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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老中医的临证经验及学术思想是传统医药

不可复制的瑰宝，如何有效的挖掘整理，关乎后辈

中医师的成长，关系到中医药事业薪火传承。 刘伟

胜教授（后简称刘老）作为第二、三批全国老中医药

专家学术经验继承人指导老师，在过去五十余年的

临床实践尤其是在肺癌防治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

验。 转移是肺癌的恶性标志和特征，也是导致治疗

失败和患者死亡的主要原因。 约

30%

的患者在诊断

时就已有远处转移，

50%~60%

在治疗过程中发生远

处转移 ，

80%~90%

的肺癌患者死亡是由转移引起

的，而肺癌脑及骨是最常见的转移部位，约占总转

移部位的

60%~70%

[1-2]

。 刘老辨证视角独特， 重视

“先天之本”，其“补肾培元”扶助正气固护根本的理

念在晚期肺恶性肿瘤治疗中得到充分运用。 笔者有

幸跟刘老临证学习，言传身授获益匪浅，现将其“补

肾培元”法治疗晚期肺恶性肿瘤的理论探索及其指

导下的临证用药经验浅述如下。

1

“补肾培元”法的理论渊源

刘老从中医整体观着眼并化繁为简，从五脏相

关论切入，阐述肺、肾、脑三者最为密切相关。

1.1

金水相生———肺肾相关论 “肺肾相关”理论

可追溯至《黄帝内经》。 《灵枢·经脉》云：“肾足少阴

之脉……从肾上贯肝膈 ，入肺中”，提出了肺肾经

脉相连。 在功能上，如《景岳全书·杂证谟》所云：

“肺为气之主，肾为气之根”，《医宗必读》则认为：

“肾为脏腑之本，十二脉之本，呼吸之本 ”，揭示两

脏共同调节呼吸运动。 在病理上，两脏之间亦互相

影响，如《素问·水热穴论》曰：“其本在肾，其末在

肺，皆积水也。 ”又如《类证治裁》曰：“肺主出气，肾

主纳气，阴阳相交，呼吸乃和，若出纳升降失常，斯

喘作矣。 ”

刘老认为肾为肺之子，在晚期肺癌尤其是老年

患者中，常可见子病及母，则肾气肾阴肾阳亏虚无

以濡养滋润温煦肺，终致肺脏亏虚，进而宣降治节

失职，导致络脉失养。 加之外在的毒热之邪侵袭肺

脏，羁留肺络，虚、瘀、毒、热互结于肺而成积块。

1.2

髓海相通———脑肾相关论 肾与脑以经络相

通，肾精生髓，髓充脑。 “脑为髓海”，脑髓是脑的最

基本物质，骨髓与脑同属奇恒之腑，与肾有密切联

系，肾主骨生髓通脑，同出一源。 “肾不生则髓不能

满”，肾中所藏的五脏六腑之精，是脑髓化生的源

泉。 《灵枢·海论》云：“髓海不足，则脑转耳鸣，胫痠

眩冒，目无所见，懈怠安卧。 ”肾精不足，则脑髓不

满，脑的记忆、运动、感知、思维等功能失常。 又如

《中西汇通医经精义》云：“肾系贯脊，通于脊髓，肾

精足，则入脊化髓上循入脑而为脑髓，是髓者精气

之所会也。 ”可见，脊髓是为脑与肾的升降之通路。

恶性肿瘤脑转移发生率高， 在成年人的脑转移患

者中尤以肺癌最多，可见髓脑肾三者之紧密。

刘老表示当肾元不足， 肾不足以生髓充脑，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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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髓空虚，外加饮食失调感受外来毒邪，终致人体

内生风、火、痰、瘀、毒乘虚上窜脑海，占据清阳之

位，正气不足，邪壅日盛，进而发为本病。 因本病虚

实夹杂，正虚不足以祛邪，或是祛而不尽，余邪易死

灰复燃。 故对于无论有无脑转移的肺癌晚期患者，

在其辨证论治中刘老常在化痰祛瘀中佐以补肾之

品。

1.3

肾主骨———骨肾相关论 《内经》中的脑髓学

说最早提出了关于脑的生理功能，病理变化及其辨

证的理论。 《素问·宣明五气》曰：“肾主骨”；《素问·

阴阳应象大论》 曰：“肾生骨髓”，“在体为骨”；《素

问·六节藏象论》曰：“肾者，主蛰，封藏之本，精之处

也……其充在骨。 ”现代有学者从临床骨病学的角

度指出骨、髓、肾在形态结构、生理功能和病理变化

方面的联系

[3]

