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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药是将三种中药联合应用，互为犄角，其以

中医基本理论为基础，以辨证论治为前提，以中药

性味归经为配伍原则，是在对药基础之上的扩展与

延伸，证之临床，确有良效。

徐荷芬教授现为江苏省名中西医结合专家，第

五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

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徐老从事临床与科

研数十载， 在中西医结合治疗肿瘤方面成绩卓著。

徐老认为肿瘤发生虽成因复杂，但总不离乎“正虚

毒结”，且肿瘤常呈异常增生，易于侵袭，日久耗伤

正气，销铄阴液，因此在治疗上，徐老宗《张氏医通·

积聚》“善治者，当先补虚，使气血壮，积自消也”之

观点，主张“扶正固本，养阴为要”。 徐老临证善于将

功效相近或伍用后有特殊治疗作用的角药成组加

减运用，以期相须相使，增效减毒，经数十年临床观

察，运用此法加减组方，效果显著。 现将徐老运用角

药治疗肿瘤之心得介绍如下。

1

常用角药

1.1

仙鹤草、白花蛇舌草、蒲公英 仙鹤草又名龙

牙草、脱力草，味苦涩，无毒，有收敛止血、止痢、杀

虫、脱力补虚之作用；白花蛇舌草味苦、淡，性寒，可

清热解毒、消痈散结、利尿除湿；蒲公英味苦甘寒，

清热解毒、消肿散结、利湿通淋，《本草求真》谓其

“入阳明胃、厥阴肝，乳痈、乳岩为首重焉”。 三者伍

用，补虚清热、解毒散结，且仙鹤草清中具补，实为

治瘤佳药。 徐老认为肿瘤初期宜攻宜消，中期宜消

补兼施，后期宜补虚扶正，故每于肿瘤初期以上药

伍用生薏苡仁以去毒邪之势。 而现代研究亦表明上

药均有良好的抗肿瘤作用

[1-3]

。

1.2

金荞麦、苦杏仁、浙贝母 金荞麦清热解毒、排

脓祛痰，尚有健脾消食之功，尤宜于肺癌而见咳嗽

痰多者，其补土生金，一药而具多效。 现代药理研究

亦证实金荞麦抗瘤谱广泛，对肿瘤细胞侵袭及转移

扩散具有明显抑制作用

[4]

。 苦杏仁止咳平喘、润肠通

便，《珍珠囊药性论》言其可“除肺热”，用治“上焦风

燥，胸膈气逆，大肠气秘”。 浙贝母苦寒入心肺，清热

化痰、散结消痈，且“开宣肺气”，“凡肺家夹风火有

痰者宜此”（引自《本草纲目拾遗》）。 因此肺癌咳嗽、

咳痰，甚则咯吐脓血等阴虚肺热患者，徐老必定配

伍上品，以清热化痰、排脓解毒。

1.3

南沙参、北沙参、川石斛 南、北沙参均味甘性

微寒，入肺胃二经，养阴清肺、益胃生津，而南沙参

独有补气化痰之效，《本草从新》谓其“专补肺阴，清

肺火”，其补养肺阴之力可见一斑；川石斛入胃肾二

经，益胃生津、滋阴清热，《神农本草经》称其独具

“强阴”之功。 三者伍用，养肺阴、益胃津、滋肾阴、退

虚热。 尤宜于放化疗后出现皮肤干燥脱屑、咽干口

渴、舌质干红、脉细数等阴液亏损者，伍用上品，疗

效颇佳。

1.4

天门冬、麦门冬、杭白芍 天、麦冬味甘苦寒，共

入肺胃二经，养阴益胃、清肺生津。 天冬归肾，清火润

燥；麦冬入心，除烦安神。白芍味酸入肝，养血敛阴，柔

肝止痛。此三药伍用，上养心肺，中益脾胃，下滋肝肾，

可使三焦得润，阴液得复。徐老常将此药组与南、北沙

参联合伍用，实乃养阴固本方之肱股药对。

1.5

枸杞子、桑葚子、女贞子 枸杞子、桑葚子、女

贞子均入肝肾二经，均可滋补肝肾、明目乌须、润燥

生津。 《神农本草经》谓枸杞子可“补益精气，强盛阴

道”；《本草备要》亦称女贞子可“益肝肾，安五脏，明

耳目，乌须发”；《滇南本草》载桑葚子可“益肾脏而

固精”，且“久服黑发明目”。 徐老认为肝肾之阴为一

身阴气之统帅，肿瘤后期病人“大骨枯槁，大肉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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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气血津液亏损之极，故徐老常在上药基础上加

伍墨旱莲重滋肝肾之阴，以期阴复阳生。 现代药理

研究证实枸杞子及女贞子具有良好的免疫双向调

节作用， 对放化疗所致白细胞减少有改善作用，并

可降糖保肝，延缓衰老

[5-6]

