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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恶性肿瘤对人类生命健康造成的影响不容忽视，其防治工作是亟待解决的全球性问题。“治未病”思想

是中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起源可追溯至《黄帝内经》，是中医学防治疾病的重要理论依据。将中医

“治未病”思想应用于恶性肿瘤的防治工作，对于减少肿瘤的复发和转移、提高患者生活质量、延长生

存期均有重要临床意义。恶性肿瘤的防治，强调“早期预防、早期诊断、早期治疗”。中医学在古代文

献中大量记载了“早治”的内容，并提出了“治未病”的重要学术思想，成为中医预防学及中医治疗学

的重要内容。这一超前理念在疾病预防医学当中具有重要的意义，特别是随着人类恶性肿瘤发病率不断

上升，中医药在预防癌症发生、转移方面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本文从治未病在恶性肿瘤防治方面入

手，即“未病先防”——预防癌症的发生、“既病防变”——阻断癌前病变的发展、“瘥后防复”——
预防癌症的复发和转移三个方面进行探讨“治未病”理论在恶性肿瘤防治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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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mpact of malignant tumor on human life and health cannot be ignored, and its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is a global problem to be solved. The thought of “preventive treatment of disease”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ts origin can be traced back to Huangdi Neij-
ing, which is an important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diseases in tradi-
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t is of great clinical significance to apply the thought of “preventive 
treatment of disease” in th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malignant tumor to reduce the recur-
rence and metastasis of tumor,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and prolong the survival pe-
riod. Th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malignant tumor emphasizes “early prevention, early di-
agnosis and early treatment”.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recorded a large number of contents 
of “early treatment” in ancient literature, and put forward the important academic thought of 
“preventive treatment of disease”, which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content of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his concept of advance is of great importance in dis-
ease prevention medicine, especially with the increasing incidence rate of human malignant tu-
mors. Chinese medicine is attracting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in preventing cancer occurrence 
and metastasis. This article starts with th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malignant tumor, from 
“prevention before disease”——prevention of cancer, “preventing disease from changing” 
——blocking the development of precancerous lesions, “prevention of disease recurrence after 
recovering health”——prevention of cancer recurrence and metastasis, these three parts to ex-
plore the application of “preventive treatment of disease” theory in th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malignant tum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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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长期以来，伴随工业的发展、环境的污染、生活方式的改变，恶性肿瘤的发病率及死亡率呈现出不

断增长态势，不仅影响患者身心健康，也给社会带来了一定负担，已经成为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重要疾

病。因此如何预防肿瘤的发生发展是人类面临的首要问题。中医药是治疗肿瘤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医药

防治疾病注重维护正气，其指导思想来源于内经“治未病”理论。“治未病”是中医防病保健的理论精

髓之一。包括以下三方面涵义：未病先防，既病防变，瘥后防复[1]。“既病防变”属于“治未病”的一

个阶段。“治未病”作为中医的特色理论，在预防恶性肿瘤的发生、防止病后传变和康复后复发转移具

有重要意义。现将“治未病”理论在中医防治恶性肿瘤中的应用探讨如下。 

2. “治未病”理论的起源 

“治未病”最早见于《素问·四气调神论篇》，“是故圣人不治己病治未病，不治己乱治未乱，此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tcm.2021.103042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袁明 等 
 

 

DOI: 10.12677/tcm.2021.103042 311 中医学 
 

之谓也。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己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2]。《难经》言：

“所谓治未病者见肝之病，则知肝当传之与脾，故先实其脾气无令得受肝之邪，故曰‘治未病’”[3]，
概括了何为“治未病”。刘胡同等[4]将“治未病”理论分为“未病先防”、“既病防变”和“愈后防复”

三大理论体系。 

3. “治未病”理论在恶性肿瘤防治中的体现 

3.1. 未病先防是防治肿瘤的基础 

未病先防即在肿瘤发生之前，通过对脏腑经络的生理功能的调节，达到阴阳气血的平衡，即“阴平

阳秘，精神乃至”，达到“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未病先防”在肿瘤防治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如，戒烟预防肺癌，合理膳食预防大肠癌，接种疫苗以防结肠癌等，以及行为学（运动）的干预等[5]。 
《素问·上古天真论篇》曰：“夫上古圣人之教下也，皆谓之虚邪贼风，避之有时，恬惔虚无，真气

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6]，告知我们对虚邪贼风等致病因素应及时避开，心情要清静安闲，排

除杂念妄想，以使真气顺畅，精神守持于内，这样疾病就无从发生。周雍明等[7]免疫、遗传等因素与肿

瘤发生相关，脾肾虚弱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着恶性肿瘤的发生，因此在疾病尚未发生之前配合一些补脾

益肾药物进行调养，调补人体正气，充分调动人体免疫机能，从而抵挡外邪侵袭造成的伤害，使疾病发

生率降低。 
“未病先防”的思想在肿瘤防治的基础和临床研究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近年来临床上普遍应用中药

