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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正虚”是中医认为肿瘤的形成的主要病机，因而扶正祛邪法便成为中医治疗肿瘤疾病的重要治疗法则；

免疫治疗作为新兴治疗手段，为晚期消化系统肿瘤患者带来了希望，其基本思路为恢复机体正常免疫功

能、增强抗肿瘤能力，这与“扶正驱邪”思想不谋而合。现就中医扶正祛邪理论与肿瘤的免疫机制探讨

消化系统肿瘤的免疫治疗，以期探索消化系统肿瘤中医药联合免疫治疗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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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believes that the main pathogenesis of tumor formation is “asthenia 
of healthy Qi”. Therefore, the important treatment method of Chinese medicine in the treatment of 
tumor diseases is “the method of strengthening healthy Qi to eliminate pathogens.” Immunothe-
rapy is an emerging treatment that brings hope to patients with advanced digestive system tumors. 
The basic idea of immunotherapy is to restore the body’s normal immune function and enhance 
anti-tumor ability. The basic idea of immunotherapy is very similar to the idea of “strengthening 
healthy Qi to eliminate pathogens”. We are now studying the TCM theory of “strengthening healthy 
Qi to eliminate pathogens” and the immune mechanism of tumors. We discuss the immunotherapy 
of digestive system tumors. We hope to explore the ideas of Chinese medicine combined with im-
munotherapy for tumors of the digestiv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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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医认为肿瘤发病的基础是“正虚”，早在《黄帝内经》中就有：“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

之所凑，其气必虚”的说法；最早关于肿瘤的形成在《外证医案汇编》：“正气虚则成岩”中有所涉及。

以上论述均提示了先天禀赋不足、脏腑虚衰、气血亏虚等“内虚”因素是引起消化系统恶性肿瘤免疫逃

逸的重要内在原因。现代肿瘤免疫治疗的兴起，关于免疫机制的探讨被发现与古老中医的“扶正祛邪”

思想不谋而合。中医的“正气”与现代医学里“机体的免疫功能”有异曲同工之处，正气抵御外邪和调

节自身稳态的作用与现代医学免疫系统对机体“防御”“自稳”及“监视”等功能如出一辙。当免疫防

御、监视和自稳等功能正常时，机体能够阻止肿瘤细胞的异常产生；而当肿瘤细胞发生免疫逃逸或者免

疫细胞不足时，机体正虚不足以御邪，肿瘤细胞因此产生增殖甚至迁移。 

2. 消化系统肿瘤治疗现状 

消化系统恶性肿瘤主要包括：胃癌、肝癌、结直肠癌、食管癌、胰腺癌这五大类，其在我国肿瘤发

病和死亡谱上均占有极大的比例，严重威胁了我国人民的生存及生活质量[1]。由于缺乏预防及体检意识，

大多数肿瘤在晚期时才会被发现，此时已经失去手术治疗的机会。晚期消化系统恶性肿瘤治疗方式主要

有放化疗、靶向治疗及免疫治疗。随着治疗的进步和发展，晚期消化道恶性肿瘤患者的生存期得到了一

定改善，但生存质量和五年生存率仍是目前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免疫治疗作为新兴治疗手段，为晚期消

化道肿瘤带来了希望。 

3. 消化系统肿瘤的免疫治疗 

3.1. 免疫治疗的机制 

肿瘤的免疫治疗是指通过免疫学方法，破坏免疫耐受，抑制肿瘤生长。免疫治疗可以使机体内的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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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细胞得以激活、抗癌免疫应答得以激活，从而特异性的使微小残留的肿瘤病灶得以清楚。目前，肿瘤

的免疫治疗方法有很多，很多还在研究发展中，其中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是恶性肿瘤最常见的免疫治疗之

