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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粤遭泽贼则葬糟贼页 Pulmonary nodules belong to the category of "masses in the lung" "amassment and accumulation" in Chinese
medicine. The pathogenesis is qi and phlegm stagnation in lung collaterals. Based on the understanding of pulmonary nodules in TCM,
the paper explores the physiological and pathological relationships between toxin and lung collaterals. It is believed that "nodules-cancer
transformation" is a process of constant accumulation and dynamic change, and it is also the process of transformation from
pathological changes of qi collaterals to pathological changes of blood collaterals. "Nodules-cancer transformation" starts with qi
stagnation of lung collaterals; then the phlegm, dampness, and stasis accumulate in lung collaterals; and masses in the lung finally
form, entering blood collaterals over time, generating cancer toxin, which cement each other, obstructing and damaging collaterals.
Among them, the accumulation of pathogenic qi is the premise of endogenic toxin; toxin is the starting factor; toxic damage is
the key; "toxin damages lung collaterals" is the pathological state of "nodules-cancer transformation"; "qi and phlegm stagnation
intermingle, generating cancer poison" is the core pathogenesis of "nodules-cancer transformation". In treatment, "nodules-cancer
transformation" should be prevented before it arises, that is to keep both body and mind well to prevent pulmonary nodu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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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forming; it should be prevented from transmission after its onset, that is to remove toxins and unblock collaterals by
transforming phlegm, drying dampness, and transforming stasis to prevent pulmonary nodules from transmitting. In conclude, the
paper provides new ideas for th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pulmonary nodules and effectively delaying or even obstructing
"nodules-cancer transformation" of lung with Chinese medicine.

也运藻赠憎燥则凿泽页 pulmonary nodules; masses in the lung; qi and phlegm stasis; "toxin damaging lung collaterals"; "nodules-
cancer transformation"; toxin; lung collaterals

肺结节的诊断以影像学检查为主袁 即影像学中

直径臆3 cm 的局灶性尧类圆形尧密度增高的实性或

亚实性肺部阴影遥 随着低剂量螺旋 CT 的普及袁肺结

节检出率在逐年上升袁一项研究表明袁9 776 名健康

人员中肺结节检出率高达 79.81豫[1]遥 现代医学对早

期肺结节尚缺乏有效干预手段袁主要以定期随访为

主袁必要时手术切除遥而中医学认为肺结节发生发展

具有一定的差异性袁因体质尧环境尧生活方式等影响

因素不同袁一部分人可能会演变为肺癌袁另一部分

人可能很长时间结节不会发生变化袁甚至会缩小遥
研究数据显示袁我国高危人群早期肺癌筛查发现肺

结节袁检出率高达 22.9%[2]遥 在肺结节随访空窗期充

分发挥中医药的作用能够达到控制肺结节发展尧降
低肺结节危险程度尧抑制结癌转化目的遥本文基于中

医基础理论袁探讨毒邪与肺络之间的关系袁阐述肺

结节向肺癌发展的病机演变规律袁为防治肺结节袁
有效延缓甚至阻断肺野结癌转化冶提供新思路遥
1 肺结节的中医认识

中医学古籍中并无肺结节病名的记载袁 根据临

床表现袁多将肺结节归属于野肺积冶野积聚冶等范畴[3]遥
肺结节最早可追溯至叶难经窑五十四难曳院野肺之积袁名
曰息贲遥 冶叶说文解字曳云院野积者袁聚也遥 冶肺积即肺脏