外敷、外用熏洗等疗法，结合埋线、针灸、推拿等手段预防肿瘤[8]。肺恶性肿瘤患者放化疗过程中往往

会产生相应的毒副作用，针对此种情况，可事先采用加味理中丸等中药干预，在一定程度上减少甚至避

免不良反应的出现[9]。研究发现，清热解毒、益肾利湿类疗法有利于提高宫颈癌癌前病变患者的免疫力，

进而预防宫颈癌的发生[10]。徐力教授[11]认为，针对胃上皮瘤变，应选用具有清热解毒、活血散结功效

的药物，以达到预防胃癌发生的目的。体检和临床筛查是预防肿瘤发生的重要手段，即“治未病”，对

于有家族史、不良生活习惯甚至癌前病变等潜在危险因素的重点人群，通过中药饮片、理疗等调节机体

阴阳平衡进而纠正体内紊乱状态，抑制肿瘤的形成[12]。王莹莹等[13]对戒烟者针刺足三里、列缺等穴位

进行干预治疗，实践证明针刺与药物干预效果一致，能够改善吸烟人群对烟草的依赖性，缓解烟草戒断

症状，从而降低肺癌的发病率。对于宫颈上皮瘤变和宫颈人乳头瘤病毒(HPV)感染者，为达到逆转癌前病

变的效果常运用抗生素联合保妇康栓进行治疗[14]。刘尚义[15]认为癌前病变时人体正气尚盛，痰瘀交阻

尚轻，使用活血袪瘀散结类药物，如莪术、白花蛇舌草、浙贝母等，促进机体气血流通，阻断疾病发展

趋势，防其癌变。林洪生等[16]基于“先安未受邪之地”理论基础研究如何高效预防肿瘤的转移。肖俐等

[17]基于“未病先防”理论，针对放化疗之后可能会产生的不良反应，提前采取药物或者饮食等措施，以

避免副作用的发生。朱克俭教授[18]根据肝癌发病特点，根据未病先防理念，学习和践行中医养生理念，

保持良好的心理和健康的生理，从根本上防止肺癌的发生。实验研究表明，健脾活血类药物可阻断慢性

胃炎患者发展为胃癌的癌前病变趋势，养阴药物如沙参、麦冬等，活血化瘀类药物如桃仁、红花等组成

的方剂有防治恶性肿瘤癌前病变的作用，党参、枸杞子等补脾益肾类药物可提高人体抗病能力，而产生

抗癌作用[19]。强直性脊柱炎可以通过做强脊操来预防，针对有发病隐患的高危人群，进行强脊操训练，

使关节炎部位气血流通，滑利关节，同时可以增强体质，帮助机体抗邪，降低强制性脊柱炎的发病率[20]。
“有诸内必形诸外”，脏腑的生理病理变化通常可以通过某些外在的特征显现出来，“未病先防”对于

恶性肿瘤的预防有着不可小觑的作用，在恶性肿瘤未发生前即可针对机体细微变化做出预判，采取措施

以阻断疾病发生的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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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既病防变是防治的关卡 

