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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医 学对骨髄增 生弄索 综合征的认识及擗 治茉略

夏小军 ， 段赞

庆阳市中医医院 ， 甘肃 庆阳

摘要 根据 中 医 学理论 ， 结合文献资料和 临床体会 ，
对骨髄增生异常综合征 （ 的 中 医 学病名 、

病

因病机进行 了 阐 发 ，
从治法治 则 ， 处方遣药等方 面提 出辨 治策略 。 认为髄毒劳之病 名反映 了 基本病机特

点 ， 体现 了规范化 中 医 学病名之准 确性 、 特异性 、 先进性 、 实 用 性 、 创新性等命名原 则 。 病机 为正虚邪 实 ， 虚

实夹杂 。 治 疗 宜扶正祛邪 ， 基本治 疗原 则 为 益气养血 、 健脾补 肾 、 解毒化瘀。 并介绍 了 回生汤 系 列 方 的临床运

用 。

关键词 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 （ 髄毒劳 ；

正虚邪 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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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 是一组异质性后天性 面工作的开展与 交流 。 因此
， 值得进

一

步统
一认识 ，

克隆型疾病 ， 其基本病变是克隆性造血干 、 祖细胞发 推广应用 。

育异常 ，
导致无效造血 以及恶性转化危险性增高 。 审病因

，
内外合 因

，
病 由都尽

其主要临床表现为贫血、 感染和出血 ， 可伴有肝脾肿 中 医学将疾病的病因可归纳为三类
， 即 内因 、 外

大
。
目 前常 用 的药物尚 不能治愈本病

，
大量临床实 因和不内外 因 。 《素问 调经论》

日
： 夫邪之生也

，

践证明 ， 以中 医药为主治疗本病 ， 对改善 临床症状 、 或生于阴 ，
或生于阳 。 其生于阳 者 ， 得之 风雨寒暑 。

提高生活质量及延缓其转化 为 白血病
，
有着确切的疗 其生于阴者 ， 得之饮食居处 ， 阴 阳喜怒 。 《金 要

效 。 笔者临证二十余载 ，
以 中 医药为主治疗 积 略 脏腑经络先后病证） 曰

：

“

千般疢难 ，
不越三条 ：

累 了
一

定的经验 ，
分述如下 。

一

者 ，
经络受 邪 ，

入脏腑为 内所因也 ；

二者 ，
四肢九

探病名
，

力求规范
，
宜 髓毒劳 窍

，
血脉相传 ， 壅塞不通 ， 为外皮肤所 中也 ；

三者
，

没有中 医学传统的病名 沿 用 ， 如何冠名 ， 房室金刃 ， 虫兽所伤 。 以凡详之
，
病 由都尽。 笔者

长期 以来颇有争议 。 陈信义等 认为
，
本病可归厲于 认为

，
发病是 内外合 因的结果 。 邪毒能否致病 ，

中医学虚劳 、 血证、 瘀证 、 内伤发热等范畴 。 成诗君 在相 当程度上还取决正气强弱 。 《素问 剌法论》 曰
：

等 认为 ，
本病可归属于虚劳 、 眩晕等范畴。 杨振江 正气存 内

，
邪 不可干

“

； 《素 问 评热病论》
曰

：

等 认为
，
本病可归属于干血劳范畴。 如此等等 ，

均 邪之所凑
， 其气必虚 。

”

由于先天稟赋不足 ，
后天失

不能从病名 上反映 的本质特点 。 年 ，
中 养 ， 或劳倦 内伤 ， 或久病不复 ， 致使机体正气不足 ，

国中 西医结合学会血液病专业委员会与 中华中 医药学 卫外不固 ，
六淫转化之毒 ， 或环境之毒

，
或内生之

会 内科分会血液病专业组讨论认为 ， 可创新命 毒 ， 或药毒 ， 趁虚而入 ， 由 表及里
，
蓄积转盛

，
耗血

名 为 髓毒劳
，
含义 为 ： 髄 代表病位 ，

“

毒 伤髓
，

乃发此病 。

代表病性
，

“

劳 代表病状 。 笔者认 为
，
髓毒劳反 察病机

，
正虚为 本

，
邪实为标

映 了 基本病机特点
，
体现了规范化中 医学病名 目 前

，
对于 旳基本病机 已取得较为

一致的

之准确性 、 特异性、 先进性 、 实用性 、 创新性等命名 看法
，
即正虚邪实 ，

虚实夹杂 。 但对虚与实 的标本 问

原则 ，
更有利于临床 、 教学 、 科研及信息检索等多方 题 尚有争论。 高飞等 认为 ，

为正虚邪实之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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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邪实为本 ， 以气血阴 阳虚损为 外在表现 ，
具有虚实