中有形病理产物的聚集尧留滞遥 叶金匮要略窑五脏风

寒积聚病脉证并治第十一曳云院野积者袁脏病也袁终不

移遥 冶说明积证为脏病袁具有固定不移的特点遥 叶儒门

事亲窑五积六聚治同郁断曳云院野积之成也袁或因暴怒

喜悲思恐之气袁或伤酸苦甘辛咸之食袁或停温凉热寒

之饮袁或受风暑燥寒火湿之邪遥 冶指出积证的病因为

六淫尧七情尧饮食三个方面遥 刘言等[4]尧陈亚玲等[5]认
为肺积的病因还与吸烟尧大气污染尧体质尧肺有宿疾

等因素有关遥叶医学入门窑积聚门曳云院野气不能作块成

聚袁块乃痰与食积尧死血有形之物袁而成积聚痨瘕

也遥 冶叶杂病源流犀烛窑积聚癥瘕痃癖痞源流曳云院野邪
积胸中袁阻塞气道袁气不宣通袁为痰为食为血袁皆邪

正相搏袁邪既胜袁正不得制之袁遂结成形而有块遥冶指

出有形积滞结块由痰尧食尧瘀聚集而成遥
基于以上认识袁肺积常因六淫尧七情尧饮食尧吸

烟尧环境污染等因素导致肺脏积聚出有形结块袁与痰

瘀等关系密切袁具有固定不移的特点袁与现代影像学

发现肺部有形结节病灶相似[6]遥
2 野毒损肺络冶理论述要

毒邪泛指一切损害机体结构和功能的致病因

素袁最早见于叶素问窑刺法论曳院野不相染者袁正气存内袁
邪不可干袁避其毒气遥冶叶素问窑五常政大论曳云院野夫毒

者袁皆五行标盛暴烈之气所为也遥 冶叶金匮要略心典窑
百合狐惑阴阳毒病脉证治曳云院野毒袁邪气蕴蓄不解之

谓遥冶毒可概括为两方面内容院一者邪之盛谓之毒袁二
者邪之蕴结日久谓之毒遥 毒邪可分为外毒尧内毒院外
毒包括外感六淫尧疫疠和特殊的致病物质渊如梅毒尧
水毒尧虫毒尧蛊毒等冤曰内毒是指脏腑经络失和袁气血

运化失司袁痰尧湿尧瘀等病理产物蓄积不解袁日久损害

脏腑组织而生之毒[7]遥
络脉布散于肺者袁谓之肺络遥 叶素问窑皮病论曳记

载院野邪客于皮则腠理开袁开则邪入于络脉曰络脉满袁
则入于经脉曰经脉满则入舍于脏腑也遥冶由此可见袁在
生理上络脉运行气血尧濡养脏腑袁病理上则是邪气入

侵和传变的道路遥 肺络根据其功能可分为运行经气

的气络和运行血液的血络袁气络与肺主气尧司呼吸密

切相关袁具有温养全身尧防御外邪尧调节腠理等生理

功能袁与现代医学的气管尧支气管尧肺内终末细支气

管以下分支相似曰血络与肺朝百脉尧通调水道密切相

关袁具有濡养全身尧输布津液等生理功能袁与现代医

学的肺系血管尧小血管尧微血管网络密切相关[8-9]遥
肺络是肺脏功能得以发挥的结构基础[10]袁若气

血尧津液运行输布正常袁络脉通畅则肺络功能正常遥
由于络脉结构细小袁呈网状分布袁气血运行相对缓

慢袁邪气易入难出袁故具有易滞易瘀尧易积成形尧易入

难出尧蓄积日久的特点遥 一旦邪气侵入肺络袁初觉不

显袁邪气伏藏袁阻滞气血津液的运行袁日久邪甚蕴结

成毒袁毒邪致病力强袁具有依附性尧顽固性尧损络性等

特点[11]袁易与痰尧瘀尧湿等相互缠绵袁从而损伤肺络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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败坏形质袁络脉瘀滞遥
3 肺野结癌转化冶的核心病机要要要野气郁痰瘀

