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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 转 移 的 中 医 药 预 防 思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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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转移是癌症治疗的主要障碍，控制转移是决 

定癌症患者预后的关键因素。现代医学认为，癌转移 

是一个十分复杂、多步骤的连续过程 ，包括癌细胞从 

原发肿瘤脱落，侵袭邻近组织 ，在继发部经生长形成 

转移瘤。其中，运动因子及其受体、基质降解酶 、转移 

的信息传导 、癌基因缺陷、转移相关基因和转移抑制 

基 因(NM23)等都涉及转移过程，而针对转移不同 

环节制订各种治疗方法，包括抗迁移机制、抑制细胞 

外基质的降解、抗粘附、阻断信息传递、抑制血管生 

成等 已取得一些成效 ，亦为 中医药抗转移 的研究及 

药物的寻求 、开发提供了某些思路和线索，现就中医 

药预防癌转移从三个方面浅探如下。 

肿瘤转移机制固然复杂，但 可以认为转移克隆 

形成是肿瘤与宿主间一系列相互作用 的复杂结果， 

既包括了肿瘤因素，也包括了宿主因素。肿瘤发生至 

转移形成并非轻而 易举 ，有实验表明，每克瘤组织 

24h可向血中释放(3．2±1．4)×10 的瘤细胞 ，但最 

终能存活并形成转移瘤的不足 1‰ 。瘤细胞一旦进 

入脉管 ，必须逃逸宿主免疫细胞的攻击和血压、血液 

漩流的物理性 冲击等 ，绝大部分癌细胞会死亡 。因 

此 ，分析血液和淋 巴循环 中不利于肿瘤细胞生存的 

条件 (微循环结构、功能、凝血和抗凝因素等)，寻找 

宿 主循 环中 自然存在的杀 伤肿瘤细胞 的成 份(NK 

细胞、巨噬细胞 、杀伤性 T细胞、LAK细胞、及 IL一2 

等免疫细胞和因子)，开拓和应用患者 自身存在的免 

疫系统 ，为一重要 的抗转移治疗策略，亦是 当前中医 

药抗转移治疗研究的可突破点 。多年的中西医结合 

研究已证实 ，扶正培本类药物能够调节患者的细胞 

免疫功能 (包括调节 T淋 巴细胞亚群的异 常、免疫 

效应细胞功能异常及细胞因子诱生异常)，提高机体 

的防御能力；活血化瘀类药物能够改善机体的微循 

环障碍和血液高凝状态，应用此类药物可能会减少 

肿瘤细胞转移的发生。我们近几年的研究 已证明，以 

扶正培本、活血化瘀药物为主，辅以清热解毒、软坚 

散结类药组方配伍 ，能够扶正祛邪、标本兼顾，从而 

在一定程度上达到 了抗肿瘤 、抗转移、抗复发 的效 

果 。 

其次，转移的发生不是随机的，某些肿瘤具有一 

定的器官转移倾向性 ，如前列腺癌、肾癌、甲状腺癌、 

乳腺癌、肺癌等好发骨转移；肺小细胞癌及肺腺癌易 

出现脑及骨转移；胃肠道癌易出现肝及腹腔转移 。存 

在这种倾 向性的机理可能与肿瘤细胞 的生物学特 

性、器官组织的结构、血液、生化环境、受压及损伤情 

况以及局部防御功能有关。据此 ，根据祖国医学“见 

肝之病 ，知肝传脾 ，当先实脾”的既病防变思想 ，在常 

规治疗原发肿瘤的同时，辨证选用 中药来改变这些 

靶器官和组织的微环境 ，改善局部结构异常，增加局 

部免疫功能，使之不利于转移来的瘤细胞附着 、占据 

和生长 ，或许能在一定程度上防止转移的发生 。如根 

据“肾主骨”理论 ，应用补肾壮骨的中药 预防前列腺 

癌、乳腺癌等的骨转移 ；应用“疏肝活血、健脾理气” 

方药预防 胃肠道癌、肺癌、淋 巴瘤等 的肝转移等，均 

为切实可行的有价值的治疗途径 ，有必要深入研究。 

现代医学在此方面已展开研究，如有人根据肺脏既 

是转移的好发器官，又有丰富的对各种癌细胞均有 

杀伤作用的巨噬细胞 (肺泡 巨噬细胞)的特点，应用 

BCG／]I 一2疗法激活并增强 巨噬细胞功能，研 究证 

实对小 鼠自发性和实验性 肺转 移具有显著抑 制作 

用 ，提示这种方法不失为一种可供选择的治疗途径。 

我们在此思路指导下进行 的中药相关研究亦发现了 

可喜的苗头，但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再者，肿瘤转移发生虽有一定的规律性，但转移 

灶的出现多数情况下是不可预知 的，这与祖 国医学 

中“风性善行而数变”的特性极其 相似 ，从“风邪”立 

论 ，风挟痰瘀 ，在体 内无处不到，或阻于肺(继发肺肿 

瘤 )、或郁于肝(继发肝肿瘤)、或动于肾(继 发肾肿 

瘤)、或流窜经络(继发骨肿瘤)等 ，痰瘀着而不行 ，则 

变证丛生 。论其“风”，当责之于脏腑功能失调 ，气血 

阴阳亏虚 ，渐至虚风内生。因此，应用调理脏腑、补益 

气血、熄风化痰、活血通络的药物 ，亦可能在一定程 

度上防止转移的发生。 

总之，中医药预防癌转移的研究是一项新 的课 

题 ，无论怎样研究 ，均应发挥现有 的治疗手段 ，掌握 

好扶正(补益类 中药 、生物免疫增强剂)与祛邪(活血 

解毒散结类中药 、手术、放化疗等)的关系 ；均应着眼 

于提高机体免疫功能，改善血液高凝状态及微循环 

障碍，控制血栓形成，减轻组织水肿 ，增强药物直接 

抑杀癌细胞的作用。相应地应用扶正培本、活血化 

瘀、清热解毒、化湿利 水、软坚散结、以毒攻毒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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