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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医结合治疗肿瘤的优势

王鹏飞
陕西省咸阳市旬邑县医院 陕西 咸阳 711300

摘� 要：中西医结合治疗肿瘤展现出了显著优势。中医强调整体观念和个体化治疗，通过调理气血、恢复脏腑功

能，增强机体抗癌能力；西医则以其先进的诊断技术和治疗手段，直接针对肿瘤病灶进行干预。两者结合，既能控制

局部病灶，又能调节整体状况，实现局部与整体的协同治疗。这种综合治疗模式不仅能提高治疗效果，还能有效减轻

毒副作用，改善患者生活质量，降低肿瘤复发和转移风险，为肿瘤治疗提供了更为全面、有效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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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肿瘤作为当前医学领域面临的重大挑战之

一，其治疗方式的探索和创新显得尤为重要。中西医结

合治疗肿瘤，作为一种综合性的治疗模式，正逐渐受

到广泛关注。通过融合中医的整体观念和西医的精准治

疗，不仅能够发挥两者在抗癌方面的优势，还能减轻患

者痛苦，提高生活质量。本文旨在探讨中西医结合治疗

肿瘤的优势，为肿瘤治疗提供新的思路和参考，推动肿

瘤治疗领域的进一步发展。

1 中西医对肿瘤的认识与治疗策略

1.1  中医对肿瘤的认识与治疗
1.1.1  中医对肿瘤病因机制的解读
中医对肿瘤的认识源远流长，其病因机制主要基于

阴阳失衡、气血不和、脏腑功能失调等理论。在中医看

来，肿瘤的形成往往与“营卫不通”、“正虚邪实”等

病理状态密切相关。（1）“营卫不通”指的是人体内的
营养物质（营气）与防卫机能（卫气）运行不畅，导致

气血瘀滞，为肿瘤的生长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这种瘀滞

可能源于情志不畅、饮食不节、外感六淫等多种因素。

（2）“正虚邪实”则是中医对肿瘤发病机制的另一种解
释。正气是人体抵抗外邪、维持生理平衡的重要力量。

当正气不足时，外邪（如风寒暑湿燥火等六淫之邪，

以及痰饮、瘀血等病理产物）就容易乘虚而入，侵袭人

体，导致疾病的发生。在肿瘤的形成过程中，正气虚

弱，邪气得以在体内积聚，形成肿块。

1.1.2  中医治疗肿瘤的基本原则与方法
中医治疗肿瘤的基本原则是“扶正祛邪”，即在增

强患者体质、提高免疫力的同时，消除体内的邪气，达

到治疗肿瘤的目的。（1）“扶正固本”是中医治疗肿瘤
的重要手段之一。通过补益气血、调理脏腑功能，增强

患者的正气，提高其对疾病的抵抗能力。常用的扶正药

物有黄芪、人参、白术等。（2）“活血化瘀”是中医治

疗肿瘤的另一个重要方法。通过应用活血化瘀的药物，

如丹参、赤芍、桃仁等，促进气血运行，消散肿块，改

善肿瘤周围的微环境。（3）“清热解毒”也是中医治疗
肿瘤常用的方法之一。清热解毒药物能够清除体内的热

毒，减轻肿瘤引起的炎症和疼痛。常用的清热解毒药物

有金银花、连翘、蒲公英等。（4）中医还注重“辨证施
治”，即根据患者的具体病情和体质，制定个性化的治

疗方案。这种治疗方法能够更准确地针对肿瘤的病因和

病机，提高治疗效果[1]。

1.2  西医对肿瘤的认识与治疗
（1）西医对肿瘤病因机制的现代解释。西医认为，

肿瘤的形成与基因突变、细胞失控增殖等生物学过程密

切相关。基因突变是肿瘤发生的重要基础，它可能导致

细胞生长和分裂的调控机制失常，使细胞获得无限增殖

的能力。细胞失控增殖是肿瘤形成的直接原因。在正常

情况下，细胞的生长和分裂受到严格的调控，以确保组

织的正常结构和功能。然而，在肿瘤发生时，这种调控

机制被破坏，细胞开始无限制地增殖，形成肿块。（2）
西医治疗肿瘤的主要手段。西医治疗肿瘤的主要手段包

括手术、放疗、化疗、靶向治疗和免疫治疗等。手术

是肿瘤治疗的首选方法，通过切除肿瘤组织，达到根治

或缓解症状的目的。放疗利用高能射线破坏肿瘤细胞的

DNA，使其失去增殖能力。化疗则通过药物抑制肿瘤
细胞的生长和分裂，达到治疗肿瘤的目的。靶向治疗和

免疫治疗是近年来新兴的肿瘤治疗方法。靶向治疗针对

肿瘤细胞的特定靶点，如生长因子受体、信号传导通路

等，通过抑制这些靶点的功能，达到抑制肿瘤细胞生长

的目的。免疫治疗则通过激活患者自身的免疫系统，使

其能够识别和攻击肿瘤细胞，达到治疗肿瘤的目的。

2 中西医结合治疗肿瘤的优势

2.1  治疗效果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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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西医结合能够提高病情的治疗效果，针对不
同肿瘤类型和分期制定个体化的治疗方案。中西医结合