一。免疫检查点在机体中可以起到类似于刹车的作用，在人体免疫系统中可以起到保护作用，而免疫检

查点抑制剂顾名思义，是一种可以对免疫检查点活性起到抑制作用的药物，从而使免疫刹车在肿瘤微环

境中得以促进，使肿瘤的免疫应答效应重新激活的新型抗瘤药物[2] PD-L1 的过表达目前已经在包括胃

癌、肝细胞癌等多种消化系统恶性肿瘤中检测到了，与正常组织相比，PD-L1 在肿瘤组织的表达水平有

显著升高，研究表明肿瘤细胞的复发和转移与 PD-Ls (PD-L1/PD-L2)在肿瘤细胞的过表达关系密切，

PD-1/PD-L1 抑制剂被证实对于消化系统恶性肿瘤患者的客观缓解率和生存率有明显提高[3]。 

3.2. 消化系统肿瘤免疫治疗的相关研究 

目前关于免疫治疗在消化系统肿瘤的应用研究开展的如火如荼。晚期胃癌的免疫治疗需要精确地筛

选优势人群，包括 MSI-H/dMMR、PD-L1 高表达、TMB 高、EBV 阳性的患者。目前免疫检查点抑制剂

在胃癌免疫治疗中应用广泛，包括 MSI-H/dMMR 晚期胃癌的一线或二线治疗、PD-L1 CPS ≥ 1 晚期胃癌

患者的三线治疗可以使用帕博利珠单抗；对于晚期胃癌患者的三线治疗可以使用纳武利尤单抗[4]。同时

免疫检查点抑制剂也已广泛地运用于晚期食管癌的一、二、三线治疗中，相关研究表明，免疫治疗联合

放疗、化疗效果显著，且安全性良好[5]。2020 年最新的中国临床肿瘤学会食管癌诊疗指南[6]已经在晚期

食管癌二线及以上的治疗中列入免疫治疗，为晚期食管癌患者带来新方法，同时也证明了免疫治疗在晚

期食管癌患者中的有效作用。晚期肝癌目前单药 ICI(纳武利尤单抗、帕博利珠单抗、卡瑞利珠单抗等)主
要用于晚期肝癌的二线治疗，多项相关临床试验正在开展，肝癌有高度的异质性，因此免疫治疗的人群

选择和联合治疗模式的探索尤为重要[7]。对于晚期胰腺癌，目前暂未发现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单独使用的