。 又如《医经精义·中卷》曰：“骨内有

髓，骨者髓所生……肾藏精，精生髓，故骨者，肾之

所合也。 ”说明骨骼的发育“生长”代谢有赖于肾精

滋养，肾气的推动作用。 肾藏精主骨生髓，所以骨的

生长修复均依赖于肾脏精气所提供的营养和推动。

肾主五脏之精，为生命之根，骨为藏髓之器，受髓之

充，血所养，精而生，然髓、血、精同类，均为肾精所

化，当人体肾精充足时，则髓足骨坚 ，筋骨坚固有

力。 又如《医法心传》所云：“在骨内髓足则骨强，所

以能作强耐力过人也”，否则“肾衰则形体疲极也”。

古代对肾与骨的关系认识充分说明了骨的生理病

理变化受肾所支配， 肾之精气的盛衰决定骨的强

弱。

刘老根据“肾主骨生髓”的理论认为

[4]

，肺癌晚

期发生骨转移导致骨质破坏， 首先要考虑肾虚之

故，故当治以“补肾壮骨”法，用药如补骨脂 、羊藿

叶、菟丝子、杜仲、续断、巴戟天、狗脊等。 若骨转移

已经表现为疼痛，中医认为不外乎“不通则痛与不

荣则痛”病机，故在补肾壮骨的同时辅以如莪术、乳

香、没药、田七、五灵脂等行气活血之品，并适当佐

以全蝎、蜈蚣、水蛭、地龙等虫类药以通行经络，用

以指导预防与治疗肺癌骨转移的临证应用。

2

“补肾培元”法的机制探讨

刘老重视辨证论治

[5]

，认为只有抓住病机，才能

对症下药，进而有效地解除患者痛苦，缓解病情。 肿

瘤的病机错综复杂，主要以正虚邪实为主。 故扶正

是贯穿恶性肿瘤治疗的始终， 通过增强正气的方

法，驱邪外出，疾病向愈，即所谓“养正积自除”，尤

其重视补肾温阳。 根据肺与肾母子相生关系，以及

二者在呼吸与水液代谢等方面共同作用。 刘老指

出，在肺恶性肿瘤晚期常常出现“母病及子”并反过

来“子病及母”的证候，肾为元阴元阳之守，肺脏功

能日衰，久则及肾，肾气肾阴肾阳的不足进而致五

脏六腑阴阳俱损，出现本虚标实并以虚为主的证候

表现。

现代医学认为机体免疫功能低下是恶性肿瘤

发生发展转归的重要因素之一，增强机体免疫功能

可以有效控制肿瘤的复发及转移

[6]

。 肺恶性肿瘤晚

期患者往往经历了手术放化疗以及生物靶向等治

疗。 中医学认为不管是手术直接耗伤正气还是放化

疗的热毒损伤， 对机体产生不可逆乃至致命的损

伤。 临床上患者常见神疲倦卧、头晕耳鸣、腰膝酸

软、短气懒言、畏寒肢冷、手足麻木、夜尿清长等虚

证表现，同时可见白细胞下降、贫血、血小板降低、

免疫功能指标低下。 刘老认为多因脾肾不足，气血

亏虚，治宜健脾补肾，填精生髓，并尤其注重“补肾

培元”法在晚期肺癌的应用。

晚期肺癌常发生于中老年人，正如《素问·阴阳

应象大论》云：“年四十而阴气自半也，起居衰矣。 ”

究其源乃年老体衰，正气虚弱之故。 年龄愈大，肾气

愈衰，肾藏精功能减退，机体脏腑功能失调，防御功

能降低，导致正气内虚，邪毒内结，发为癌瘤。 《景岳

全书·积聚》云：“脾肾不足及虚弱失调之人，多有积

聚之病”，故脏腑功能衰弱，阴阳气血亏虚，则使其

本虚。 而肿块或残留癌细胞的存在及其浸润压迫等

有形实邪为标实，故本虚标实是肿瘤的基本病理基

础。 因此，恶性肿瘤大多有肾元亏虚等证，通过中药

“补肾培元” 可提高机体的细胞免疫功能和调节内

分泌失调状态，使正气得复，邪气得散。 故采用扶正

与祛邪相结合，调补先后天功能，增强和调动机体

的抗癌能力，是当前恶性肿瘤治疗中发展起来的一

种最有效的法则，对预防和治疗肿瘤以及带瘤延年

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3

“补肾培元”法指导下的临证用药

3.1

经验用药 刘老根据晚期肺癌的临床表现，在

多年的临证中逐渐摸索了一些用药方法及规律 ，

“补肾培元”法就是其中重要的用药思路。 刘教授喜

用女贞子、五味子、补骨脂、菟丝子、羊藿叶、川断、

黄精、锁阳、肉苁蓉、巴戟天、枸杞子、桑葚、山萸肉、

熟附子、肉桂、细辛、骨碎补、鹿茸等品。 既资先天之

本， 又达到补而不耗伤津液， 滋而不妨碍脾胃，肾

气、阴、阳同补之效。 既往对刘老治疗肺癌的临床经

验及用药规律研究显示

[7]

