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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治疗肿瘤有
("""

多

年的历史#历史的积淀为中医肿

瘤学现代化的进步提供了前提

条件#而近数十年中医肿瘤学的

创新与发展使得中医药这一珍

贵的文化遗产在肿瘤的治疗中

焕发了青春%实践证明#中医药

在肿瘤治疗中有较好的作用#特

别是中西医结合治疗可以明显

提高疗效和延长患者的生存时

间%目前#中医药在恶性肿瘤的

治疗中主要应用在以下几个方

面!中药合并放$化疗$靶向治疗

的减毒增效作用(晚期肿瘤的中

医中药治疗(肿瘤术后应用中药

可以减少复发和转移(其他在围

手术期和手术后$中医肿瘤康

复$肿瘤的预防方面中医药也发

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不仅如

此#在中医肿瘤科学研究方面#

近数十年也取得了较大的成就#

从
("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临床

经验总结到七十年代放化疗减

毒增效$八十年代的延长晚期患

者生存期$九十年代的抗复发转

移到现阶段综合方案$诊疗规范

的制订和研究%中医肿瘤的临

床研究#一方面促进了中医在肿

瘤治疗中的介入和应用#另一方

面#缩小了中医肿瘤临床科研与

现代医学肿瘤临床科研之间的

差距%在基础研究方面#随着现

代科学技术的进步#越来越多的

现代技术应用于中医药防治肿

瘤机制的研究中%大量的基础

实验结果表明#中药是通过多个

环节起到抑制恶性肿瘤的作用#

这些环节包括!直接杀灭和抑制

肿瘤细胞(诱导肿瘤细胞分化或

凋亡(抑制多药耐药(抑制肿瘤

新生血管(以及抗微管作用$抑

制拓扑异构酶和细胞端粒酶活

性$干扰和拮抗促癌剂的作用$

调整凝血机制$减轻血液高凝状

态$调节神经内分泌功能以及调

控肿瘤干细胞功能等方面%说

明中医药是从多方面$多角度$

多靶点来达到防治肿瘤的目的%

中医治疗肿瘤在临床科研

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如

今中医药已经成为恶性肿瘤治

疗的一项重要措施#其临床及相

关的基础研究的成果也越来越

吸引国际学术界的目光%然而

随着现代的医学理念由治愈疾

病向预防疾病和提高健康水平

方向做出调整#以中医药为代表

的中国传统医药的理论思维和

辨证论治方法的生命力和特色

优势将进一步凸显%那么摆在

中医药肿瘤防治工作者面前的

问题就是!如何抓住机遇#利用

中医药辨证指导思想进行动态

复杂干预#调节机体内环境的特

点和优势#摒弃其疗效不确定$

重复性差$作用靶点不明确等不

足之处%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及现代医

学突飞猛进的发展#越来越多的

先进技术及理论一经产生#就会

很快地被利用到中医药肿瘤研究

领域中来#会使中医药防治肿瘤

的机制研究更加便利$快捷$高

效%本次我们组织的这几篇稿件

主要是近期内中医药肿瘤防治工

作者们进行的一些中医药防治肿

瘤的探索和研究#其侧重点不同#

研究方法各异#主要有以下几个

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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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循证医学概念引入中医肿瘤临床研究后#目

前是否在研究中引入循证医学研究手段已经成为

衡量临床研究科学性的一个重要条件#无论是经

典的
)*+

#还是近年来在中医临床研究中较为热

门的队列研究#都从根本上提高了中医肿瘤临床

研究水平#也是中医肿瘤临床研究有了与现代医

学相沟通的共同语言#加快了其走向世界的进度%

然而#所有的循证研究仍然不能真实地体现中医

的整体观念#辨证论治特色%所以在临床研究中

探索真实地反映中医临床行为的方法#对于临床

已经发生了的病例进行不同角度的总结分析#发

现问题#总结经验#凝练规律可能仍然是进行中医

肿瘤临床研究的重要手段%所以本次组织的稿件

中有两篇临床研究的文章正是反映了目前临床工

作者对于该类问题的探索和尝试%*中医药参与

治疗
(+(

例晚期非小细胞肺癌临床疗效回顾+是

一篇回顾性研究#回顾分析了十年间中医药参与

治疗的
(+(

例晚期非小细胞肺癌的住院病例#不

但进行了中西医疗效方面差异的比较#更是从中

医证候研究$卫生经济学等方面进行了总结分析#

这种研究手段不失为发现问题$总结规律的较佳

途径%另一篇*单纯中医药治疗老年晚期非小细

胞肺癌
!"

例分析及体会+#通过对
!"

例单纯中医

治疗获得长期生存病例的用药分析#探索这些患

者服用药物的种类#配伍#进而总结其治则治法#

虽然缺乏目前一般意义上的循证方法#但其严格

细致的临床资料的分析与总结#却是临床真实诊

疗行为的表现形式%这也是我们如果只拘泥于方

法学上形式#往往容易忽略掉的重要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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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研究

在基础研究方面#目前还是快速$有效地将现

代医学的研究成果第一时间地利用到中医药肿瘤

研究领域中来#正如*肺瘤平膏及其拆方对
,*

刺

激
-./

抗肿瘤活性的影响+这篇文章#将中医有

效方剂进行拆方研究#探索在有效的方剂中究竟

是什么组分对机体的免疫系统内特定成分发挥调

节作用%另一方面#基础研究目前与临床行为的

密切结合也是中医肿瘤基础研究的一个特色#该

组稿件里的*榄香烯乳注射液对化疗引起的易栓

状态干预作用观察+就是很好的尝试#作者通过对

患者血液流变学的分析#尝试阐明中药有效成分

对于中医血瘀证的干预调节#及这种临床效果的

相关医学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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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药研究

中医药防治肿瘤的研究离不开药物#迄今为

止#根据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已上市的

治疗肿瘤中药新药总计有
!"%

种%其中多数为口

服的中药复方制剂$

!'

个中药注射剂$

+

个外用制

剂$少量的民族药%目前在中医肿瘤新药研究方

面#主要集中在以下三方面!一是创新药物的研

发#其核心在于创新和疗效(二是扩大适应症的研

究#由于中医素有同病异治#异病同治的特色#所

以继续探索上市品种的新的适应症可以让更多的

患者从中获益#该类研究从本组稿件中的*金龙胶

囊对胃癌化疗减毒的随机双盲$阳性对照多中心

临床试验+中可见一斑%三是上市后再评价!我国

已逐渐开展对上市后药物的疗效$不良反应进行

监测#并开始重视其对患者生存质量$患者死亡率

等指标的影响%已获上市批准的中药中#有很多

在不良反应的发现和管理上存在着时滞现象#且

在临床有效性和安全性方面存在一定问题#对中

药上市后的再评价对我国中药的现代化与国际化

进程具有重要作用%*生血丸治疗胃肠肿瘤化疗

所致血象下降的临床疗效观察+即是一篇对目前

临床应用广泛的肿瘤辅助用药的上市后再评价#

有一定的临床价值%

最后希望#通过本次我们组织的这几篇稿件#

学者们能对目前中医肿瘤临床及基础研究的现状

及趋势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也希望能对学者们在

中医肿瘤的研究思路$研究方向$研究方法有一定

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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