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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经药，又称“引经报使药”。引经是中医药学

先贤在归经与配伍理论基础上，经过长期临床实践总

结出的用药经验。明·何瑭《医学管见》曰：“引经

即引治病之使，至谓病之所在，各须有引导之药，使

药与病遇始得有功。”通过配伍引经药，引导其他药

物作用于病所，引导他药归经脉，使得与之配伍的药

物的作用方向或部位改变或有所侧重集中，甚至可直

接影响和引导正气归宅以及病邪外达[1～2]。
中医药治疗癌症以扶正祛邪为指导思想，中西医

结合治疗可以取长补短，充分发挥其在癌症治疗各阶

段的作用。笔者认为，在治疗癌症用药时可酌情加入

相应病变部位的引经药，配伍他药，引导中药以及相

应治疗的西药、靶向药物入病所，扶正气祛病邪，会

有事半功倍的效果。兹以引经药桔梗防治肺癌为例，

成新辅助化疗和术后化疗，从而提高了治疗效果。实

验组患者的 1、2、3 年生存率均优于对照组，其中 2

年生存率 2 组比较，差异有显著性意义(P＜0.05)，

提示采用中西医结合治疗 NSCLC 可以改善患者临床

症状，减轻化疗的不良反应，提高患者远期生存率，

疗效确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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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引经是在中医药学归经与配伍理论基础上，经过长期临床实践总结出的用药经验。以引经药桔梗防治肺癌为例，将引
经理论与癌症用药治疗相结合，利用引经药引导相应中药以及靶向药物进入病所病灶、扶正祛邪，阐明引经理论在治疗癌症中的
作用，为中西医结合治疗癌症提供另一种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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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体会如下。
1 桔梗特性