，在

182

份病例共

2291

次

诊疗中，补肾培元中药的使用频次相当高。 其中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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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药的统计中女贞子、五味子、补骨脂所占比例分

别达

84.7%

、

74.8%

、

56.7%

； 而药物组合中补骨脂

+

川断、补骨脂

+

羊藿叶

+

川断

+

女贞子组合达

50.0%

、

29.2%

。 刘老在肺癌的临证中表明灵活运用“补肾培

元”法，不仅能够扶助正气，提高机体的抗邪能力，

而且可以对抗或减轻放化疗等毒副作用，帮助患者

顺利接受最佳支持治疗，从而提高晚期生存质量。

3.2

分期用药 临证中， 患者的表现各不相同，四

诊合参衍生出的具体治疗方法更是千差万别。 但对

于肺癌晚期的患者“虚”是其共性特征，也印证了中

医所说的“五脏满而不实”，“五脏无实证”。

3.2.1

对于临证

ⅢB-Ⅳ

期的肺癌，姑息化疗是一种

常见的选择。但过后往往出现严重的骨髓抑制、免疫

损伤、 消化道及肝肾毒性反应。 临床表现为神疲乏

力、面色无华、少气懒言、头晕耳鸣、腰膝酸软、食欲

减退，甚至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症状，舌质淡、苔白

润、脉弱。故常用补骨脂、羊藿叶、川断、黄精、菟丝子

滋肾助气化，以期巩固阳气生发之本，同时辅以健脾

益气之品，如云苓、白术、山药、党参、云芝、砂仁等顾

护后天脾胃，达到“先后天”互滋互荣之功。

3.2.2

晚期肺癌患者采取的局部放射治疗，其对组

织有着不可逆的损伤。 西医对放疗后并发症的治疗

乏效，对中医来说也是一个挑战。 中医认为射线为

热毒之邪，热毒侵袭机体，气血津液耗伤，终至肾阴

耗伤殆尽难以为继。 临证可见心烦少寐、盗汗或自

汗、口干口苦、口腔溃疡、舌质嫩红、苔花剥或少、脉

细弱等一派肾阴损伤之象。 此时常取五味子、女贞

子、桑葚子、枸杞子滋肾养阴顾护津液，其中女贞

子

+

桑葚子是刘老在放疗治疗前后的常用药对。

3.2.3

肺癌至终末期，正气日益虚耗，后天之本难

以为继，先天之本生化乏源，临床表现为咳而无力、

咯痰清稀、畏寒肢冷、头晕心悸等证、舌质嫩而胖大

或紫暗、苔白滑、脉沉细。 此时刘老善用锁阳、巴戟

天、熟附子、肉桂以回阳救逆，振奋阳气之根。 中医

讲“血得寒则凝，得温则行”，故刘老常稍佐以桃仁、

丹参乃至姜黄、莪术等活血化瘀之品。 以温补肾阳

为本，助血脉运行，使癌毒随之消散。

3.2.4

肺癌的复发及转移是导致最终治疗失败甚

至死亡的主要原因，转移是肺癌恶化进展的标志和

特征，死于肺癌转移并发症的患者高达

90%

[8]

，而骨

和脑转移是肺癌晚期最常见的转移部位之一。 因

此，在预防及治疗骨、颅脑转移的肺癌晚期患者时，

常加羊藿叶、补骨脂、巴戟天、骨碎补等补肾健骨之

品，并佐以乳香、没药、延胡索等以行气定痛。 这方

面在相关实验研究也得到证实

[9]

。

3.3

注重食疗 《素问·五常政大论》 云：“大毒治

病，十去其六；常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

其八；无毒治病，十去其九。 ”刘老特别注重肺癌晚

期的调护，根据‘药食同源’的理论，其自拟“生血

方”，以鹿茸（血茸）、红参、西洋参与瘦肉炖服。 鹿茸

作为补肾填精生髓之品，根据辨证需要辅以大补元

气的红参或者补气养阴的西洋参，二者根据临证阴

阳偏盛原则按适当比例选择。 其作为一剂难得的食

疗方在临床上取得了良好的治疗效果。

4

“补肾培元”理论的相关现代研究

4.1

系统基础研究 中医肾脏是一个复杂多样的

名词，其包括现代医学的内分泌、免疫、泌尿生殖系

统等

[10]

