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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缺氧的耐受力，对脑组织有保护作用

[3]

。 （

2

）本病

调理不当易反复发作，病性虚实夹杂，多发于中老

年人，脾胃功能多不佳，用药当选用平和之品，不用

峻剂，注意顾护胃气，酌情使用白术、茯苓、陈皮、砂

仁、薏苡仁、太子参、炒黄连、山药、木香等健运脾胃

以杜生痰之源，所谓“留得一分胃气，便存有一分生

机”，胃气强健，方可助药力发挥。 （

3

）注意缓攻缓

补，治疗分发作期和缓解期，急性期以汤剂祛邪为

主，具体包括平肝潜阳息风、化痰降浊、活血化瘀通

络、祛风除湿、清降火热、疏肝理气等；缓解期以膏

方或浓煎剂培本固元，包括健脾益气养血、滋补肝

肾、填精生髓等。 （

4

）喜用天麻，认为神经科疾病多

与肝相关，天麻性甘平质润，无论证属虚实寒热，皆

可应用，既息肝风，又平肝阳，是治疗肝风肝阳眩晕

头痛之要药，但凡眩晕之证，王师首用天麻。 （

5

）本

病阳虚型少见，故一般不用附子、桂枝、肉桂、细辛、

干姜、白芥子、白附子等辛热辛温发阳伤阴之品，而

宜用牡蛎、龟版、石决明、珍珠母、鳖甲、龙骨、代赭

石等介类矿物潜阳定眩。 （

6

）注重病机辨证，强调有

是证用是药，以法组方，以法统方，方随证出，法随

证立，组方化裁灵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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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云：“药有七情，独行

者，单方不用辅也；相须者，同类不可离也……相使

者，我之佐使也；相恶者，夺我之能也；相畏者，受彼

之制也 ；相反者 ，两不相合也 ；相杀者 ，制彼之毒

也。 ”药对是根据七情关系有规律地运用于临床的

固定药物配对结构，配伍得当的药对能大大提高方

剂的临床疗效。

吴良村教授系国家级名中医，第二、五批全国

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 熟谙

经典 ，旁猎诸家 ，学贯中西 ，学验俱丰 ，饮誉国内

外。 他从事肿瘤临床实践工作近

50

年，尤其在原

发性肝癌（以下简称肝癌）的中医辨证论治方面积

累了丰富的用药经验。 吴师在选方遣药上善用药

对， 笔者作为第五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

继承人随侍临证，启悟颇多，兹择其药对数则介绍

如下。

1

扶正补虚类

1.1

生地、枸杞子 生地甘苦寒，入营血分，为清

热、凉血、止血之要药。 《珍珠囊》云：“凉血，生血，补

肾水真阴。 ”《本经逢原》：“干地黄，内专凉血滋阴，

外润皮肤荣泽，病人虚而有热者宜加用之。 ”用于阴

伤津亏，口干烦渴、阴虚内热，食少干呕，便秘属肠

燥津亏者。 枸杞子甘，平，入肝、肾经。 功效：补肾益

精，养肝明目。 《得配本草》曰：“枸杞子味甘，微温而

润，入足少阴，兼厥阴经血分，补肝经之阴，益肾水

之阳。 ”枸杞子提取物枸杞多糖除有增强非特异性

免疫作用外，还能提高巨噬细胞的吞噬功能

[1]

。 二药

相配，一温一凉，同入少阴，前者养肾中真阴，后者

摘 要 药对是根据七情关系有规律地运用于临床的固定药物配对结构， 配伍得当的药对能大大提高方剂的临床

疗效。 吴良村教授用药强调辨证，喜用药对，常两味并用，取其相须相使，协同增效。 附验案

1

则以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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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肾中真阳， 共固后天之本。 两药常用量均为

