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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肺癌是我国发病率和死亡率最高的癌症之一，主要症状为长期咳嗽、咯血和肺部阴影。每年约有63.1万
人死于肺癌，主要危险因素包括吸烟、空气污染等。肺癌的发展涉及肿瘤细胞与微环境的复杂互动，其

中包括外泌体，这些细胞囊泡在肿瘤生长和侵袭中扮演重要角色，并可能成为治疗靶点。中医认为肺癌

由正气亏虚、阴阳失调引起，病性虚实夹杂，治疗需结合宣肺理气、化痰祛瘀、益气健脾、温阳补肾等

多种方法。肺癌的治疗既要扶正又要祛邪，针对“痰”“瘀”“毒”等病理特点进行综合治疗。充分发

挥中医药扶正祛邪，控制肿瘤发展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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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ung cancer is one of the cancers with the highest morbidity and mortality in China, and the main 
symptoms are prolonged cough, hemoptysis and lung shadows. About 631,000 people die of lung 
cancer every year, and the main risk factors include smoking and air pollution. Lung cancer devel-
opment involves complex interactions between tumor cells and the microenvironment, including 
exosomes, which are cellular vesicles that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umor growth and invasion and 
may be therapeutic targets. According to TCM, lung cancer is caused by deficiency of positive energy 
and imbalance of yin and yang, and the disease is characterized by a mixture of deficiency and real-
ity, so the treatment needs to combine various methods, such as declaring the lung and regulating 
the qi, resolving phlegm and eliminating blood stasis, benefiting qi and strengthening the spleen, 
warming the yang and nourishing the kidneys. The treatment of lung cancer should not only support 
the positive but also dispel the evil, and carry out comprehensive treatment according to the patho-
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phlegm”, “blood stasis”, “poison” and so on. It should give full play to the 
role of Chinese medicine in supporting the positive and dispelling the evil, and controlling the de-
velopment of tum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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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肺癌是呼吸道常见的恶性肿瘤，威胁着全人类的健康，肺癌是我国发病率和死亡率最高的癌症之一，

以长期咳嗽、咯血、肺部阴影为特征，根据中国国家统计数据，每年约有 63.1 万人死于肺癌。肺癌发病

的危险因素是吸烟、空气污染、职业暴露和慢性肺部疾病[1]。肿瘤不是孤立的实体，而是涉及转化细胞

和非转化细胞之间细胞间通讯的复杂系统网络。肿瘤发展的组织微环境由增殖的肿瘤细胞、肿瘤基质、

血管、浸润的炎症细胞和各种相关的组织细胞组成。它是肿瘤进展过程中由于与宿主相互作用而出现的

独特环境。它由肿瘤产生，并且始终由肿瘤塑造和控制，肿瘤协调周围组织中发生的分子和细胞[2]。外

泌体是所有细胞(健康细胞和患病细胞)释放的内吞来源的膜囊泡，大小范围为 30 至 150 nm，这些微小的

颗粒能够携带多种关键的生物分子，如脂质、蛋白质、DNA 以及各类 RNA，包括信使 RNA 和 microRNA。

它们在细胞间通讯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通过局部和系统途径实现分子的传递。在肿瘤领域，无论是源自

肿瘤细胞还是非肿瘤细胞的外泌体，它们不仅直接影响肿瘤细胞的行为，还能作用于与肿瘤相关的多种

细胞类型，如纤维母细胞、内皮细胞、免疫细胞和干细胞。这些外泌体正在成为肿瘤进展和侵犯的新兴

调控因子[3]。在癌症领域，肿瘤细胞分泌的微小囊泡——外泌体，已被发现携带能够增强或抑制免疫反

应的免疫调节因子。例如，研究发现，源自人类和实验鼠的 B 淋巴细胞的外泌体能够激活抗原特异性的

MHC II 类限制性 T 细胞反应，这表明肿瘤外泌体在抗原呈递过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4]。近年来

外泌体在肺癌治疗方面的研究越来越多，认为外泌体在肺癌的治疗领域中有望成为新的治疗靶点。众多

研究表明，通过降低外泌体的数量和调整特定 miRNA 的水平，能够提高肿瘤细胞对化疗药物的反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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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增强机体对肿瘤的免疫攻击，进而促使肿瘤细胞凋亡，并有效遏制其生长、入侵和扩散过程[5]。 
中医学认为，肺癌的病理特征是由虚转实，虚实相互纠缠。肺癌的起始在于正气虚弱、阴阳失衡，

六淫之邪借机侵扰，邪气在肺部凝结，造成肺气不调，肺的宣泄与肃降功能出现障碍，气机不畅，血脉

运行受困，津液分布不均，进而凝结成痰，痰气郁结，血脉瘀阻，久而成疾，形成肺部积聚。肺癌的四大

致病因素为“虚”、“痰”、“瘀”、“毒”，这些因素贯穿于肺癌的全过程。其中，正气亏损常见于气

虚、阴虚、气血双虚，而毒泛则多表现为痰凝、气滞、血瘀、毒聚，临床上展现出各式各样的复杂证候。 
肺癌的病变部位在肺部，其发生与肺、脾、肾三脏的功能失衡紧密相连，正气虚弱和邪毒泛滥是肺

