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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以毒攻毒法”辨治恶性肿瘤的体会
● 阳国彬　 刘玉芳

　 　 摘　 要　 从癌毒辨治恶性肿瘤，探讨“以毒攻毒法”组方经验和临床用药特点：严格掌握炮制方法
及配伍规律，减低药物毒性；适可而止，中病即止；顾护脾胃，畅通化源。

　 　 关键词　 肿瘤　 以毒攻毒　 治疗方法

　 　 “以毒攻毒法”是指运用有
毒药物治疗以“毒邪”为主要矛

盾的一种治疗方法，是恶性肿瘤

临床常用的治疗方法之一。肿

瘤之所成，不外乎痰、毒、瘀、虚，

不论是由于痰凝湿聚、热毒内

蕴，还是由于气滞血瘀，或正气

虚亏，久之均能瘀积成毒，毒结

体内而成“癌毒”是恶性肿瘤形

成的重要原因［１］。由于肿瘤的

形成过程缓慢，痰、毒、瘀等毒邪

深居体内，非攻不克，常规中药

难以奏效，故临床常辨证选用有

毒之中药，借其峻猛之性以达到

攻克癌毒的目的，即恶性肿瘤治

疗中常用的“以毒攻毒法”。笔

者经过多年的临床实践和研究，

认为“癌毒”是恶性肿瘤发生、发

展过程中的主要矛盾，所以临床

上常以此为着眼点，运用“以毒

攻毒法”治疗恶性肿瘤，常常能

收到显著的效果。现将个人运

用“以毒攻毒法”治疗恶性肿瘤

的 心 得 体 会 列 举 如 下，以 飨

同道。

１　 “以毒攻毒法”的常用
药物及临床应用指征

　 　 常用的以毒攻毒中药有：生半
夏、生南星、猫爪草、乌头、斑蝥、露

蜂房、雄黄、全蝎、水蛭、蜈蚣、蟾

蜍、土鳖虫、壁虎、常山、马钱子、巴

豆、干漆、硇砂、砒石、轻粉、急性

子、黄药子、火硝、狼毒、鸦胆子等。

以上很多经现代工艺已提取加工

制成中药注射液，如以斑蝥为主制

成的艾迪注射液治疗肝癌、肺癌、

直肠癌等恶性肿瘤；以蟾蜍为主制

成的华蟾素注射液治疗肝癌、肺癌

等多种恶性肿瘤；以鸦胆子提取的

鸦胆子油为主的鸦胆子油乳注射

液治疗肺癌、消化系统恶性肿瘤；

以干漆为主制成的回生口服液治

疗肝癌、肺癌。有临床医生以白

砒、明矾、雄黄、没药等中药制成的

三晶饼锥切用于宫颈癌的治疗；以

硝石、白矾、干漆等组方为主的平

消胶囊治疗消化系统等多种恶性

肿瘤；以白矾、青矾、水银、牙硝、食

盐等药物组成的五虎丹治疗阴茎

鳞癌；以生半夏、生南星、猫爪草、

黄药子等中药为主治疗恶性淋巴

瘤。现代药理研究表明，这些有毒

中药能干扰癌细胞 ＤＮＡ 的合成，
从而有效抑制癌细胞的生长。

笔者认为，只要体内有癌毒，

无论肿瘤出于早期、中期或晚期，

皆可使用“以毒攻毒”方药。如肿

瘤患者年龄大，体质较差，药物用

量宜轻；若肿瘤患者体质壮实，肿

瘤发展快，恶性程度高，则药物用

量宜大。

２　 应用“以毒攻毒”方药
的注意事项

２． １　 严格掌握炮制方法及配伍规
律，减低药物毒性 　 首先，有些有
毒中药，其毒性成分本身就是有效

成分，对于这一类中药，临床可根

据其所含成分的性质，选择适当的

炮制方法以减低其毒性。比如中

药马钱子具有消肿止痛的功效，常

用于治疗癌症疼痛，其主要成分士

的宁毒性极大，成人口服 ５ ～ １０ｍｇ
就会出现中毒症状，因此在马钱子

炮制时可采用油炸或砂烫的方法，

破坏其中部分毒性成分［２］；中药巴

豆具有破散结、化痰逐水的功

效，常用于治疗癌症积聚水肿，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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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豆有大毒，其巴豆油口服 ２０ 滴
可致人死亡，因此巴豆在炮制时可