互结袁酿生癌毒冶

野结癌转化冶这一过程初起多以气郁为先袁久郁

生痰袁痰留为瘀袁痰瘀胶结袁郁积不化袁发为肺结节袁
病久入血络袁酿生癌毒袁损伤肺络袁败坏形质袁络脉瘀

滞遥 由此可见袁肺结节向肺癌转化的核心病机在于

野气郁痰瘀互结袁酿生癌毒冶袁病理状态为野毒损肺

络冶袁邪气蓄积是癌毒内生的前提袁癌毒是肺结节向

肺癌发展的始动因素袁又是疾病发生发展的病理基

础袁肺络是其病位袁毒损是关键环节遥 早期肺结节得

以发现主要依赖于现代医学先进的诊疗技术袁叶素
问窑汤液醪醴论曳云院野夫病之始生也袁极微极精遥 冶此
时发病隐匿袁病位在气络袁属气络病变袁常无明显症

状袁或见咳嗽尧胸闷等气道不通的症状[6袁10]遥现代医学

认为袁结节癌变的重要影像学特征是结节周围组织

滋生大量血管袁为癌变结节的生长提供物质基础袁而
滋生的血管与肺血络相似袁病位在血络袁属于血络病

变袁常伴有痰中带血尧咯血尧胸痛等络损络瘀的症状遥
结合现代医学袁可以将野结癌转化冶视为气络病变转

化为血络病变袁与吴以岭院士提出的野肺络病变常始

于气络病变袁逐渐发展至血络病变冶不谋而合[6]遥 基

于中医基础理论袁本团队从野毒损肺络冶角度袁将野结
癌转化冶分为两个阶段进行阐述袁揭示野结癌转化冶的
病机演变规律遥
3.1 气络病变要要要气郁痰瘀袁蓄积肺络袁结而成形

肺为主气之脏袁主一身之气的生成和运行袁叶四
圣心源窑气血原本曳云院野气统于肺袁凡脏腑经络之气袁
皆肺气之所宣布也遥 冶或外邪初中袁以风邪为主袁从
口鼻尧皮毛内传于肺袁肺脏宣降功能失司遥 野肝从左

而升袁肺从右而降袁升降得宜袁则气机舒展遥 冶渊叶临证

指南医案窑咳嗽曳冤若情志不畅袁肝气郁结袁则肝不得

升袁肺不得降袁肺脏气机失调曰野其寒饮食入胃袁从肺

脉上至于肺遥冶渊叶素问窑咳论曳冤肺与胃在经络上相连袁
若饮食失宜袁脾胃气机升降失司袁进而影响肺脏宣降

功能曰肺属金袁肾属水袁野肾上连肺袁故将两脏遥 冶渊叶灵
枢窑本输曳冤肺与肾不仅为母子之脏袁同时也通过经络

相连发挥生理功能遥 若先天禀赋不足袁肾水亏虚袁则
肺金化生不足袁肺脏失于濡养袁宣降功能失司遥 由此

可见袁外感六淫尧情志内伤尧饮食失宜尧先天禀赋不足

等因素均能影响肺脏气机失调袁从而导致肺络气滞袁
正所谓野百病皆生于气冶遥气停则津液聚集而为痰湿袁

血行受阻则成瘀血袁血不利则为水遥 痰湿尧瘀血等病

理产物相互影响袁相互胶结袁蓄积肺络遥 由于肺络结

构狭小而细袁痰尧瘀尧湿胶着难解袁野此亦有故邪留而

未发冶渊叶灵枢窑贼风曳冤袁深伏肺络袁不得清除袁则野痰挟

瘀血袁遂成窠囊冶渊叶丹溪心法窑痰曳冤遥形成实性结节组

织袁发为肺积遥 此阶段肺结节患者野初觉不显冶袁一般

无明显临床症状袁 在肺部 CT 上可发现微小尧 类圆

形尧密度增高尧边界清楚的实性病灶遥
3.2 血络病变要要要酿生癌毒袁损伤肺络袁肺络瘀滞

结癌转化是一个不断蓄积尧动态变化的过程遥
叶临证指南医案窑胃脘痛曳云院野初病在经袁久病入络袁
经主气袁络主血遥 冶肺积日久袁入于血分袁肺络中痰尧
湿尧瘀等病理产物大量滋生蓄积袁野亢则害袁承乃制冶遥
超出人体正常承受范围袁酿生癌毒袁损伤肺络和周围