确切疗效,不过与其他疗法相联和是否会对抗肿瘤疗效有所提高还有待研究[8]。对于 MSI-H/dMMR 分型

晚期结直肠癌的治疗，单用免疫检查点抑制剂药物效果确切，而且联合治疗的疗效更佳[9]。 

4. 中医与肿瘤免疫的密切关系 

4.1. 中医扶正祛邪思想与免疫机制的不谋而合 

“免疫”本意为免除疫毒之气，关于免疫的描述最早可以追溯到《黄帝内经素问注证发微》，作者

是明代医家马莳[10]。而现代免疫则提出免疫监视理论，认为免疫系统对机体有监视作用，可以识别并清

除“非正常成分”或有突变的细胞，从而保持一个稳定的机体内环境，以避免肿瘤的发生。而传统医学

的认为人体正气有协调脏腑气机，阻碍机体瘀滞的形成的作用，这与现代免疫监视作用不谋而合[11]。现

代免疫理论还有一个重要的生物机制即免疫逃逸，免疫逃逸在一定程度上是肿瘤细胞生成、进展甚至转

移的罪魁祸首[12]。如果免疫功能正常，则可避免免疫逃逸的发生，如果正气充足，机体便可抵御外邪，

肿瘤的发生也因此得以避免。另有药理学研究发现，对于免疫系统的调节，中药复方的作用是双重的，

一方面可以增强细胞的免疫功能，另一方面对于异常增加的免疫功能，中药复方又有一定的抑制功能，

从而使免疫应答水平趋于正常[13]。 

4.2. 中医药对免疫的协同增效 

近年来，随着祖国医学的不断发展，中医药在肿瘤免疫治疗中体现出日趋重要的作用。中医药在数

千年来积累了大量的临床经验，现代研究表明中医药可调节细胞因子的分泌及异常细胞信号的传导，促

进效应细胞的增殖分化，重塑机体 Th1/Th2 和 M1/M2 平衡，增强机体免疫功能[14] [15]。中医药对人体

免疫系统有双向调节作用，可以使免疫系统复稳，提升其抗肿瘤的能力。现代研究发现补益、活血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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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可以促进巨噬、淋巴细胞的功能，从而增强免疫，从而调节肿瘤免疫微环境，增强抗肿瘤的作用[16]。
中药中多种有效成分，比如多糖类、皂苷类、黄酮类等均有增强机体免疫，防止癌细胞生长及扩散的作

用[17]。 
鉴于中医扶正思想和免疫理念的异曲同工之处，以及现代药理学机制的研究，我们从中医的天人合

一思想出发，遵循平衡观、整体论，可以发现中药对于肿瘤的多重功效，均可通过免疫途径得以实现调

节人体内环境的稳态。中医辩证论治观也尤为重要，对于部分正气亏虚的患者，通过补脾肾、调营卫、

益精气等来“扶正固本”，使免疫功能提高；同时可以清热毒、化血瘀、消痰结来“祛逐外邪”，从而

使免疫系统恢复平衡，从而抑制肿瘤细胞的生长[18]。 

4.3. 中医药对免疫毒副的减毒调节 

诚然肿瘤免疫治疗能显著延长患者的生存期，但在治疗过程中也容易出现免疫相关毒副反应。临床

免疫治疗用药多数可促进机体细胞因子的分泌，常有继发性感染的风险。部分患者临床还可出现皮疹、

乏力、腹泻及关节痛等症状[19]。还有发现 PD-1 抗体和 CTLA-4 抗体在联合使用时容易造成自身免疫

过度攻击等不良反应[20]。另外免疫治疗还有诸如脱靶毒性、细胞因子风暴、神经毒性等严重并发症，相

关的病理生理机制目前尚未阐明[21]。正因为这些特有的毒性造成的安全隐患使得免疫治疗临床运用仍受

到诸多限制，因而在应用时需要早干预、早处理。然而针对免疫治疗的这些相关不良反应不可预知性太

大，目前暂未出现相对有效的应对措施，西医对此大多束手无策。根据这些不良反应的临床证候，中医

将其归纳为火毒上攻和湿热内蕴等证，在治疗时大多选用清热解毒和清热利湿类方药，临床疗效显著[22]。 

5. 结语和展望 

研究[23] [24] [25] [26]发现中药能减轻胃肠道毒性、缓解皮肤不良反应、更可提高免疫治疗的耐受性。

研究发现中医与肿瘤免疫关系密切，其通过调节机体免疫功能或肿瘤免疫微环境来调控肿瘤免疫，在缓

解免疫相关不良反应方面也有一定的疗效[27]。因此中西医结合免疫治疗有望成为肿瘤治疗的新进展。近

年来，晚期消化道恶性肿瘤免疫治疗的运用如火如荼，正如有学者提出肿瘤的治疗应该是“和平共处”，

而非赶尽杀绝。西医也逐渐从“杀瘤为主”向“调控肿瘤环境为主”转变。而肿瘤的免疫治疗通过激发

我们免疫系统内在的能力来攻击肿瘤细胞，其实质是调控肿瘤患者免疫功能回归正常，这无疑是中医“扶

正抗癌”的现代解读。 
但目前免疫治疗人群的“精准”选择、减少免疫治疗相关不良反应诸多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辨证

论治是中医认识和治疗疾病的基本原则，具有个体化诊治特点，与精准治疗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中医药

治疗或许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手段之一。已有多项研究证实中医药具有的减毒增效、增强免疫等优势，探

索“精准”治疗的优势人群，比较联合不同治疗方式的疗效是我辈仍需努力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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