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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说
v公元前16世纪殷墟甲骨文中就有了关于“瘤

”字的记载---- “瘤者，又名瘤赘”。
v何以为瘤？----《诸病源候论•瘤候论》云：“
言留结不散，谓之为瘤”；《圣济总录》说：
“瘤之为义，留滞而不去也”

v “癌”最早见于宋代东轩居士所著《卫济宝
书》 



一、概说

v《卫济宝书》癌的描述是这样的： “癌疾初
发，卻无头绪，只是肉热痛，过一七或二七，
忽然紫赤微肿，渐不疼痛，迤逦软熟紫赤色，
只是不破”。似乎象现在的炎症性疾病，和
现在讲的癌情况不太相似。



二、中医对肿瘤病因病机的认识

           肿瘤的发生归结于癌毒致病，正气亏虚。由于
外感四时不正之气，饮食不节，情志因素，先天脏
腑亏虚等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酿成癌毒，侵袭人
体，耗伤脏腑、气血、津液的功能与结构，导致气
滞、血瘀、痰凝、水饮等各种病理因素，胶结于局
部，形成癌肿。这与患者的家族遗传因素、先天缺
陷、免疫功能低下、年老体弱或年幼易感以及化学
毒物、环境污染、个人生活不当、饮酒、抽烟皆密
切相关。 



1. 七情内伤 

v  祖国医学很早就认识到精神因素与癌症的发
生发展的关系,并很重视精神刺激所引起的心

理冲突与疾病发生的关系。七情内伤是指喜、
怒、忧、思、悲、恐、惊7种情志的变化异常,

致使人体气机升降失常,脏腑功能紊乱,与肿瘤

的发生、发展及转归、预后等存在着密切的关
系。 

（一）病因



1. 七情内伤

v根据古代文献,诸如乳岩、噎膈、积聚、骨瘤、
鼓胀、黄疸、肠蕈、咽喉菌等病的发生,均与

情志失调有关。现代亦有学者研究发现忧郁、
焦虑、失望和难以解脱的悲伤等不良情绪常
常是癌瘤发生的前奏,社会心理的紧张刺激会
降低或抑制机体的免疫能力,造成免疫能力低

下而引起癌症。 



1. 七情内伤

v 《素问·通评虚实论篇》就对噎膈的发病有所认识:“
膈塞闭绝,上下不通,则暴忧之病也。” 

v 《谵寮集验方》云:“盖五积者,因怒忧思七情之气,以
伤五腑,遇传克比性,而成病也。” 

v 《丹溪心法》云:“气血冲和,万病不生,一生怫郁,诸
病生焉,故人身诸病多生于郁。” 

v 《医宗金鉴·外科心法要诀》云:“乳岩由肝脾两伤,气

郁凝结而成。” 



1. 七情内伤

v朱丹溪在《格致余论》认为乳岩是由于“若
不得于失，不得于舅姑，忧怒抑郁，朝夕积
累，脾气消沮，肝气横逆”所致。 

v《景岳全书·噎膈》认为“噎膈一证，必以忧
怒思虑，积劳积郁……损伤而成。” 



2. 六淫为患 

v  癌瘤的发生与六淫邪气侵袭有关,六淫是风、寒、暑、
湿、燥、火6种外感病邪的统称。认为凡是人体被外
邪所侵,都能影响脏腑功能,阻碍气血运行,导致气滞血
瘀,痰湿凝聚,积久则可发为肿瘤。外邪导致疾病的发
生,与季节气候、居处环境均有关系,能够从口鼻或肌
肤途径入侵机体,可单独或合并其它因素共同致病。
现代医学所谓的外环境致癌因素,不外乎古人用六淫

邪气或疫疠之气所概括的外来致癌物质。



2. 六淫为患

v 《灵枢·九针论》说:“四时八风之客于经络之中,为瘤
病者也。”指出外邪“八风”停留于经络之中,使瘀
血、痰饮、浊气积于体表而成瘤病。

v 《诸病源候论·恶核候》中指出:“恶核者,是风热毒气
,与血气相搏结成核,生颈边。又遇风寒所折,遂不消
不溃。” 积久不消则成肿瘤。

v 《诸病源候论》云:“积聚者,阴阳不和,脏腑虚弱,受
于风寒,搏于脏腑之气所为也。”

v 《景岳全书》中也认为外感六淫为四时不正之气,侵
袭人体,积久则成病,书中谓“风寒外感之邪,亦能成
积”



3. 饮食劳伤  

v 1）饮食失调      是导致疾病发生或发展的重
要原因之一,故《内经》云:“饮食自倍,肠胃乃
伤。”酒食不节,饥饱失常,损伤脾胃,脾失健
运,不能输布水谷精微,湿浊凝聚成痰,痰阻气
机,血行不畅,脉络壅滞,痰浊与气血相搏结,乃