组织袁癌毒与湿尧痰尧瘀等附着阻于肺络袁形成癌瘤袁
使结节转癌袁野癌瘤者袁非阴阳正气所结肿袁乃五脏瘀

血浊气痰滞而成冶渊叶疡科心得集窑辨瘰瘿瘤论曳冤遥 湿

毒尧痰毒尧瘀毒等病理产物相互滋助袁相互胶结袁积聚

而不散袁使癌瘤日益增大袁并加重肺络损伤与瘀滞遥
随着周围血管的大量新生袁 癌毒夺取周围组织的精

微物质以充养自身袁同时也会加重络损络瘀尧增大癌

瘤遥 叶灵枢窑营卫生会曳云院野阴阳相贯袁如环无端遥 冶癌
毒可循脉流注全身袁进一步扩散或转移至其他组织

或脏腑袁导致癌症转移遥 肺结节患者早期常无明显

临床症状袁但病情发展到一定程度袁癌毒内生袁野发
而始显冶袁易耗气动血袁从而出现干咳尧痰中带血尧咯
血尧胸痛尧发热等症状袁在肺部 CT 中表现为结节增

大袁并出现磨玻璃影尧毛刺征尧分叶状等特征遥
4 基于野毒损肺络冶防治肺野结癌转化冶

4.1 形神相俱则结无以成

在肺结节尚未出现之前袁应积极消除致病因素袁
以达到野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冶目的遥 一是野虚邪贼

风袁避之有时冶遥针对自然四时气候变化袁采取一系列

措施袁如增减衣物袁避免外邪侵袭曰此外袁大气污染已

成为我国重点关注的环境问题袁有研究发现大气污

染物可以增加肺癌发病率和死亡率[12-13]遥 因此袁可以

通过佩戴口罩尧减少外出尧改善室内环境等方式袁减
少暴露于大气污染物的环境中遥二是野食饮有节袁起
居有常袁不妄作劳冶遥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和作息规

律袁保持精气充盈遥 熬夜尧过度劳累尧吸烟尧饮食不节

制等因素都会耗伤人体精气遥 野邪之所凑袁 其气必

虚冶袁人体正气亏虚是肺结节发生的根本原因遥 三是

野恬淡虚无袁真气从之袁精神内守袁病安从来冶袁保持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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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心态遥 有研究表明焦虑尧抑郁等情绪与肺结节

的发生密切相关[14]遥 因此袁调摄情志袁及时处理负性

情绪非常重要袁正所谓气畅则病无以生遥
4.2 解毒通络则结无以传

野结癌转化冶由于过程复杂袁通常进展较为缓慢袁
这为中医药及早干预及防治袁提供了宝贵的时间遥
气郁痰瘀是肺结节的关键病机袁临床上常用逍遥散尧
柴胡疏肝散等方剂袁加以化痰尧祛瘀之药遥 而痰尧湿尧
瘀酝酿成毒袁损络阻络是肺结节进展至肺癌的核心