治疗肿瘤的核心优势在于其能够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

包括肿瘤类型、分期、病理特征以及患者的体质和症状

等，制定个体化的治疗方案。这种治疗策略不仅考虑了

肿瘤本身，还充分考虑了患者的整体状况，从而实现了

局部与整体的协同治疗。例如，对于早期肿瘤，西医手

术和放疗是首选治疗手段，而中医则可以在术前术后进

行辅助治疗，通过调理气血、恢复脏腑功能，提高手术

的成功率和患者的恢复速度。对于中晚期肿瘤，西医化

疗和靶向治疗是常用的治疗手段，但往往伴随着较大的

毒副作用。此时，中医的辅助治疗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通过减轻化疗药物的毒副作用，提高患者的耐受性和生

活质量，同时增强机体的免疫力，为化疗提供更好的支

持 [2]。（2）中西医结合治疗的临床效果分析。大量临
床实践表明，中西医结合治疗肿瘤能够显著提高患者的

生存率、缓解率以及生活质量。例如，在肺癌、肝癌、

乳腺癌等常见肿瘤的治疗中，中西医结合治疗组的患者

生存率明显高于单纯西医治疗组。此外，中西医结合治

疗还能有效缓解肿瘤患者的疼痛、乏力、食欲不振等症

状，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2.2  改善生活质量与减轻痛苦
（1）中医治疗能够缓解肿瘤带来的疼痛和其他症

状。中医治疗肿瘤注重整体观念和个体化治疗原则，通

过调理气血、恢复脏腑功能、调和阴阳平衡等手段，能

够有效缓解肿瘤带来的疼痛和其他症状。例如，针灸、

推拿、中药熏洗等中医治疗方法在缓解肿瘤疼痛、改善

睡眠质量、提高食欲等方面具有显著疗效。（2）西医
治疗手段与中医辅助治疗的结合，减轻手术、放疗、化

疗等带来的副作用。西医治疗手段如手术、放疗、化疗

等虽然对肿瘤具有显著的杀伤作用，但同时也伴随着较

大的毒副作用，如恶心、呕吐、脱发、骨髓抑制等。中

医辅助治疗可以通过调理气血、恢复脏腑功能等手段，

减轻这些毒副作用，提高患者的耐受性和生活质量。例

如，在化疗期间，中医可以通过益气养血、健脾和胃等

方法，减轻化疗药物对胃肠道和骨髓的损伤，提高患者

的化疗耐受性。

2.3  增强免疫力与减少毒副作用
（1）中药的多靶点作用机制与个体化用药，能够减

少化疗药物的毒副作用。中药具有多靶点作用机制，能

够通过多种途径抑制肿瘤细胞的生长和转移，同时减轻

化疗药物的毒副作用。例如，某些中药如黄芪、灵芝等

具有免疫调节作用，能够增强机体的免疫力，提高患者

对化疗药物的耐受性。此外，中药的个体化用药原则也

能够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制定针对性的治疗方案，进

一步减少化疗药物的毒副作用[3]。（2）中西医结合治疗
对机体免疫功能的调节作用。中西医结合治疗肿瘤能够

发挥中医和西医在调节免疫功能方面的优势，形成协同

作用。中医通过调理气血、恢复脏腑功能等手段，能够

增强机体的免疫力，提高患者对肿瘤的抵抗能力。西医

则通过免疫治疗等手段，直接激活患者的免疫系统，使

其能够识别和攻击肿瘤细胞。将两者结合，可以形成更

为全面、有效的免疫调节方案，进一步提高患者的抗肿

瘤能力。

2.4  协同作用与降低复发转移风险
（1）中西医结合治疗能够发挥两种医学体系的协同

作用，提高抗癌效果。中西医结合治疗肿瘤能够发挥中

医和西医在抗癌方面的协同作用，形成优势互补。中医

注重整体观念和个体化治疗原则，通过调理气血、恢复

脏腑功能等手段，能够恢复机体的自然抗病能力。西医

则以其先进的诊断技术和治疗手段，直接针对肿瘤病灶

进行干预。将两者结合，可以既控制局部病灶，又调节

整体状况，实现局部与整体的协同治疗，从而提高抗癌

效果。（2）中医药在预防肿瘤复发和转移方面的优势。
中医药在预防肿瘤复发和转移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