桔梗味苦，性辛、平，归肺经。有宣肺，祛痰，

利咽，排脓之功效。本品辛散苦泄，长于开宣肺气、
祛痰利气，治疗咳嗽痰多，胸闷不畅；宣肺泄邪、利

咽开音，治疗咽喉肿痛，失音等。本品性散上行，可

以利肺气以排壅肺之脓痰，并为载药上行之主药。
《珍珠囊药性赋》记载：“其用有四：止咽痛，兼除

鼻塞；利膈气，乃治肺痈；一为诸药之舟楫；一为肺

部之引经。”清·黄宫绣《本草求真》则载：“桔梗系

开肺气之药，可为诸药舟楫，载之上浮。”以上均指

明桔梗作为引经药，能配伍引导方中药物药力上行，

用以治疗上焦疾病。
2 中医药含桔梗组方治疗肺癌

肺癌的辨证主要分为四个证型：瘀阻肺络证、痰

湿蕴肺证、阴虚毒热证、气阴两虚证[3]。其中瘀阻肺

络证选用血府逐瘀汤加减以行气活血，散瘀消结。方

由桃红四物汤活血化瘀兼能养血，合四逆散疏肝理气

兼能和血，加引经药桔梗、牛膝而成。桔梗载药上

行，牛膝引血下行。方中桔梗苦辛而平，苦能通泄，

辛能行散，开宣肺气，为“舟楫之剂”，可载药上行

直达病所。桔梗合枳壳、柴胡，三药相伍，引诸药入

肺经开宣肺气，肺气开通，则气之上下升降无阻，使

气行则血行。值得注意的是桔梗作用虽主要在肺，但

并不局限于肺，借助调节肺的生理功能，而协调与其

它脏腑的关系[4]。气阴两虚证选用生脉散合百合固金

汤加减以益气养阴。方中桔梗宣肺利咽，化痰散结，

并载药上行，助诸药达病所[5]。
亦有选用参苓白术散治疗肺癌及其转移的报道。

丁军利[6]观察参苓白术散加味治疗晚期非小细胞肺癌

38 例，经治疗后瘤体稳定率达 89.474%(34/38)，卡

氏评分明显提高，其中提高超过 10 分达 84.211%，

近期综合治疗收益者占 63.158%，说明参苓白术散

加减方治疗晚期非小细胞肺癌在稳定瘤体、提高生活

质量等方面有较好疗效。丰哲等[7]发现，肺癌骨转移

患者口服参苓白术散加味，免疫组化方法测定治疗前

后肺癌骨转移患者病灶组织的 COX-2、VEGF 的含

量。治疗组治疗后 COX-2、VEGF 的含量均比治疗

前及对照组下降，差异均有显著性意义(P＜0.05)。
参苓白术散方中选用桔梗，首先桔梗入肺经，宣肺利

气，使得肺功能协调，肺主气，司呼吸，调节全身气

机升降出入；其次桔梗引诸药入肺，肺主行水，通调

水道，下输膀胱，推动和调节全身水液的输布和排

泄，加强方中渗湿祛湿药的效果；第三作为舟楫之

剂，引脾气上升，补脾益肺，培土生金之意。因此，

在中药组方治疗肺癌时可酌情加入肺经引经药桔梗

等，疗效显著，其他癌症患者的治疗也可酌情加入相

应引经药物。
3 桔梗防治肺癌的现代研究

桔梗防治肺癌现代研究主要包括诱导肺癌细胞凋

亡，增强机体免疫功能，抑制肿瘤浸润及预防肿瘤肺

转移。桔梗皂苷类成分具有抑制肺癌细胞生长，诱导

肺癌细胞凋亡的作用[8]。代群等研究发现，桔梗皂苷

D 通过影响 Bcl-2 家族蛋白表达水平而降低线粒体

跨膜电位，继而激活 Caspase 系统，诱导肺癌细胞

凋亡[9]。易亚乔等通过体外实验证实，桔梗总皂苷对

肺腺癌细胞株 A549 的生长抑制及诱导凋亡作用。倒

置显微镜观察桔梗总皂苷处理后的 A549 细胞，发现

细胞有明显变形、皱缩及溶解、死亡现象。研究

发现，MTT 法检测桔梗总皂苷对肺腺癌 A549 细

胞有抑制作用，且呈剂量依赖关系，随药物浓度增

加而增强(P＜0.05)，实验中桔梗总皂苷最高浓度为

50 μg/mL， 对 肺 腺 癌 A549 抑 制 率 为 (87.04±
0.37)%。随桔梗总皂苷浓度的增加，肺腺癌 A549 细

胞周期阻滞于 G0/G1 期比例更高，可促进肺腺癌

A549 细胞凋亡(P＜0.05)[10]。
桔梗可增强机体免疫，Xie 等研究发现，桔梗皂

苷 D2 能够引起 Th1 及 Th2 细胞的免疫应答，增强

机体的免疫能力 [11]。Yeo Dae Yoon 进行了桔梗对

RAW 264.7 细 胞 丝 裂 原 活 化 蛋 白 激 酶 (mitogen-

activated protein kinases， MAPKs) 和 转 录 因 子

AP-1 的作用研究， 结 果 表 明 ， 桔 梗 至 少 部 分 以

MAPKs 和 AP-1 作为引起对巨噬细胞活化作用的媒

介[12]。桔梗中分离出来的桔梗皂苷 D 和桔梗皂苷 D3

对活性 RAW264.7 细胞有调解一氧化氮的产生和

TNF2α的分泌作用[13]。
桔梗可抑制肺癌细胞的浸润与转移。毕承华提到

B16-F10 细胞具有浸润重建基底膜(基质胶)的作用，

桔梗根水提取物所含 CK 可抑制 B16-F10 细胞浸润

基质胶 / 纤维结合蛋白 - 包埋过滤膜的作用，且呈浓

度依赖方式[14]。刘玲琳等观察乳移平配伍肺经引经药

桔梗抗乳腺癌肺转移的实验研究，发现与乳移平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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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乳移平配伍桔梗后可进一步提高荷瘤裸鼠原

位瘤抑制率 3.79%以及降低肺转移发生率 26.44%。
与对照组比较，乳移平和乳移平配伍桔梗组均能下

调原位瘤中 CXCR4 和肺组织中 CXCL12 的表达，与

乳移平单方比，乳移平配伍桔梗后可进一步下调原位

瘤 中 CXCL12 和 肺 组 织 中 HER-2 表 达 (P＜0.01，

P＜0.05)[15]。昊金娜等采用乳腺癌高转移 4TI 细胞接

种于 BALB/c 小鼠第二对乳房脂肪垫建立乳腺癌肺转

移模型，灌以桔梗及桔梗配伍不同治则中药，研究桔

梗配伍不同治则中药对乳腺癌肺转移的影响。结果

发现，与模型组比较，桔梗及其配伍组显著抑制乳

腺癌肺转移动物的瘤重(P＜0.01)，动物肺转移灶面

积明显减小(P＜0.01)，动物原位瘤中 Smad4 蛋白表

达显著升高(P＜0.01)。桔 梗 组 原 位 瘤 中 TGFβ1、
Smad7 蛋白表达降低，但差异无显著性意义；与模

型组比较，桔梗及桔梗配伍不同治则中药组动物肺

转移灶中 TGFβ1、Smad7 蛋白表达降低(P＜0.05)，

Smad4 蛋白表达升高(P＜0.01)，说明桔梗及桔梗配

伍不同治则中药对乳腺癌肺转移动物有明显的治疗

作用[16]。
4 结语

大量临床及实验研究表明，引经药桔梗在防治

肺癌方面有一定作用。癌症的预后一般较差，近年

来通过大量研究发现，运用中医学理论辨证论治，

并在癌症不同阶段采用中西医结合疗法，对于减毒

增效，提高生活质量有较好的疗效。通过患者的临

床表现，结合经络、脏腑理论，根据肿瘤所在部位，

有目的地选择一些引经药物，通过引经药特性有目

的地将治疗药物包括组方中的其他中药以及肿瘤靶

向药物、相关西药等导向病所，引药入经。同时诱

导癌细胞凋亡，抑制肿瘤浸润及预防肿瘤肺转移，

增强机体免疫功能以达到扶正祛邪的功效。将中医

药学归经引经理论与癌症治疗研究相结合将是防治

癌症新突破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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