病机袁结合野络脉以通为用冶的治则[15]袁野结癌转化冶当
确立以抗癌解毒通络为大法袁癌毒具有依附性袁易夹

痰尧湿尧瘀等袁因此袁在抗癌解毒通络的基础上袁分别

佐以消痰解毒尧化湿解毒尧祛瘀解毒遥
癌毒是由痰尧湿尧瘀所酿生袁既是病理产物袁又是

致病因素袁是肺野结癌转化冶过程中的始动因素袁具有

损络阻络的特点遥 治疗上应治病求本袁肺癌患者常

伴有肺脾气虚尧气阴两虚袁针对疾病之本袁临床常选

用四君子汤尧沙参麦冬汤尧生脉散尧人参养荣汤尧玉屏

风散等方剂袁再加用南方红豆杉尧白花蛇舌草尧半枝

莲尧土贝母尧紫花地丁尧败酱草等抗癌解毒药遥 现代

药理学表明袁南方红豆杉水提物能激活自噬袁抑制肺

腺癌细胞增殖[16]遥 白花蛇舌草能抑制非小细胞肺癌

细胞增殖袁促进凋亡[17]遥 通络药一般选取虫类药袁虫
类药物多具有通达经络尧攻逐走窜等功效袁如蝉蜕尧
地龙尧水蛭尧全蝎尧蜈蚣尧穿山甲等遥 叶医学衷中参西

录窑蜈蚣解曳言虫类药院野凡气血凝聚之处皆能开之遥 冶
由于肺络结构特点袁痰尧湿尧瘀尧毒伏藏于肺络袁非虫

类药所不能剔除袁但需注意其剂量袁可间歇性使用袁
避免损伤肝肾功能遥
4.2.1 运脾宣肺袁消痰解毒 叶证治汇补窑痰证曳云院
野脾为生痰之源袁肺为贮痰之器遥 冶肺脾功能失司袁津
液不化袁水湿内生袁聚湿成痰袁水道不通袁邪无出路袁
留滞肺络袁与癌毒交结袁使野痰毒冶成为推动肺结节生

长变化的重要影响因素遥 痰为阴邪袁遇寒则凝袁得温

则行袁治疗上常用温化的方法袁正如野病痰饮者袁当以

温药和之冶所言袁痰化则毒无以依附而散遥 临床上常

用山慈菇尧猫爪草尧白芥子尧天南星等消痰解毒药袁再
配伍半夏尧陈皮尧白术尧苍术等运脾宣肺之品袁常效如

桴鼓遥 研究发现袁猫爪草总皂苷具有抗肿瘤的作用袁
能抑制自噬活性袁从而促进肺腺癌细胞凋亡[18]遥 此

外袁天南星提取物也能促进肺癌细胞凋亡[19]遥 然而袁
临床上也需注意辨别患者的寒热性质袁从而选取具

体的清热化痰解毒药和温化寒痰解毒药遥

4.2.2 通利小便袁化湿解毒 叶温病条辨窑上焦篇曳言
湿野其性氤氲黏腻冶袁易阻滞肺络气机袁与癌毒胶着难

解袁进而损伤肺络袁故野湿毒冶是病情发展恶化的重要

因素遥 治疗上常用通利小便的方法袁所谓野治湿不治

小便袁非其治也冶袁癌毒随湿从小便而去袁气机方通袁络
脉得畅遥临床上常用苦参尧土茯苓尧藤梨根尧赤小豆等

化湿解毒药遥 现代药理学表明袁苦参提取物氧化苦参

碱能抑制非小细胞肺癌细胞增殖 [20]遥 藤梨根具有

多种抗癌活性成分袁对肿瘤具有一定的预防作用[21]遥
4.2.3 止血通脉袁祛瘀解毒 叶灵枢窑刺节真邪曳云院
野宗气不下袁脉中之血袁凝而留止遥冶肺络气滞袁瘀血乃

成袁瘀血与癌毒相结袁凝滞于肺袁肺络阻塞遥治疗上常

用活血化瘀法袁瘀化则毒无以依附则散袁临床上常

用石见穿尧半枝莲尧三棱尧莪术尧桃仁等祛瘀解毒药遥
研究表明三棱-莪术药对抑制肿瘤新生的机制可能

与抑制新生血管内皮生长因子有关[22]遥 由于肺癌患

者常伴有痰中带血尧咯血等出血倾向袁应注意配伍止

血药遥
5 医案举隅

5.1 肺结节医案

吴某袁男袁45 岁遥
初诊院2022 年 2 月 25 日遥 主诉院发现肺结节 3

个月余遥 现病史院患者 2021 年 12 月因体检发现左肺

部 8 mm伊9 mm 结节遥 胸部 CT院左肺下叶外侧基底

段见可见直径约 8 mm伊9 mm 微小结节影袁未予以

特殊治疗遥现在症院平素精神紧张袁焦虑袁乏力袁咳嗽袁
咳白痰袁时有胸闷不适袁咽部有异物感袁因精神紧张尧
工作压力大加重袁纳差袁寐差袁二便可遥 体格检查院舌
淡红袁边有齿痕袁舌苔白腻袁脉弦袁舌下脉络曲张遥 既