“

凡大寒大热后 ， 脉络之中 必有扫荡不尽之瘀血 ，
若

夹 杂 ，
以实 为主 的特点 。 许毅等 认 为

，
的病 不驱除

， 新生之血不能流通 ， 元气终不能复 ，

甚有传

机特点主要为 本虚标实 ， 以脾肾亏虚 为本 ， 瘀血 内停 为劳损者 。

”

提示化瘀生血在 治疗 中 的 的重要

为标 。 笔者认为 ，
后者更符合 中 医学理论关于疾病标 地位 。 陈信义 研究表明 ，

活血化瘀药特别是养血活

本之认识 。 《难经 八难》
曰

：

“

气者 ，
人 之根本 血药具有改善骨髓微循环效应

，
同时还具有

一

定的控

也
，
根绝则茎叶枯矣 。 标

”

与 本 是一组相对 制溶血效果 ； 破血行血具有防止或对抗骨髓网硬蛋 白

的概念 ，
若从发病 的 因果关 系来讲 ，

则 因 为 本
，
果 增殖效应。

为标 。 据此
，

因正虚感邪而发病 ，
故正虚为 综上所述

，

益气养血 、 健脾补 肾 、 解毒化瘀为

本 、 邪实为标之病机特点确然。 正虚与邪实贯穿于疾 的基本治疗原则 。

病的始末 ，
又存在相互消长的关 系 ，

病程中不同 的阶 把握邪 正主次侧 重
，
临证施治体 现三

“

和
”

段其主次偏重有所不同 。 故察病机 ，
切不可以主次论 鉴于 本虚标实之病机特点 ， 在治疗时若单用 补

标本 。 笔者认为 ，
素体正气不足

，

卫外不固
，
复感邪 虚扶正

，
则毒瘀不去

， 邪热不除 ，
蛆血不止 ；

若仅用

毒
，
由 表及里

，
蓄积转盛

，
耗血伤髓

，
致气血阴 阳虚 解毒泻 实

，
则 易伤正气 ，

加重出血 。 故治疗时宜权衡

损 。 气血虚弱 ， 失于濡养 ， 则见 乏力 倦怠 ， 头畢 目 标本 ，
注意缓急 ， 根据病变的不同阶段 ， 辨别正虚与

眩 ， 面色萎黄 ；

气虚不摄 ， 血溢脉外 ， 或阴虚火旺 ， 邪实主次偏重 ， 灵活施治 。 邪实为主者 ， 治以解毒化

迫血妄行 ， 则见 血不止
；

因毒致瘀 ， 或久虚致瘀 ， 瘀 ， 软坚散结 ，
益气养血 ； 邪正交争者 ， 治 以解毒化

毒瘀互结 ， 孳生瘰疬 、 痰核 ： 气血不通 ，
不通则痛 ， 瘀 ， 益气养血并重 ；

正虚为主者
，

治 以益气养血 、 健

则见周 身疼痛 ； 毒瘀不去 ， 新血不生 ， 致疾病缠绵难 脾补肾 、 解毒化瘀。

愈。 临床 应用 时应注重体 现三 和
”

。 和
”

者 ，

论治疗
，
扶正祛邪

，
侧重有别 《说文解字》

曰
： 相应也。

”

（ 雅》
曰 谐也。

”

扶正 当益 气养血 ，
祛邪 宜解毒化格 依据 系虚损久病

， 阴 阳渐有相偕之机 ，
治疗既不可

正虚邪实这一病机特点
，
确立扶正祛邪治疗之大法 。 过于扶正以助邪 ，

亦不可过于攻邪以伤正 ， 故用 药平

《张 氏医通） 曰
： 人之虚

，
非气 即血

，

五脏六腑莫 和谓之 和
”

。 临证补泻有时 、 补泻有度 、 泻 中寓补 、

能外焉 ，
而血之源头在乎 肾 ，

气之源头在乎脾 。

”

说 补中寓泻亦谓 和
”

。 若 医者临证在着眼虚实 同 时 ，

明扶正固本应 当注重健脾补肾 、 益气养血 。 《医贯 时时顾及寒热 、 表里 、 阴 阳 、 气血的调和 ，

此 乃大

血症论》
曰

： 有形之血不能速生 ， 无形之气所当急 和
”

也 。 诚如 （ 瘟疫论 卷四 》
所言 ： 寒热并用

固 。 强调补气生血的 重要性 。 许毅等 研究证明
， 谓之和 ，

补泻合剂谓之和 ， 表里双解谓之和 ，
平其亢

补肾中药可以剌激骨髓造血 ， 诱导造血细胞分化 ， 并 逆谓之和。

”