。

1.6

生黄芪、生白术、太子参 生黄芪专入肺脾二

经，兼具补气健脾、升阳举陷、益卫固表、利尿消肿、

生肌等功效，实乃“上中下内外三焦之药”（引自《汤

液本草》），《日华子本草》亦载其“助气壮筋骨，长肉

补血”。 生白术则主入中焦脾胃而具健脾益气、燥湿

利水、止汗之效，近代医家张锡纯言白术“具土德之

全，为后天资生之要药”。 太子参甘平，补气生津、健

脾润肺。 此三品为徐老最常用药组，因肿瘤病人脏

气本已虚乏， 加之标实之邪渐著而使正气更伤，渐

至气、血、阴、阳亏虚。 黄芪、白术可大益脾肺之气，

中气足则气血生化有源， 肺气充则固表御邪之力

强，加之太子参益气生津，可使气阴具复。 研究证

实，上述三药均对人体免疫系统具有较为广泛的调

节作用，可全面提高免疫防御和免疫监视作用

[7-9]

，

具有非常好的抗肿瘤前景。

1.7

补骨脂、炒杜仲、骨碎补 补骨脂温肾助阳、纳

气、止泻。 《本草经疏》言其“能暖水脏，阴中生阳，壮

火益土之要药也”。 炒杜仲补肝肾、强筋骨，此外研

究表明杜仲所含杜仲总黄酮可清除自由基，通过下

调

Bcl-2

蛋白表达、 上调

Bax

蛋白表达来促进细胞

凋亡，从而具有良好的抗肿瘤作用

[10]

。骨碎补补肾强

骨、续伤止痛，徐老言其“转移至骨者用之效佳”。 肿

瘤病人早期气阴两虚， 渐至阴损及阳而有畏寒怕

冷，手脚不温等症，伍用上品，可补肾助阳，此乃“阴

得阳助而源泉不竭，阳得阴助而生化无穷”之理。

1.8

炒谷芽、炒麦芽、鸡内金 肿瘤患者每因正气匮

乏，毒瘤侵袭，加之放化疗毒副作用而使得中焦脾失健

运，胃阴乏竭，出现食欲不振，呕吐吞酸之症，徐老每遇

此症，常用炒谷芽、炒麦芽、鸡内金以醒脾开胃，消积化

食，增进食欲。临证伍用上品，作用有二：脾胃乃一身正

气之源，中焦土运得健，后天得养，正气即可来复，此其

一也；补阴之药常多滋腻，守而不走，加入上述角药，以

成动静结合之势，使补而不腻，此其二也。

徐老临证用药灵活多变， 其余常用角药如：淮

山药、制黄精、炒杜仲伍用以补气养阴、补肾强骨；

合欢皮、夜交藤、郁金伍用以养血清心，解郁安神；

猪苓、茯苓、白术合用以淡渗利水、健脾和胃。 诸如

此类，不胜枚举。

2

验案举隅

吴某，女，

67

岁。

2014

年

3

月

27

日诊。

患者因“咳嗽

2

月”入院，查：

CEA 202.7U/mL

；

CA -125 276U/mL

；

CA -155 35.2U/mL

；

CA -199

283.59U/mL

。 纤维支气管镜示：左肺占位。 组织活检

病理回报：见重度异型性细胞团，考虑非小细胞肺

癌。 予

EP

方案化疗两周期，因患者不能耐受化疗毒

副作用，遂至徐老门诊就诊。 刻下：患者咳嗽，以干

咳为主，夜间较甚，疲乏无力，口干，微盗汗出，纳

差，便秘，

3~4

天一行，舌淡红、少津，脉细。辨证属气

阴两虚。 治以补气养阴、扶正祛瘤。 处方：

南沙参

15g

，北沙参

15g

，生黄芪

15g

，太子参

10g

，炒白术

10g

，生白芍

12g

，仙鹤草

15g

，白花蛇舌

草

15g

，蒲公英

15g

，金荞麦

20g

，苦杏仁

10g

，浙贝母

10g

，猪茯苓

15g

，淡茯苓

15g

，女贞子

12g

，枸杞子

15g

，桑葚子

15g

，淮山药

15g

，制黄精

15g

，肥玉竹

15g

，制首乌

15g

，炒谷芽

10g

，炒麦芽

10g

，生甘草

3g

。

14

剂。 日

1

剂，水煎

400mL

，早晚温服。

2

周后复诊：患者诉服上方后咳嗽减轻，仍感疲

乏，口稍干，饮水不多，盗汗已无，胃纳可，便秘好

转，现

2

日一行，舌淡红少苔，脉细。 效不更方，上方

减猪苓，易炒白术为生白术

15g

，加墨旱莲

15g

。

14

剂。 煎服如前法。 之后患者以首诊方加减坚持服药，

随访至今，病情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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