中医认为，肿瘤的发生与机体的内环境失衡密切相关，

因此，通过调理机体的内环境，恢复阴阳平衡和脏腑功

能，可以降低肿瘤的复发和转移风险。此外，中药中的

多种活性成分具有抗肿瘤作用，能够抑制肿瘤细胞的生

长和转移。将中医药与西医治疗手段相结合，可以进一

步提高预防肿瘤复发和转移的效果。

3 中西医结合治疗肿瘤的具体实践

3.1  早期肿瘤的中西医结合治疗
早期肿瘤是治疗的最佳时期，中西医结合治疗在这

一阶段的应用主要聚焦于手术前后的辅助治疗以及放

疗、化疗期间的中医药配合治疗。

3.1.1  手术前后的中医辅助治疗
手术是治疗早期肿瘤的主要手段，但手术创伤和麻

醉等因素会对患者的气血和脏腑功能造成一定的影响。

中医辅助治疗在手术前后的应用，旨在调理患者的气血

和脏腑功能，提高手术的耐受性和恢复速度。（1）术前
中医辅助治疗：术前患者常伴有气血两虚、脾胃虚弱等

证候。中医通过益气养血、健脾和胃等方法，如使用党

参、黄芪、白术等中药，提高患者的营养状况，增强免

疫力，为手术提供良好的身体基础。（2）术后中医辅助
治疗：术后患者身体虚弱，气血两虚症状加重，且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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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有伤口疼痛、消化不良等问题。中医通过调理气血、

活血化瘀、和胃降逆等方法，如使用当归、赤芍、砂仁

等中药，促进伤口愈合，恢复脾胃功能，提高患者的恢

复速度和耐受性[4]。

3.1.2  放疗、化疗期间的中医药配合治疗
放疗和化疗是早期肿瘤术后常用的辅助治疗手段，

但往往伴随着较大的毒副作用，如恶心、呕吐、脱发、骨

髓抑制等。中医药配合治疗在这一阶段的应用，旨在减轻

放疗和化疗的毒副作用，提高患者的耐受性和生活质量。

（1）减轻放疗的毒副作用：放疗过程中，热邪易损伤阴
津，导致患者口干舌燥、咽痛等。中医通过养阴生津、清

热解毒等方法，如使用麦冬、石斛、银花等中药，缓解放

疗引起的口腔黏膜炎和咽痛等症状。（2）减轻化疗的毒
副作用：化疗药物易损伤脾胃和气血，导致患者恶心、呕

吐、乏力等。中医通过健脾和胃、益气养血等方法，如使

用陈皮、半夏、炙甘草等中药，减轻化疗引起的胃肠道反

应和骨髓抑制，提高患者的化疗耐受性。

3.2  中晚期肿瘤的中西医结合治疗
中晚期肿瘤患者的治疗难度较大，中西医结合治疗

在这一阶段的应用主要聚焦于姑息治疗与症状控制以及

提高患者的生存优势。

3.2.1  中医药对中晚期肿瘤患者的姑息治疗与症状
控制

中晚期肿瘤患者常伴有疼痛、乏力、食欲不振等症

状，中医药在姑息治疗与症状控制方面具有独特的优

势。通过调理气血、疏肝解郁、和胃降逆等方法，如使

用柴胡、郁金、白芍等中药，缓解患者的疼痛、乏力、

食欲不振等症状，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此外，中医药

还可以根据患者的具体证候，进行个体化治疗。例如，

对于晚期肿瘤患者常见的阴虚火旺证候，中医通过养阴

清热、泻火解毒等方法，如使用知母、黄柏、生地等中

药，改善患者的全身症状，减轻病痛。

3.2.2  中西医结合治疗在中晚期肿瘤患者中的生存

优势

中晚期肿瘤患者的预后往往较差，但中西医结合治

疗能够显著提高患者的生存优势。通过中医的整体观念

和个体化治疗原则，结合西医的先进治疗手段，如靶

向治疗、免疫治疗等，可以形成优势互补，提高治疗效

果。一方面，中医通过调理气血、恢复脏腑功能等手

段，为西医治疗创造更好的身体条件，提高患者的治疗

耐受性。另一方面，西医的精准治疗能够直接杀灭肿瘤

细胞，抑制肿瘤的生长和转移，而中医则通过调节免疫

功能、减轻毒副作用等手段，为西医治疗提供有力的支

持。此外，中西医结合治疗还能够减轻中晚期肿瘤患者

的心理负担，提高患者的心理适应能力和生活质量。中

医通过心理疏导、情志调节等方法，帮助患者树立战胜

疾病的信心，积极面对治疗过程中的困难和挑战。

结束语

综上所述，中西医结合治疗肿瘤展现出了独特的优

势和广阔的应用前景。通过中医的整体调理和西医的精

准治疗，两者相辅相成，形成了优势互补，不仅提高了

治疗效果，还有效减轻了患者的毒副作用，改善了生活

质量。未来，随着医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跨学科合作的

深入，中西医结合治疗肿瘤将会更加完善，为更多患者

带来希望和康复的曙光。我们应继续深化这一领域的研

究，为肿瘤治疗事业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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