可提高机体免疫功能和应激能力 ，
益气健脾药也有调 回 生汤 系 列 灵活应 用 ， 中 西 互参注重个体化

整免疫功能的作用 。 回生汤系列 方是笔者上世纪 年代初以 当地特产中

《古书 医言》
曰

： 邪气者 ，
毒也。

“

《伤寒论 ’ 草药天蓝苜蓿、 墓头回 、 龙葵等为主药 ， 创立的辨洽

伤寒例》 曰
： 温毒

，
病 之最重者也

，
又 曰 ：

“

寒 急性白血病的 系列方剂 。 用治急慢性 白血病 ，
取效良

毒藏于肌肤
，
至春变为温病

，

至夏变为暑病 。

”

说明 好 。 鉴于 与急性 白血病均具有正虚邪实之相同

毒易从热化 ， 治疗应注重清热解毒 。 周永明 研究表 中 医学病机特点 ， 以及原始 或幼稚 细胞贯穿于疾病

明
，
清解邪毒药具有抑制 骨髄异常增生 ， 调整机体免 始末之类似细胞学特征 ， 故笔者采用 回生汤 系列方加

疫功能 ， 诱导分化造血干细胞的生长 ，
促进 白血病细 减

，

三步辨治 亦取得了 满意的疗效。

胞的凋亡 ， 加速骨髓微循环的新陈代谢等作用 ，
从而 以邪实 为主者 ， 洽当泻实为主 ，

兼顾补虚 。

有利于 骨髄的正 常造血 。 选用 回生 丨 号方 合黄芪 当 归汤 加减化裁 天蓝苜蓿 、

《临证指南医 案》 提 出 ： 经主气 ，
络主血

”

， 墓头回 、 龙葵、 紫河车粉 、 虎杖 、 半枝莲 、 夏枯草 、

又 曰 久病入络。

“

《读医随笔）
曰 血厲有形 ，

山豆根 、 仙鹤草 、 赤芍 、 白茅根 、 炙鳖甲 、 青黛 、 白

瘀 积膜络 曲 折之外 ， 非潜搜 默剔 不 济也 ， 又 曰 花蛇舌草 、 黄芪 、 当 归 ，
以解毒化瘀 、 软坚散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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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气养血 。 高热不退者酌加生石膏 、 知母、 黄芩 ； 出 此病系统的临床报道不多 。 临证只要抓住本虚标本这

血甚者酌加紫草 、 茜草 、 大小蓟
；

胁下痞块者酌加丹
一基本病机

， 灵活掌握辨治策略 ， 方可执简驭繁 ，
从

参 、 三棱 、 莪术 、 红花 ；

颈项 、 腋下及胯腹瘰疬痰核 而取得良好的疗效。

者酌加制半夏、 胆南星 、 浙贝母 ； 骨痛明显者酌加栝

蒌 、 薤 白 、 牛膝 。 以邪正交争为主者 ， 治 当 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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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生异常雜征 中 国一㈣合杂志 ’

，
：

’

许毅 ， 周 永明 ， 黄振翅 ， 等 健脾补贤活血法 为主治疗
系列方剂 。 处方遣药 ，

应仔细把握正虚与邪实关键之
骨 髓增生 异常综合征的临床观察 】

上海 中 医药 杂志 ，

所在
，
结合邪毒 、 正虚性质的不同

，
涉及脏腑 、 气血

：

阴 阳或部位的不同 以及药性归经旳不同 ，
用药宜灵活

【
段资 ， 李雪松 ， 夏小军 从中 医学

“

血 浊
“

理论探讨原

多变
，
不可拘泥 。 《医级 曰

： 治损之道 ，
惟其症 发性血小板增 多症 丨 中 医研究 ，

：

难速愈 ，
所以全赖扶助胃气为主也 。

”

《临证指南 医 许毅 ， 周永明 ， 黄振翅 ， 等 健脾补肾活血方 为主治疗

案》
曰

： 有胃气者生 ， 无 胃气者死
⋯⋯

诸病若能 骨髄增 生异常综 合征 的临床观察 】

上海 中 医药 杂志 ，

食 ， 势虽重 尚可挽救 。

”

故应 时刻注意顾护 胃气 。 另
⑺ ：

‘

外 ，
对于 患者病情进行综合分析 ， 判定预后评

⑴ 周永 明 骨髓增 生异常综合征 的 中 医病机特点和 治疗对

八化奴 业八从几 、 产 工 古存 々口 由虫
、
了 曰

策 丨
」

】 中 医杂志 ， ，
（

巾

， 陈信义 骨抽增 生异常综合征 中西 医结合治疗 思路 丨儿
翻用现代医学治疗手段尽快控制病情 ，

以防恶勝
中 国 中西医结合 杂志 ， 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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