以通过压榨去油制霜的办法，除去

其中大量油质，以降低其毒性。其

次，对于药物毒性成分与有效成分

无明显关系的中药，在炮制时应尽

量降低或除去其毒性成分，保留有

效成分。比如生川乌所含的乌头

碱是毒性极强的双酯型生物碱，经

加热水解的炮制处理后，生成了几

乎无毒性的生物碱乌头胺；附子的

炮制则可以采用卤水或矾水长时

间泡漂，使有毒成分乌头碱随水漂

流除去。再次，临床应用有毒中药

时，还可通过合理的配伍以达到减

轻或消除其毒副作用的目的。如

张仲景在运用附子时，常与干姜、

炙甘草、生姜等药物配伍应用。现

代药理研究证明，炙甘草、干姜、生

姜均可影响附子乌头碱的含量而

大大降低其毒性。有学者对乌头

配甘草的水煎液进行了定量、定性

分析，结果显示，乌头配甘草同煎

与乌头单煎比较，同煎时乌头碱的

溶出率比单煎时乌头碱溶出率降

低了 ２２％，说明甘草能有效解乌
头毒。临床研究证实，复方马钱子

汤中对马钱子起减毒作用的主要

成分是甘草；全蝎有抗肿瘤的作

用，其抗肿瘤作用是由蝎毒产生

的，临床应用全蝎时，可配伍玄明

粉内服，可以促进全蝎毒素的排

出，防止全蝎毒素在体内聚集，从

而降低全蝎的毒性［３］。

２． ２　 适可而止，中病即止　 “以毒
攻毒”中药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有

效剂量和中毒剂量非常接近，因此

临床应用以毒攻毒中药治疗恶性

肿瘤时须慎重把握，严格掌握其有

效剂量，一般应用有毒中药应从小

剂量开始，并密切观察病人服药后

的反应，在临床观察中如无明显不

适，则可逐渐增加用量，且不要超

过极量，适可而止，并配合补益类

中药以扶正。“以毒攻毒法”属中

医的“冲击疗法”，不可过量使用，

也不可长期使用。临床医生当切

记《内经》“大毒治病，十去其六”

和“衰其大半而止，过者死”之明

训。疗程应中病即止，以免造成累

积性中毒。因此，临床一旦发现疾

病毒势已败，即不可再使用“以毒

攻毒法”，宜转用他法善后。

２． ３　 顾护脾胃，畅通化源 　 脾胃
功能的健旺与否与肿瘤患者的预

后密切相关。脾胃是后天之本、气

血生化之源，故古人有云“有胃气

则生，无胃气则死”。由于抗癌祛

毒药，药性多力大性猛。抗肿瘤常

常应用的复法大方，药味较多。在

运用时必须注意对患者脾胃功能

的保护［４］，防止抗癌中药损伤脾

胃。在临床应用时，一方面可于抗

癌方中配以陈皮、神曲、炒谷芽、炒

麦芽、砂仁、山楂等和胃消食之品；

另一方面，在遣药组方上，也应时

时注意患者的脾胃运化情况，时刻

存“顾护脾胃，畅通化源”之念于心

中。如中药鳖甲为临床常用的抗

癌祛毒药，有软坚散结的功效，但

对中焦湿邪较重、舌苔厚腻的患

者，则应“忍痛割爱”，以避其壅；如

干蟾皮、急性子等抗癌中药，对食

道癌、胃癌多种消化道恶性肿瘤均

有效，但部分病人用药后常出现呕

吐症状，因此临床使用时宜从小剂

量开始，并注意观察病人药后的反

应，若无明显的恶心呕吐等消化道

症状，则可以逐渐加量，而若有胃

脘不适症状，则弃而不用，以免伤

正败胃。

３　 典型病例
案 １ 　 田某某，男，６９ 岁。患

者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起出现咳嗽、咯
痰不爽，痰中带血，时有发热。伴

胸闷气短，口干，大便干结，３ ～ ４
日一行，舌质红，苔黄，脉弦滑。胸

部 ＣＴ示右上肺癌，经皮肺穿刺活
检为鳞癌。中医诊断为肺积，辨证

为肺郁痰热型。治以抗癌解毒，宣

肺理气，化瘀除痰。方用虎七散合

千金苇茎汤加味。虎七散药用：壁

虎 ３０ 条焙干研细末，三七粉 ５０ｇ
拌匀，装胶囊，空腹每次 ３ｇ，１ 日 ３
次，开水送下。汤剂基本方组成：

苇茎 ３０ｇ，桃仁 １０ｇ，生薏苡仁、冬
瓜仁、浙贝母、云苓、蚤休、半枝莲、

党参各 ２０ｇ，全蝎 １０ｇ，水蛭 １０ｇ，白
术 １５ｇ。依上方随症加减，追踪治
疗二年余。现患者精神体力好，胃

纳佳，二便自调，六脉平和。

案 ２ 　 余某，女，６３ 岁。２００９
年 ７ 月以“右颈部肿块疼痛 ２ 月
余”收入院。入院后诊断为恶性淋

巴瘤。中医诊断为瘰疬，辨证属痰

火毒互结，治以抗癌清热解毒、化

痰散结为法。药用：射干 １０ｇ，马勃
１０ｇ，马鞭草 ３０ｇ，重楼 ３０ｇ，冰片
９ｇ，川贝 １０ｇ，桔梗 １２ｇ，蜈蚣 ４ 条，
全虫 １２ｇ。依上方随症加减，调治
半年余临床症状基本消失，颈部肿