15~

30g

。

1.2

北沙参、麦冬 北沙参性味甘凉，主用于养阴

清肺、生津益胃，前人有“补五脏之阴”之说，又有养

肝气、消肿毒之功，《本草纲目》载其“体轻虚，专补

肺气，益脾与肾”。 麦冬味甘、微苦、性微寒，滋阴润

肺、益胃生津、清心除烦。 《本草正义》谓其“其味大

甘，得坤土之正，而膏脂浓郁，故专补胃阴，滋津液，

本是甘药补益之上品”。 二药合用肺胃同治，气阴并

补，益气不生热，补阴不滋腻，清金制木，培土抑木，

用于气阴两虚的肝癌患者。 两药常用量均为

15~

30g

。

1.3

山药、茯苓 山药甘，平，入肺、脾、肾经。 功

效：健脾补肺，固肾益精，可滋补肺脾肾之阴。 茯苓

性味甘、淡、平，归心、肺、脾、肾经，功效为利水渗

湿，健脾补中，养心安神，为“除湿之圣药”。 《新修

本草》谓其能“利小便……调脏气，伐肾邪，长阴”。

按现代药理研究，茯苓含有茯苓多糖、茯苓聚糖、

组胺酸、麦角甾碱等物质，其抗肿瘤作用的可能机

理一方面是直接细胞毒作用； 另一方面是通过增

强机体免疫功能激活免疫监视系统从而抑制肿瘤

生长

[2]

。 二者配伍补中有泻，泻中有补，吴师常用其

治疗肝癌证属脾虚湿阻， 症见腹胀乏力， 短气肢

肿，纳少便溏，舌淡苔腻者。 处方常用量均为

15~

30g

。

2

抗癌抑瘤类

2.1

三叶青、白花蛇舌草 《本草纲目 》称三叶青

为“三叶崖爬藤 ，性味苦 、辛 、凉 ，能清热解毒 、活

血祛风”。 白花蛇舌草性味苦、甘、寒，无毒，归心、

肝、脾、大肠经。 《泉州本草》曰：“清热散瘀，消痈

解毒，治痈疽疮疡、瘰疬，又能清肺火、泻肺热。 治

肺热喘促、嗽逆胸闷。 ”体外实验表明，白花蛇舌

草提取物对人胃癌细胞

SGC-7901

增殖有抑制作

用 ，且抑制强弱与药物浓度呈正相关

[3]