往史院有高血压病史 2年余袁血压最高 160/100 mmHg袁
目前口服硝苯地平控释片 30 mg袁血压控制稳定曰否
认冠心病史曰否认糖尿病史曰否认脑梗死史遥个人史院
有烟酒不良嗜好袁吸烟 10 余年袁每日约半包袁目前戒

烟 1 年曰饮酒史 5 年余袁饮白酒约 4 次/周袁约 100 g/
次遥家族史院无家族遗传病史遥西医诊断院肺结节曰高
血压病 2 级渊中危冤遥 中医诊断院积聚袁风眩遥 中医证

型院肝郁脾虚尧痰瘀互结遥 治以疏肝解郁尧健脾化痰尧
祛瘀散结遥方用逍遥散合六君子汤加减院柴胡 10 g袁
炒白芍10 g袁当归 10 g袁茯苓 30 g袁薏苡仁 20 g袁麸
炒白术 15 g袁党参 20 g袁陈皮 20 g袁制香附 10 g袁
法半夏 10 g袁浙贝母 20 g袁猫爪草 20 g袁莪术 10 g袁
三七渊冲服冤10 g袁姜厚朴 20 g袁紫苏叶 10 g袁炒酸枣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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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g袁炙甘草 6 g遥 14 剂袁每日 1 剂袁水煎煮袁早晚分