块消失，病人至今健在。

从以上二例可以看出，临床只

要辨证准确，合理运用“以毒攻毒

法”治疗恶性肿瘤，均取得解毒排

毒的目的。

４　 体会
“以毒攻毒法”是肿瘤临床中

重要的治疗方法之一，尤其是在面

对肿瘤顽疾痼疾，应用常规治疗方

法难以奏效时更有其积极的临床

意义。对有毒中药的现代药理实

验研究，应成为更加准确使用“以

毒攻毒法”治疗恶性肿瘤的重要依

据，作为肿瘤临床医生，如果只局

限于这些中药所含的有毒成分，可

能导致脏器功能的损伤而畏首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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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踟蹰不前，视这些中药为鸩毒，

一叶障目，不见泰山，而不敢将现

代科学研究成果用以指导肿瘤临

床实践，进一步规范和完善祖国医

学经典的“以毒攻毒”治法，对现代

药理毒理研究者来说何尝不是一

种辜负，对中医临床工作者来说也

是“因噎废食”。因此，积极将有毒

中药研究的新发现转化为促进“以

毒攻毒”治法的临床应用，既是一

个思维方法问题，也是一个经验总

结问题。因为要实现这种转化，临

床医生必须首先对“以毒攻毒”这

一中医治疗方法有深刻的体会。

我们在临床工作中，只要根据肿瘤

患者各自的特点，仔细斟酌，准确

辨证，合理选择使用，密切观察用

药后的反应，就能趋利避害，使有

毒中药在恶性肿瘤的治疗中发挥

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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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萝卜结缘的名人
萝卜味甜、脆嫩、汁多，“熟食甘似芋，生荐脆如梨”，其效用不亚于人参，故有“十月萝卜赛人参”之说。它具有消积

滞、化痰清热、下气宽中、解毒等功效，主治食积胀满、痰嗽失音、吐血等症。古往今来，有不少名人也都与萝卜结缘。

据传，１３００ 多年以前，武则天称帝时，华夏很少战争，加之她娴熟政治，治国有方，天下太平，常有“麦生三头，谷长双

穗”之说。一年秋天，洛阳东关菜地长出一颗特大萝卜，大约三尺，上青下白，农民视为奇物，把它进贡宫廷。女皇见了，

圣心大悦，传旨厨师做菜。厨师深知，用萝卜做不出什么好菜，慑于女皇威严，只得从命。厨师们苦思一番，使出百般技

艺，对萝卜进行了多道精细加工，切成均匀细丝，并配以山珍海味，制成羹汤。女皇一吃，鲜美可口，味道独特，大有燕窝

风味，遂赐名“假燕窝”。从此，王公大臣、皇亲国戚设宴均用萝卜为料，“假燕窝”登上了大雅之堂。

清代慈禧太后是一位奢侈的“美食家”，《御香缥缈录》中有她在遍尝奇珍异味后服食普通的萝卜的记载，书中写道：

“萝卜这样东西，原是没有资格可以混入御膳中来的……后来不知怎样，竟为太后自己想了起来，她就吩咐监管御膳房的

太监去弄些来尝新。”其实，有时离了萝卜是不成席的。

清代著名植物学家吴其浚在《植物名实考》中，极其生动地描绘过北京“心里美”萝卜的特点，说“冬飙撼壁，围炉永

夜，煤焰触窗，口鼻炱黑。忽闻门外有‘萝卜赛梨’者，无论贫富髦雅，奔走购之，唯恐其越街过巷也”。他在北京为官时，

晚上总要出来挑选些萝卜回去，他对“心里美”萝卜的评价是：“琼瑶一片，嚼如冷雪，齿鸣未已，众热俱平。”

艺术大师丰子恺不追求精心制作的名贵菜肴，而对于常见的青菜萝卜、粗茶淡饭之类却饶有兴味。有一次吃萝卜，

他跟子女们讲了萝卜的许多好处：富于营养，且可药用，能防病，并引用一句谚语：“萝卜出了地，郎中没生意。”

苏州有种萝卜经盐渍后叫“春不老”。“春不老”脆嫩香美，淡淡的咸味透出丝丝的甜味和鲜味，是寺僧们用来敬客

佐茶的极佳茶点。当代文学家邓拓当年去苏州灵岩山游览时，寺中的高僧妙真大和尚曾用“春不老”敬客，邓拓品尝后

赞不绝口，若干年后仍不忘记，后来邓拓先生将它写进了著名的《燕山夜话》中。

《红楼梦》里的迎春小姐每日细米白饭，肥鸡大鸭吃腻了，也改吃酱萝卜倒换口味（《红楼梦》第六十一回）。曹雪芹

经历了封建贵族大家庭从繁荣走向衰败的过程，故对萝卜情有独钟，在书中曾数次提到萝卜。

现代医学认为，萝卜含有能诱导人体自身产生干扰素的多种微量元素，可增强机体免疫力，并能抑制癌细胞的生长，

对防癌，抗癌有重要意义。萝卜中的芥子油和膳食纤维可促进胃肠蠕动，有助于体内废物的排出。常吃萝卜可降低血

脂、软化血管、稳定血压，预防冠心病、动脉硬化、胆石症等疾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