。 吴师认

为，此二者抗癌解毒力强，且无明显毒副作用，因

此临床上可用于多种癌病的治疗。 临证常用量均

为

15~30g

。

2.2

蛇莓、藤梨根 蛇莓甘 、苦 ，寒 ，有毒 ，入肺 、

肝、大肠三经，有清热解毒、散瘀消肿、收敛止血等

功效。 藤梨根为猕猴桃根的别名，始载于《福建民

间草药》：“酸、微甘，凉，有小毒，主治活血化瘀，利

尿通淋，解毒疗疮”；《陕西中草药》记载本药能“清

热解毒，活血化瘀，抗癌”，二药相合，清热解毒、散

瘀消肿、抗瘤之力显著加强。 临证常用量均为

15~

30g

。

2.3

全蝎、地鳖虫 全蝎，味辛，性平，有毒，其色

青，归肝经，能祛风止痉、通络止痛、攻毒散结，为治

风要药。 《医学衷中参西录》言：“其性虽毒，专善解

毒……消除一切疮疡。 ”地鳖虫咸，寒，有小毒，归肝

经，破瘀血，续筋骨，散瘀止痛。 吴师认为，虫蚁之品

药性善走窜，攻逐脏腑间剔邪搜络，无微不入，无坚

不破。 东汉张仲景《伤寒杂病论》首倡虫药通络以化

瘀通络，祛瘀生新。 二药合用能解癌瘤积聚之毒，缓

解肝癌疼痛，肿块软缩，延长患者生存期。 临证多用

全蝎

3~6g

，地鳖虫

12g

。

3

缓解症状类

3.1

柴胡、白芍 柴胡具有疏风清热、疏肝解郁、升

阳举陷之功，《神农本草经》载其“味苦，平，无毒，治

心腹，去肠胃中结气，饮食积聚，寒热邪气，推陈致

新。 久服轻身，明目益精”。 白芍味酸，性微寒，入肝、

脾血分，《药性赋》：“其用有四：扶阳气，大除腹痛，

收阴气陡健脾经。 坠其胎能逐其血，损其肝能缓其

中。 ”肝藏血，主疏泄，体阴而用阳，柴胡性辛散，疏

泄肝气；白芍性酸柔，濡养肝血，柴胡得白芍之柔，

不至疏散太过，白芍得柴胡之散，不至阻滞气机。 四

逆散、逍遥散、柴胡疏肝散等名方中均有此对药，二

药合用，疏肝理气而不至伤阴，柴胡常用量

9g

，白芍

12~15g

。

3.2

黄芩、青蒿 黄芩味苦性寒，苦能燥湿，寒能清

热，为清热燥湿、泻火解毒之品，善走中上二焦而清

利肝胆。 《本草汇言》曰：“黄芩，气清而亲上，味重而

降下……故善能治三焦之火也。 ”青蒿苦寒芳香，入

肝胆经，长于清肝胆及血分之热，使阴分伏热透出

阳分，而不伤脾胃。 如《读医随笔》所述“苦微辛，微

寒，清而能散，入肝胆，清湿热，开结气，宣气之滞于

血分者。 ”两药合用，一清一透，拟蒿芩清胆汤之义，

清胆利湿和中，透邪外达，用于肝胆湿热的肝癌患

者，症见：口苦郁烦、胁胀、发热、纳差、呕恶、胸闷不

畅、舌质红苔黄。 两药常用量均为

10~15g

，与他药同

煮，时间不宜过长。

3.3

茵陈、栀子 茵陈苦、辛，微寒，归脾、胃、肝、

胆经，清热利湿、退黄，为治黄要药。 《本草述钩元》

云：“黄证湿气胜，则如熏黄而晦，热气胜，则如橘黄

而明。 湿固蒸热，热亦聚湿，皆从中土之湿毒以为

本，所以茵陈皆宜。 ”药理研究有促进胆汁分泌作

用，使血清胆红质降低，同时还具有保肝作用

[4]

。 栀

子泻火除烦、清热利湿、凉血解毒，质轻苦寒，通上

泻下，通利三焦，善清郁热。《本草新编》论其“味苦，

气寒，可升可降，阴中阳也，无毒。 入于肝、肺，亦能

入心。 有佐使之药，诸经皆可入之。 专泻肝中之火，

其余泻火，必借他药引经而后泻之也”。现代药理研

究证实，栀子水浸膏能促进胆汁分泌，对急性黄疸

医 学 传 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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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损伤有良好的防治作用，对肝细胞有一定保护作

用

[4]

。 二药合用，善治肝癌湿热黄疸，常用量均为

15~30g

。

3.4

龙葵、车前子 龙葵出自《药性论》，具有清热

解毒、活血化瘀、利水消肿的功效。 实验表明龙葵具

有抗炎与抗休克、解热镇痛、祛痰止咳、抗菌与抗病

毒等作用，可通过多个环节促进细胞凋亡，阻止细

胞的恶性增殖，发挥抗肿瘤作用

[5]

。 车前子甘、寒，入

肺、肝、肾、膀胱经，《神农本草经》论其“主气癃，止

痛，利水道小便，除湿痹，久服轻身养老”。 药理研究

表明， 车前子对小鼠肉瘤

180

及艾氏腹水有抑制作

用

[6]