服遥嘱咐患者保持心情舒畅袁注意休息袁少食肥甘厚

腻尧煎炸生冷袁戒烟戒酒袁适当运动遥
二诊院2022 年 3 月 11 日遥 患者仍精神紧张尧焦

虑尧咽部有异物感袁乏力减轻袁咳嗽尧咳痰尧胸闷好转袁
纳差改善袁寐可袁二便可遥 舌淡红袁舌边有齿痕袁舌苔

白腻袁脉弦袁舌下脉络曲张遥 初诊方去酸枣仁袁加佛

手 10 g遥 14 剂袁煎服法尧医嘱同前遥
三诊院2022 年 3 月 25 日遥 患者精神紧张尧焦虑尧

咽部有异物感好转袁时有乏力尧咳嗽袁无咳痰尧胸闷袁
纳可袁寐可袁二便可遥 舌淡红袁舌边有齿痕袁舌苔白微

腻袁脉弦遥 守方继续服用遥 14 剂袁煎服法尧医嘱同前遥
四诊院2022 年 4 月 8 日遥 患者精神紧张尧焦虑尧

咽部有异物感较前减轻袁偶有乏力尧咳嗽袁纳寐可袁
二便可遥 舌淡红袁舌边有齿痕袁舌苔薄白袁脉略弦遥 三

诊方处方如前遥 守方继续服用遥 28 剂袁煎服法尧医嘱

同前遥
2022 年 5 月 8 日电话随访袁患者自诉精神紧

张尧焦虑尧咽部有异物感等症状明显好转袁余无明显

不适遥复查胸部 CT院左肺下叶外侧基底段较前缩小袁
直径约为 7 mm伊8 mm遥 嘱患者继续戒烟戒酒袁保持

心情愉悦袁注意休息袁均衡饮食袁适当运动袁并定期复

查胸部 CT袁动态监测肺结节变化遥
按院患者为中年男性袁以体检发现肺结节 3 个月

余为主诉就诊遥 四诊合参袁结合患者目前临床症状袁
辨证为肝郁脾虚尧痰瘀互结证袁治以疏肝解郁尧健脾

化痰尧祛瘀散结遥 初诊方中柴胡尧香附疏肝解郁曰当
归尧炒白芍养血和血曰茯苓尧薏苡仁尧麸炒白术健脾祛

湿曰党参健脾益气曰陈皮尧法半夏理气燥湿化痰曰浙贝

母尧猫爪草散结化痰曰莪术尧三七破血逐瘀曰厚朴行气

散结曰紫苏叶理肺疏肝曰酸枣仁养肝安神曰炙甘草调

和诸药遥 二诊袁患者乏力尧咳嗽尧咳痰尧胸闷尧纳差尧寐
差缓解袁但感精神紧张尧焦虑尧咽部异物感袁去酸枣

仁袁加用佛手疏肝行气尧燥湿化痰遥 三诊尧四诊时袁患
者诸症好转袁效不更方袁守二诊方继续治疗遥 在口服

药物基础上袁辅助采用情志尧饮食尧运动等长期调理

方案袁方能事半功倍尧效如桴鼓遥纵观整个治疗过程袁
应以气郁痰瘀这一病机为主袁并注重肺尧肝尧脾等脏

腑的功能袁消除导致肺结节形成和发展的病理因素袁
可以一定程度上防止肺结节向肺癌转化遥
5.2 肺癌医案

李某袁男袁78 岁遥
初诊院2021 年 5 月 3 日遥 主诉院咳嗽尧咳痰 2 个

月余袁伴痰中带血 2 周遥 现病史院患者 2021 年 3 月

无明显诱因出现咳嗽尧咳痰尧胸闷尧全身乏力袁服用感

冒药尧止咳药未见明显缓解袁呈进行性加重遥 2 周前

出现痰中带血袁于当地医院就诊袁肺部 CT 提示肺部

占位性病变遥 遂至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

济医院完善其他相关检查袁确诊为右下肺腺癌袁嘱患

者行右肺下叶切除术袁患者及家属认为患者年龄大袁
拒绝手术治疗遥患者现寻求中医保守治疗袁来我院门

诊就诊遥现在症院咳嗽袁咳黄黏痰袁痰中带血袁气短袁喘
息袁动则尤甚袁口干袁全身乏力袁胸闷袁偶有隐痛袁纳
差袁寐可袁小便黄袁大便干结袁2~3 d/次遥体格检查院形
体消瘦渊近 2 个月体质量下降 6 kg 左右冤袁面部色

暗袁舌暗红袁舌边有齿痕袁舌尖处有细裂纹袁舌苔黄

腻袁舌下脉络曲张尧色紫暗袁脉沉数无力遥 既往史院患
者有高血压病史 20 余年袁2 型糖尿病 10 年余遥 西医

诊断院肺癌曰高血压曰糖尿病遥 中医诊断院肺积曰风眩曰
消渴遥 中医证型院肺脾气虚尧热毒痰瘀互结证遥 治

法院补肺脾气尧清热解毒尧化痰祛瘀通络遥 方用二陈

汤合四君子汤加减院炙黄芪 30 g袁党参 30 g袁麸炒白

术 15 g袁茯苓 30 g袁麦冬 30 g袁白花蛇舌草 30 g袁半
枝莲 30 g袁鱼腥草 30 g袁地龙 10 g袁蜈蚣 6 g袁瓜蒌皮

20 g袁黄芩 15 g袁苦杏仁 10 g袁桔梗 10 g袁浙贝母 30 g袁
猫爪草 30 g袁法半夏 10 g袁陈皮 20 g袁三棱 10 g袁莪
术 10 g袁炙甘草 6 g遥 14 剂袁每日 1 剂袁水煎服袁早晚