《灵枢·病传》曰：“病先发于心，一日而之肺，三日而之肝，五日而之脾……病先发于肺，三日而

之肝，一日而之脾，五日而之肾……”[21]。《难经·七十七难》：“所谓治未病者，见肝之病，则知肝

当传之于脾……”[3]，以上均与疾病的传变相关，同时也说明了“治未病”思想内涵“既病防变”的重

要性。 
现代医学治疗恶性肿瘤以手术为主，中医认为虽然手术、放疗、化疗等手段可使患者体内癌细胞清

除，但这种“以毒攻毒”的疗法伤及人体正气，损害脏腑，导致气血阴阳虚损，应用中医手段在防治其

毒副反应、加速术后康复、减少转移等方面有显著疗效[22]。术后病人多有瘀滞存在，活血化瘀类药物如

鸡血藤、延胡索、水蛭对肿瘤细胞转移有很好的抑制作用，若同时配合补益收敛药、清热解毒药、利水

燥湿药等，可更好的发挥抗肿瘤转移的作用[23]。段富津教授[24]发现方药补中益气汤可降低胃癌患者术

后复发率，提高生存年限。现代研究发现苓桂术甘汤联合葶苈大枣泻肺汤能够减少放化疗过程中精微物

质的流失，从而防止胸腔积液的产生，真武汤可用来改善脾肾阳虚型肝癌患者腹水情况[25]。临床上治疗

肝癌常采用健脾益气法，治疗肺癌多遵循调肝理肺原则，补肾健脾法应用于治疗胃癌等[26]，以上均是对

“既病防变”思想的进一步拓展。研究发现[27]临床多采用苏梗、桑叶等中药阻断肺癌转移，化疗药物联

合小柴胡汤，不仅可以调畅气机，还能有效消除堆积的病理产物，降低血液黏滞程度，减少肝癌发生转

移的概率。何津等[28]研究发现由苦参、白土苓提取的注射液可降低肝癌患者切除术后复发率。徐振晔教

授[29]分阶段论治肺癌，在精准辩证的基础上应用解毒、散结、化瘀等治法，选用蒲公英、白花蛇舌草、

山慈菇、瓜蒌、芦根、杏仁、浙贝母等中药，致力于祛除肺癌局部病灶及预防癌细胞的扩散转移。此外，

研究发现肿瘤患者在进行放化疗疗法后，由于个体差异可出现不同程度的毒副反应，此时可采用化瘀解

毒散结等中医疗法，清除余邪，防止复发[30]。沈昌明等[31]发现扶正类药物对肿瘤的治疗起着协同作用，

减轻患者症状，减少毒副反应的发生，使生存年限有一定延长。肺癌发病初期使用西洋参、石斛等益气

养阴之品可调整免疫功能，阻断肺肿瘤证候的演化趋，白花蛇舌草，薏苡仁，山慈菇等通过调控肿瘤细

胞上皮间质转化来预防肿瘤转移[32]。肿瘤发生转移的关键因素是转移前微环境，在中医“治未病”的理

论指导下，研究表明肺转移结果与肺转移前微环境密切相关，可见调控转移前微环境是防治转移的关键

[5]。 

3.3. 瘥后防复是中医药的优势与特色 

《灵枢·百病始生篇》云：“虚邪之中人也……留而不去，则传舍于络脉……传舍于肠胃之外，募原

之间。留著于脉，稽留而不去，息而成积……”[33]。 
“瘥后防复”是在疾病稳定期对疾病进行治疗或预防，以避免已经临床治愈的疾病再次发作。早期

或者中期确诊的恶性肿瘤患者，大多数可通过手术、免疫等疗法，使症状消失，达到临床缓解，但是即

便如此，他们中有大部分患者仍出现了复发或转移，以至于此类患者五年内生存率较低[34]。 
中医药在“瘥后防复”这一方面具有较大的优势，中医药价格相对较低，副作用少或无，并且可以

针对患者情况进行辨证论治，又可以增强机体的抗病能力，抑制并清除癌细胞转移的环境因素，阻止肿

瘤细胞转移、防止恶性肿瘤复发，临床上经过系统性治疗的肿瘤患者，常配合中药进行预后巩固，稳定

机体平衡，预防或减少复发的概率[35]。中医基础理论认为，疾病痊愈初期，正气尚未恢复，余邪仍在，

虽然患者已经没有临床症状，但脏腑、阴阳、气血仍需要进一步调理，以达“阴平阳秘，精神乃治”的

状态。另外，合理饮食、心理调养、理疗等多种后期调养方法相互配合，以巩固疗效，固护正气，减少

乃至避免愈后复发[36]。 
恶性肿瘤患者通过免疫、手术等疗法，部分患者可以达到临床治愈，即五年无复发、转移。但是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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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的摄生养护及辅助治疗也是非常重要的，患者应做到心情愉悦，起居有时，饮食适度，避免过度劳累

并且适当配合药物、药膳等方法扶助机体正气，避免病邪再度乘虚侵入引起肿瘤复发[37]。林洪生教授[38]
以“治未病”理论为指导，阐述了肿瘤患者术后气血虚弱，应着重补气养血，并且稍加清热解毒类药如

土茯苓、龙葵等，配伍半枝莲、白花蛇舌草、藤梨根等药物，一方面有助于肿瘤患者术后康复，另一方

面可使残留得肿瘤细胞活性降低，减缓或阻断病情进展，对肿瘤复发、转移起到一定程度的抑制作用。

周仲瑛教授[39]注重“邪去正安”的思想，临床上多采用八珍汤、沙参麦冬汤等扶正类方剂，莪术等抑毒

类药物，以达到祛邪治病的效果。 

4. 结语 

“治未病”是中医学具有代表性的学术思想。“治未病”理论贯穿于肿瘤预防和治疗中，在我国防

治肿瘤中已经形成特色与优势，指导着肿瘤不同阶段的防治策略。明确中医药防治肿瘤的总体方向和优

势，结合临床与基础研究，在预防肿瘤发生、复发、转移与肿瘤宿主环境方面开展研究；选择早期肿瘤

术后、癌前阶段人群(高危人群或者易感人群)进行中医肿瘤预防方面的研究。肿瘤是发于局部的全身性疾

病，转移是恶性肿瘤的基本生物特性，中医药治疗肿瘤的作用优势在于整体调节，强调人体内部脏腑、

经络、气血、阴阳的平衡，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关系，以达到宏观的平衡。随着“健康中国”战略

目标的提出，进一步总结、探讨“治未病”在肿瘤预防治疗中的应用，恶性肿瘤的发病率、死亡率的降

低以期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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