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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大肠息肉是临床常见疾病，可采用内镜下息肉切除治疗，但其复发率较高，现从中医证型、临床疗效、

中药药理研究等方面对中药治疗肠息肉术后复发的相关研究作以综述，以期通过中西医结合的方案减少

肠息肉术后复发率，并对临床肠息肉术后用药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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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lorectal polyp is a common clinical disease, can be treated by endoscopic polypectomy, but 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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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urrence rate is high, from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yndrome type, clinical efficacy,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pharmacological research and other aspect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reatment of intestinal polyp recurrence after surgery to review, in order to reduce the 
recurrence rate of intestinal polyp after surgery through the combin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program, and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clinical intestinal polyp postopera-
tive med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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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大肠息肉是消化科常见疾病，临床为防止其发生癌变，常以内镜切除术治疗，但大肠息肉切除后复

发率可达 58.60% [1]，目前临床无明显的特效药物能减少其复发，为探索出新的治疗方案，许多人将目

光投向中药治疗，以期发掘出新的有效治疗方案。 

2. 肠息肉的中医证型研究 

中医多将肠息肉归属于“泄泻”、“肠癖”、“积聚”、“内科瘤病”、“肠瘤”等范畴[2]。关于

大肠息肉的中医辨证分型未形成明确统一的标准。目前对大肠息肉中医证型分类常见的有湿热内蕴、脾

虚湿蕴、肝郁气滞或气质血瘀、寒湿内阻等证型，其中以湿热内蕴证型最为常见。 
楚永庆等[3]发现肠息肉患者中肝郁脾虚证占比(63.89%)最高，且以女性多见，大肠湿热证例数

(7.41%)，以男性患者多见。王建平[4]对 100 腺瘤性结肠息肉患者的证型研究发现脾虚湿困证占比最高为

36.00%，肠道湿热症占 23.00%，肝郁气滞证占 19.00%，瘀血阻滞证占 17.00%，血虚肠燥证占 5.00%。

李梦洁[5]对 180 例结肠息肉患者研究发现，湿热蕴结证最常见 82 例(45.55%)，其次是脾胃虚弱证 46 例

(25.56%)、肝气郁滞证 30 例(16.67%)、瘀血内停证 22 例(12.22%)。 
杨金辉[6]对 503 例结肠息肉患者进行研究，将其划分为 5 种证型，其中大肠湿热证在所有证型中最

为常见，且结合病理分类发现管状腺瘤、管状绒毛状腺瘤、绒毛状腺瘤、炎性息肉均以大肠湿热证为主，

而增生性息肉以肝郁气滞证多见。张强[7]对 310 例结直肠腺瘤性息各证型病理特征研究发现，大肠湿热

证中病理结果属管状腺瘤的患者最多(79.49%)，湿瘀阻滞组中最常见绒毛状腺瘤(13.16%)；且湿瘀阻滞组

高级别上皮内瘤变占比最高(17.11%)。 

3. 中药临床疗效研究 

3.1. 中药口服治疗 

孙少帅[8]对 82 例肠道湿热大肠息肉内镜治疗术后患者进行研究，观察组予薏仁化积方中药汤剂口服

治疗，对照组不予任何预防息肉复发的药物，1 年后复查发现观察组肠息肉复发率(24.39%)低于对照组

(46.34%)。占路娟[9]等人对 100 例行内镜下黏膜切除术(Endoscopic Mucosal Reaection, EMR)的患者进行

研究，对照组予术后常规治疗和中药灌肠，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加自拟中药口服，术后 1 年复查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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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组复发率 9.62%低于对照组 27.08 (P < 0.05)。李梦蕾[10]等人对 60 例腺瘤性大肠息肉术后患者研究

发现，术后口服天马颗粒的观察组患者肠息肉复发率(10%)低于仅给予常规西医治疗的对照组(30%)。王

永茂[11]观察研究 58 例结直肠腺瘤性息肉术后患者，观察组于腺瘤性息肉术后 1 周开始给予中药圣颀膏

口服，对照组 30 例不予以相关药物干预，结果显示观察组肠息肉复发率(14.29%)低于对照组(36.67%)。
冯泽华[12]用清肠消息颗粒对肠道湿热型大肠腺术后复发进行观察，在术后复发率上未得出具有统计学差