成癌瘤类疾病。



3. 饮食劳伤

v 2）起居不节     主要是指过劳、过逸致病，

它们可以造成正气的虚弱。



4. 体质内虚  

v正气亏损的原因一是由机体本身的正气不足,
无力抗邪所致;二是邪气对机体的侵害,耗伤了
正气。其实,在发病之初,虽然患者虚候未著,
但已虚在其中;病至中晚期,则气血皆虚,渐显
露恶病质之象。其他如年老体衰、房劳伤肾
及药物的攻伐、手术的损伤等也可致正气亏
损、抗病力减退。一旦正气亏损,无以外卫,则
更易招致外邪的侵袭,正邪相互搏结,则发本病。



4. 体质内虚

v  中医发病学认为,人体一切疾病的发生和发展
,都可以从邪正两方面关系的变化来分析。肿

瘤的发病及演变过程就是正邪双方斗争的过
程,如《内经》云:“正胜则邪退,邪盛则正衰
”,正邪之间的盛衰强弱,决定着疾病的进退

变化。机体的正气在包括肿瘤在内的各种疾
病的发生、发展过程中占据主导地位。



4. 体质内虚

v《内经》指出“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
所凑，其气必虚”。

v《外科医案汇编》云:“正虚则为岩”。
v张洁古曾言“壮人无积，虚人则有之”。 



v （二）病机

    本病的形成以正虚为基础，癌毒侵袭为必要条件。
一方面，癌毒性质与其诱发原因、所侵袭的部位、
患者的体质基础直接相联。具体而言，癌毒的性质
可表现为热郁、热毒、寒凝、痰凝、湿浊、水饮、
气滞、血瘀等。各种因素既可以相互兼夹，共同致
病，又可以相互转化。另一方面，正虚则表现气血、
津液、阴阳的亏虚。而且本病的形成和发展有一定
的特异性，一旦癌毒袭人，无论正虚的程度如何，
即表现出邪毒嚣张，难以消除，易于传变，病情笃
重，病势凶险，正气更虚，预后极差。 

二、中医对肿瘤病因病机的认识



1.气滞血瘀

v 气血以循环运行不息为常。气在正常情况下，升降
出入，流畅无阻，循行全身各部。如因某些原因致
气的运行失调，可出现气郁、气滞、气聚，日久成
疾。血随气行，“气滞则血瘀”，“气塞不通、血
壅不流”，气滞日久必有血瘀，气滞血瘀积久成块，
随瘀滞部位不同而形成各种肿瘤。恶性肿瘤有的偏
重于气的功能紊乱，有的则偏重于血瘀的形成，初
期以气郁为主，随病情发展血瘀征象日渐明显。



1.气滞血瘀

v《明医指掌》指出：“若人之气循环周流，
脉络清顺流通，焉有癌瘤之患也……。”说
明癌瘤形成与脉络不通有关。

v清代王清任《医林改错》中说：“肚腹结块，
必有形之血。”说明腹内有形的包块肿物，
多由血瘀所致。 



2.痰凝湿聚

v痰凝湿聚是指脾、肺、肝、肾等脏腑功能障
碍和不足，引起津液停蓄所产生的水湿内盛，
酿痰成饮等病变。痰既是脏腑病理变化的产
物，又是引起多种疾病的一个因素，它无处
不到，流注在体内脏腑或体表而形成各种各
样的肿块，故古代医学家提出“怪病皆属于
痰” 、“百病多因痰作祟”的学说。



3.毒邪内蕴

v毒蕴可以生热，热极可以化火，火虽属六淫
之一，但在临床上，很少把它看作是一种外
邪，实际上火是在体内产生的，外感诸邪伤
及人体之后，都能化火化热；内伤七情和脏
腑功能失调，也都能生热化火。血遇热则凝，
津液遇火则灼液成痰，气血痰浊壅阻经络脏
腑，故热（火）毒内蕴则形成肿瘤。 



4.脏腑失调、正气虚弱
v 脏腑失调不仅可使气血运行受阻及痰湿内生等而导
致疾病的发生、发展，而且脏腑亏虚也是各种致病
因素作用机体所造成的必然的病理结果和疾病发生
的前提。

v 正气虚弱，以致卫外之气无从以生，导致肿瘤产生。
病变日久，虚弱更重。因虚致病，又因病致虚，形
成恶性循环。由于病邪日久，耗精伤血，损及元气，
气血双亏；或肿瘤病人经手术、放射治疗、化学药
物治疗之后，大伤气阴，正气不支，亦表现为气阴
两伤。正衰则邪盛，机体抗癌能力的降低，往往使
肿瘤进一步播散扩展，这是晚期肿瘤治疗中的一大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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