，现代研究表明“补肾培元法”可以兼顾协调

多个机体系统的功能。 在增强患者免疫力方面，例

如肾阳虚证患者，

CD3

+

、

CD4

+

水平显著降低而

CD8

+

水平却显著升高，

T

细胞亚群水平变化，免疫功能紊

乱而导致免疫力低下

[11]

。在晚期肺癌患者，补肾填精

益髓可以促进骨髓中干（祖）细胞或骨髓基质细胞

的增殖从而促进造血，也具有抑制肿瘤细胞增殖的

作用。 这些研究提示中药可能对细胞生长具有双向

调节作用，在促进骨髓造血细胞生长的同时抑制肿

瘤细胞的生长

[12]

。在肿瘤的发病方面，肾精也起着至

关重要的作用。 肿瘤的发生主要是由于癌基因的异

常激活或抑癌基因的异常失活而导致，癌基因与抑

癌基因都随遗传与生俱来，属于“先天之本”范畴。

在肿瘤的形成过程中，细胞衰老是一直起着重要的

屏障作用， 在细胞

DNA

受到损伤或异常信号转导

激活的情况下，细胞即启动内在修复程序，修复失

败的细胞则发生衰老，这一切都是在特定基因的作

用下完成的，这些基因都属于先天之本“肾”的范

畴。 因此，肾与肿瘤细胞衰老也有着密切的联系

[13]

。

4.2

单味药物研究 刘老应用“补肾培元”法治疗

晚期肺癌，其落脚点于相关药物选择，作用体现在

直接杀伤肿瘤与通过增强免疫功能而达到间接抗

肿瘤两方面，这与现代许多药理研究结论也是一致

的。

Chen Z

等

[14]

报道补骨脂酚具有抑制人非小细胞

肺癌

A549

细胞株增殖的活性， 该作用与经由线粒

体依赖通路诱导细胞凋亡， 并使细胞周期阻滞有

关。 而李发胜等

[15]

研究发现，补骨脂多糖灌服小鼠

7d

后， 实验组小鼠血清中

IFN-γ

和

IL-2

与对照组

比较有显著差异，说明补骨脂多糖具有增强正常小

鼠机体免疫功能的作用。 邓炜等

[16]

比较

2

种黔产淫

羊藿总黄酮对

CTX

小鼠免疫功能的影响，发现淫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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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总第

47

卷第

9

期

藿总黄酮具有提高

T

细胞增殖， 分泌白细胞介素

（

IL

）

-2

和肿瘤坏死因子（

TNF

）

-α

的能力，具有促进

体液免疫和细胞免疫能力。 李璘等

[17]

对女贞子多糖

研究发现，其具有抗实体肿瘤的作用与提高机体免

疫， 改善机体免疫能力而抑制肿瘤细胞生长有关。

同样的，任丽佳等

[18]

对目前有关五味子的相关药理

研究文献研究发现，其抗肿瘤机制包括诱导肿瘤细

胞凋亡、提高机体的免疫调节作用、抗氧化、清除自

由基作用、抗突变和逆转肿瘤细胞的多药耐药性等

多个方面。 此外，鹿茸、黄精、巴戟天等在“补肾培

元”指导下使用的中药饮片的相关现代药理研究皆

从上述两大方面揭示了其抗肿瘤及免疫调节的作

用

[19-21]

。

5

结语

回顾刘老在过去半个世纪治疗恶性肿瘤的经

验，发现其“补肾培元”法始终贯穿于恶性肿瘤尤其

是晚期肺癌的全程诊疗中。 而在肾气、阴、阳中又尤

其特别重视肾阳的作用，其理论基于“病在阳者，扶

阳抑阴；病在阴者，用阳化阴”。 肾阳能够温煦机体、

御外邪、助气化、维系阴阳协调等一系列功能。 补肾

又可培补后天之本，先后天互滋互养，使机体免疫

功能增强，发挥自身的抗病能力，达到抑制癌细胞

生长的目的。 此外，还可减少化疗的毒副作用。 合而

观之以期稳定瘤体、改善症状、提高疗效及生存质

量、延长生存时间，并在一定程度上防止扩散和转

移，从而达到“带瘤生存”的目的，这对晚期肺癌患

者提供了一种治疗策略。

刘老的“补肾培元”法在晚期肺癌临证治疗中

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反馈，值得进一步扩大适应范围

及深入临床研究。 这不仅符合临床需要，也符合我

国国情，有利于推动我国中医药的持续深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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