分服遥 嘱咐家属使患者心情舒畅袁并嘱咐患者清淡

饮食袁戒烟戒酒袁适当运动遥
二诊院2021 年 5 月 17 日遥 咳嗽尧咳黄痰稍减少袁

乏力减轻袁口干明显缓解袁仍胸闷尧气短尧喘息袁偶有

痰中带血袁纳差袁小便稍黄袁大便每日一行袁舌暗稍

红袁边有齿痕袁舌尖处有细裂纹袁舌苔略黄腻袁舌下脉

络曲张尧色紫暗袁脉沉略数少力遥 初诊方白花蛇舌草

改为 20 g袁半枝莲改为 20 g袁鱼腥草改为 20 g袁瓜
蒌皮改为 10 g袁黄芩改为 10 g袁加用薤白 10 g遥 14
剂袁煎服法尧医嘱同前遥

三诊院2021 年 5 月 31 日遥 咳嗽尧咳黄痰减少袁无
口干袁乏力尧胸闷尧气短尧喘息尧纳差较前缓解袁偶有痰

中带血袁二便可袁舌稍暗袁舌边有齿痕袁舌尖处有细裂

纹袁舌苔略腻袁舌下脉络稍曲张袁色暗红袁脉沉少力遥
二诊方去半枝莲尧黄芩尧蜈蚣袁三棱与莪术改为 6 g遥
28 剂袁煎服法尧医嘱同前渊患者要求将复诊时间调至

1 个月冤遥
四诊院2021 年 6 月 28 日遥 诸症较前明显缓解袁

舌稍暗袁舌边齿痕袁舌尖处有细裂纹袁舌苔白袁舌下脉

络稍曲张袁色红袁脉沉遥 三诊方去薤白袁地龙改为6 g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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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花蛇舌草改为 15 g袁鱼腥草改为 15 g袁浙贝母改

为 20 g袁猫爪草改为 20 g遥 28 剂袁煎服法尧医嘱同前遥
按院患者为老年男性袁明确诊断为右下肺腺癌袁

因年龄太大袁前来寻求中医保守治疗袁四诊合参袁结
合临床症状辨证为肺脾气虚尧热毒痰瘀互结证遥 治

以补肺脾气尧清热解毒尧化痰祛瘀通络遥 方用二陈汤

合四君子汤加减遥 方中黄芪尧党参尧白术尧茯苓补气

健脾益肺袁顾护正气袁补益气血曰麦冬清肺养阴曰白花

蛇舌草尧半枝莲尧鱼腥草清热解毒尧消肿散结曰浙贝

母尧黄芩尧瓜蒌皮清热化痰曰猫爪草解毒散结曰以蜈

蚣尧地龙等虫类药攻逐走窜袁通络解毒袁直达病所曰苦
杏仁尧桔梗升降并举袁一升一降袁顺应肺之生理特性曰
此外袁桔梗还有引药上行尧培土生金之意曰法半夏尧陈
皮理气燥湿化痰曰三棱尧莪术破血行气曰炙甘草调和

诸药遥二诊袁患者热毒已去大半袁故清热解毒药减量袁
加薤白宽胸行气遥 三诊袁去半枝莲尧黄芩等寒凉药袁
恐大剂量寒凉药损伤阳气曰去蜈蚣袁考虑蜈蚣毒性较

大袁不宜长时间使用曰三棱尧莪术减量袁活血太过袁耗
伤正气袁易导致患者出血遥四诊袁患者诸症明显缓解袁
故去薤白袁地龙尧白花蛇舌草尧鱼腥草尧浙贝母等寒凉

药减量遥 在口服药物基础上袁辅助采用情志尧饮食尧运
动等长期调理方案袁使患者受益最大化袁方能事半功

倍袁提高疗效遥 纵观整个治疗过程袁攻补兼施袁初诊

时重剂攻邪药袁直驱热毒痰瘀袁热毒痰瘀消减后灵活

调整剂量袁使得攻补有度袁并嘱以情志尧饮食尧运动等

辅助疗法袁事半功倍袁使患者病情平稳控制遥
6 结语

基于中医学对于肺结节的认识袁阐述野毒损肺

络冶的理论内涵袁探讨野结癌转化冶的病机演变规律袁
揭示了野毒邪-肺络冶与肺野结癌转化冶的内在联系遥
本团队认为野结癌转化冶是气郁尧痰尧湿尧瘀尧癌毒不断

蓄积尧动态变化的过程袁是由气络病变逐渐向血络病

变转化的过程遥 肺络气滞是本病的初始环节袁野毒损

肺络冶是肺结节向肺癌发展的必经阶段遥 治疗上应

该重视野治未病冶的运用袁首先袁致力于消除各种致病

因素袁防止结节的生成曰其次袁抓准病机袁防止野结癌

转化冶遥 临床上袁充分发挥中医药辨证论治尧整体观

念的特色与优势袁以抗癌解毒通络为大法袁分别佐以

消痰解毒尧化湿解毒尧祛瘀解毒袁能有效延缓甚至阻

断肺野结癌转化冶的发生发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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