异的结果，但中医证候改善方面治疗组(90.90%)明显优于对照组(62.79%)，对照组。 

3.2. 中药灌肠治疗 

吴东南[13]等用结肠灵(中药制剂)灌肠方法对大肠湿热证型肠息肉术后患者研究发现，结肠灵灌肠可

显著改善患者临床症状，降低大肠息肉术后复发率。王吉利[14]研究发现，息肉摘除术后观察组(五倍子

乌梅汤保留灌肠)的复发率低于对照组(口服马来酸曲美布汀胶囊)，而且观察组在中医证候疗效方面效果

更佳。 
综上，中药在预防肠息肉术后复发中起到正向作用，且在中医证候改善方面效果显著。 

4. 常用中药的现代药理研究 

肠息肉术后复发治疗中常用中药有：白术、茯苓、党参、甘草、薏苡仁、陈皮、乌梅、败酱草、砂

仁、三七、白及、白花蛇舌草、黄芪、牡丹皮等[15]。根据现代药理学研究，将以上药物在预防肠息肉复

发及癌变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总结归纳为以下方面。 

4.1. 抗炎 

研究发现茯苓多糖能减轻减轻氧化应激和炎症损伤改善肠屏障损伤[16]。袁丽等研究发现[17]，陈皮

酵素(Xinhui Citrus Fermentation Liquor, XCFL)通过调节 Nrf2/NLRP3 信号通路发挥抗炎和修复肠黏膜的

作用，显著降低小鼠结肠炎症反应。研究显示[18]乌梅可能通过调节炎症因子 TGFB1 的表达发挥抗炎作

用。Zhu Chen [19]等研究发现砂仁能预防和治疗肠粘膜的炎症，其机制可能与其能调节炎症因子和 T 细

胞的作用相关。 

4.2. 肠道调节作用 

白术对胃肠道平滑肌可以起到兴奋作用，也能对其产生抑制作用，即对胃肠道具有双向调节作用[20]。
党参对消化系统也有调节改善作用，且不同浓度的党参在促进小肠的吸收并缓解消化道痉挛的症状中发

挥不同程度作用[21]。杨建省[22]等对砂仁水提液研究发现其促进肠蠕动效果明显。闫瑶[23]等发现砂仁

挥发油能使因抗生素所造成的肠道菌群失调得到显著恢复。吴振宁等[24]研究证实了茯苓提取物调控肠道

菌群结构的功效。罗博文等[25]认为薏苡仁能够有效调节肠道微生物菌群，改善肠道和消化功能，还可通

过调节肠道菌群，降低肠道 pH 从而改善动物的生长性能[26]。陈皮提取物可显著增加了粪便短链脂肪酸、

降低变形杆菌的患病，从而调节肠道微生物群的动态变化[27]。 

4.3. 抗肠癌作用 

白术内酯抑制小鼠结肠癌细增殖[28]。败酱草中的化学成分可以从抑制癌变过程中的多种途径发挥抗

大肠癌症的作用[29]。三七乙醇提取物能抑制癌细胞转移的相关信号分子表达，而阻止癌细胞的转移[30]。
白花蛇舌草乙醇提取物(EEHDW)具有抗肠癌的作用，其机制可能通多抑制相关信号的激活，并调控多种

炎症和血管生成因子的表达发挥作用[31]。黄芪中所含多种物质能通过诱导结直肠癌细胞凋亡、抑制肿瘤

细胞转移及侵袭，诱导细胞周期停滞、诱导肿瘤细胞自噬等途径发挥抗肿瘤作用[32]。丹皮酚通过抑制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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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酶–基因表达对结肠癌细胞 HT-29 起到拮抗作用[33]。 

4.4. 促进粘膜修复作用 

研究发现[34] [35]，白术多糖和砂仁水提物能对胃肠黏膜的损伤修复起到促进作用，后者的作用机理

可能与降低炎症反应的作用相关。白及多糖通过抗炎、抗氧化应激反应、抗凋亡、促进黏膜愈合等多种

途径保护胃肠黏膜[36]。 

5. 小结 

目前对中药治疗肠息肉术后复发的研究虽显示出良好效果，但对复方在肠息肉发病机制中及所起的

具体作用机理研究有所欠缺，且因中医辨证、临床中医医师用方习惯、时节地域等导致的常用方剂、药

物差生较大差异，使得这一治疗的相关研究尚未产生权威性共识性理论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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