。二者相配治疗肝癌腹腔积液、下肢水肿等症，既

抗肿瘤又有利水消肿之功，可谓一举两得。 临证常

用量均为

15~30g

。

3.5

三七、白及 三七既止血，又能活血，具有“止

血不留瘀，活血不动血”之效，张锡纯在《医学衷中

参西录》曾云：“三七，诸家多言性温。 然单服其末数

钱，未有觉温者，善化瘀血，又善止血妄行，为吐衄

要药，病愈后不至瘀血留于经络，证变虚劳。 ”白及

甘、苦、涩、寒，归肺胃肝经，收敛止血、消肿生肌。 配

成对药加强止血之功又不致瘀血留滞，现代药理研

究提示，该对药有止血活血，促进胃肠黏膜上皮生

长的作用。 对肝癌消化道出血者有很好的止血、生

肌敛疮修复作用。 临证常用量为三七粉

3~6g

，白及

15~30g

。

3.6

鸡内金、谷麦芽 鸡内金，为鸡之脾胃也，性甘

平，能消食化瘀，名医张锡纯最为推崇，曰：“为消化

瘀积之要药，更为健补脾胃之妙品，脾胃健壮，益能

运化药力以消积也。 ”《要药分剂》说：“鸡肫皮能入

肝而除肝热，入脾而消脾积。 ”可见鸡内金入肝脾二

脏，肝郁日久，肝脾受损，气滞血瘀，聚而成积。 鸡内

金既能健脾胃，又善化瘀积，性味平和，久服收效，

用治“肝积”，标本兼顾。 谷麦芽疏肝解郁，启脾开

胃，且有消积化坚作用。 二药合用，启脾之力增强，

生长胃气，疏调肝气，开胃口增食欲。 又中药善于抗

癌者，性多寒凉，容易败胃，鸡内金、谷麦芽性皆偏

温，既能护土，又具反佐作用。 临证常用量均为

12~

15g

。

4

验案举隅

程某，男，

65

岁。

2012

年

9

月

17

日诊。

患者因肝胆管细胞癌术后

2

年， 复发

5

月来

诊。 患者

2010

年

9

月

19

日在上海中山医院行“肝

癌切除术”，病理示：肝胆管细胞癌，术后未进一步

治疗。

2012

年

4

月复查发现右肝多发占位，考虑复

发，予

TACE

术

2

次。

2

天前复查肝功能：

ALT 61U/L

，

AST 162U/L

，

TBIL 90.7μmol/L

，

DBIL 70.4μmol/L

，

ALB 35.3g/L

，

ALP 886U/L

，

GGT 2071U/L

； 肿瘤指

标：

CEA 10.1ng/mL

，

CA199 98ng/mL

，

AFP 3.1ng/mL

，

慕名求诊。 刻下：感右胁隐痛，乏力，纳呆，尿黄，大

便偏干，睡眠一般。 舌红、苔黄燥，脉细弦。 治拟养阴

清热，疏肝健脾，利湿退黄。 处方：

枸杞子

15g

，生地

15g

，北沙参

15g

，麦冬

15g

，炒

黄芩

15g

，青蒿

15g

，茵陈

15g

，金钱草

15g

，焦山栀

15g

，八月札

15g

，茯苓

15g

，山药

15g

，垂盆草

15g

，五

味子

15g

，三叶青

15g

，蛇舌草

15g

，鸡内金

12g

，麦芽

15g

，生草

10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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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 常法煎服。

服药半月复诊：患者右胁隐痛好转，纳增，大便

仍干，口干喜饮，加知母

30g

清热泻火，滋阴润燥。

服药

1

月后三诊：诸症好转，继服前方。 随症予

鳖甲、蛇莓、藤梨根、猫爪草、苏梗、龙葵等消息出

入，患者未再行

TACE

术，复查

CT

病灶稳定，现仍

继续治疗中。

按：方中生地养阴清热，枸杞子滋补肝肾 ，北

沙参、麦冬滋养肺胃阴液，清金制木，培土抑木，上

述甘润生津之品补益肝体； 炒黄芩、 青蒿清胆利

湿；茵陈、金钱草、焦山栀清热利胆、退黄；垂盆草、

五味子相配护肝降酶；八月札疏肝理气而不伤阴；

三叶青 、蛇舌草清热解毒 、消肿散结 、抗癌活血 ；

“见肝之病 ，知肝传脾 ，当先实脾 ”，方中茯苓 、山

药、甘草均为益气健脾助运之品；实脾又须消导为

先，故予鸡内金、麦芽消食和胃。 本案组方合理，丝

丝入扣，诸药相合，既能祛邪又不伤正气，故平稳

中见奇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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