨识癌

毒袁他认为癌毒是肝癌作为野癌病冶发生发展的根本原

因遥 因此袁祛除或控制癌毒之邪应该贯穿于肝癌治疗

之始终遥 本案中袁患者因右上腹胀痛不适就诊于当地

医院袁即诊断为肝癌袁可见癌毒具有隐匿性遥 4 个月后

查 PET鄄CT 示院肝脏多发转移袁肺转移瘤袁可见癌毒具

有凶顽性尧多变性遥 患者经肝脏肿瘤切除手术治疗后袁
AFP 水平仍较高袁凌教授认为袁此时应重点考虑到癌

毒虽然大势已去袁但并非彻底被消灭袁治疗时都必须顾

及野余毒未尽冶遥 故凌教授根据四诊合参辨证为湿热

内阻袁癌毒未尽袁予藿香尧砂仁尧泽泻尧茯苓皮尧茵陈尧苦
参祛湿排毒袁以达到清除体内剩余癌毒尧减少复发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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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目的遥 在抗癌解毒过程中袁凌教授处方药味平和袁鲜
有药性峻烈如全蝎尧蜈蚣等之品袁注意野勿伐天和冶袁临
床善用薏苡仁尧解毒颗粒进行抗肿瘤袁野无毒去大病冶袁
抗癌驱邪而不伤正袁且可长期服用遥 同时袁凌教授认为

癌毒入血袁气滞血瘀袁癌毒有所依附而无制袁故常常重

视活血解毒袁兼以扶助正气袁临床上常用桃仁尧赤芍尧牡
丹皮疏通调和气血袁使肝癌患者机体内部失去癌毒细

胞赖以增生和继续存活的内环境袁达到治疗的目的遥
脾气健运袁则气血得以滋生运行全身袁正气充盛袁方能

奋起抗邪遥 凌教授认为癌毒易消耗气血袁手术尧介入等

治疗手段对患者脾胃功能也会造成损伤遥 故临证尤重

中焦健运袁凌教授方中每每伍用鸡内金尧焦三仙等消食

开胃药物袁以固护脾胃袁使得脾运得健袁纳食得化袁正气

得以滋养陪护袁癌毒易驱遥 另外袁本案中袁AFP 水平逐

渐降低袁2018 年 11 月 28 日复查肝脏 MR 提示左叶病

灶未见明显活性袁余肝内多枚活性灶袁较 2016 年 8 月

3 日部分病灶缩小袁舌苔由厚腻苔逐渐转为薄白苔袁脉
弦滑转为细弦袁可判断该患者体内的癌毒控制较为平

稳袁从而对该患者的整体发展有了更加准确的综合判

断遥 因此袁野癌毒冶理论不仅有效避免了临床辨证的机

械尧僵化袁同时对判断恶性肿瘤的整体预后及临床工作

者制定最合适的诊治方案有一定的指导意义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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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曳第 16 次荣获野百种中国杰出学术期刊冶

2019 年 11 月 19 日袁中国科技论文 2018 年统计结果在京发布遥 叶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曳被收录为野中国科技核心

期刊冶并再次荣获野百种中国杰出学术期刊冶遥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每年出版叶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曳发布中国科技论文与引文数据库收录的中国科技论

文核心期刊的二十余项文献计量指标袁从 1999 年开始以此为基础袁研制了中国科技期刊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袁对期刊进

行综合评定遥 2018 年引证报告中袁叶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曳在中西医结合期刊中总评分排名第 1袁与去年一致曰影响因

子排名第 1袁较去年提升 1 名曰总被引频次排名第 2袁与去年一致遥 2002 年开始袁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每年评选一

次百种中国杰出学术期刊遥 此次是叶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曳自 2002 年首次评选以来袁第 16 次入选袁充分彰显我刊的学

术影响力遥
杂志的发展离不开广大作者尧读者以及专家的大力支持袁在此表示由衷的感谢遥 杂志也愿与广大科研工作者一起

努力袁共同促进中西医结合事业发展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