癌发生的根本内在因素。在疾病的早期阶段，常见肺气郁结和痰瘀互结，治疗上侧重于疏解肺气、化痰

消瘀；到了疾病的中期，脾脏功能受损，导致运化不利，痰湿内聚，治疗时主要针对肺脾气虚或脾虚痰

湿，以补气健脾、固土生金为治疗原则；随着病情进展，气血阴阳耗损，损伤波及肾脏，形成气阴两虚、

肾阳亏损，治疗上应着重于益气滋阴、温补肾脏。在邪实方面，痰、瘀、毒的交织是肺癌的关键病理特

征，由于肺、脾、肾三脏功能失调，导致津液无法正常输布和温煦，从而引起湿聚成痰，痰瘀毒邪泛滥。

因此，中医治疗在强身固本的同时，也不忘祛除邪气，治疗策略应灵活运用化湿祛痰、活血化瘀、解毒

散结等多种方法[6]。 

2. 正虚毒泛是肺癌相关外泌体播散的根本条件 

在中医学的深邃智慧中，正气与邪气的斗争被视为人体健康与否的关键所在。正气，这位无形的卫

兵，默默守护着我们的身体健康，它等同于现代医学中的免疫系统，如自然杀伤细胞、树突状细胞、肿

瘤坏死因子等，是维护身体各项生理功能正常运行的重要力量。在人体内，肿瘤细胞的产生是一个持续

不断的过程，其中破坏机体生理功能、抑制抗肿瘤的免疫细胞、促进肿瘤生长功能的称为邪气，如生长

转化因子，表皮生长因子等，而外泌体内就携带着大量的“邪气”。当正气充沛，能够有效地与邪气抗

衡，人体便得以保持健康状态，正如内经所说：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然而，当正气受损，人体的抵抗力

下降，肿瘤细胞便有了可乘之机，开始肆无忌惮地生长。肺癌作为一种常见的恶性肿瘤，其发生正是正

气虚弱、邪毒积聚的结果。在中医的视角下，肺癌是肺部病理产物的体现，是正虚毒聚的必然产物。肿

瘤相关外泌体，作为肺癌的信使，它们通过血液和组织液的途径在体内扩散，这种过程在中医理论中可

以理解为“毒泛”。当正气不足时，它们在正常细胞周围播散，干扰细胞的正常生理活动，甚至促使正常

细胞同化，从而加剧了肿瘤的增殖与扩散。同时，邪气侵袭肺部，导致肺失宣降，肺卫失司，这种病变不

仅仅局限于肺部，而是从肺部影响到全身。肺为华盖之脏，主一身之气，肺的功能失常，将直接影响到

全身的气机调节，进而削弱免疫系统的整体能力，影响全身的生理功能。这种情况下，人体对疾病的抵

抗力大大降低，各种疾病便有了可乘之机。 

3. 邪盛正衰是肺癌相关外泌体播散的推动关键 

肺癌细胞在其生长和扩散的过程中，展现出一种惊人的能力——改变内环境，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生

存条件。在这一过程中，外泌体成为了细胞内环境调节的关键因素。我们可以将细胞的内环境比作一个

军营，而外泌体就像是这个军营中的工兵，它们在不同的军营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在正常细胞的环境

中，外泌体就像是正气，它们携带着大量的生物信息，如蛋白质、核酸和其他分子，这些信息对于维持

细胞的稳态至关重要。外泌体在细胞间的通讯中起着桥梁的作用，它们传递信号，帮助细胞协调其功能，

确保整个生物体的健康运作。在这种状态下，外泌体是生命活动的有益组成部分，它们帮助细胞适应环

境变化，促进正常的生理过程。然而，在肿瘤细胞的内环境中，外泌体的角色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它

们不再是维持秩序的工兵，而是变成了邪气，成为不利于生命活动的因素。在肿瘤细胞中，外泌体被用

https://doi.org/10.12677/acm.2024.14112908


李丰池，隋博文 
 

 

DOI: 10.12677/acm.2024.14112908 508 临床医学进展 
 

来传递促进肿瘤生长和侵袭的信号，它们可以改变周围组织的微环境，为肿瘤的增殖和转移创造条件。

这些外泌体可能会携带促进血管新生、增强肿瘤细胞侵袭性的分子，甚至可能包含抑制免疫系统功能的

信号，从而帮助肿瘤细胞逃避免疫监视。首先是树突状细胞，有研究指出，当与肿瘤细胞(例如肺癌、乳

腺癌、膀胱癌细胞)释放的外泌体共同培养时，树突状细胞(DC)表面的 CD80、MHC-II、CD86 分子表达

显著减少，而 PD-L1 分子的表达则显著增加。同时，观察到肿瘤坏死因子-α (TNF-α)、白细胞介素-6 (IL-
6)、白细胞介素-12 (IL-12)以及诱导型一氧化氮合酶(iNOS)的水平下降，而精氨酸酶 I (arginase I)的活性却

显著提升，这些变化导致 DC 细胞表现出免疫抑制的特性。[7]-[9]。接着，Fabbri 等人[10]的研究揭示，

肺癌细胞来源的外泌体富含 miR-21 和 miR-29a。通过共聚焦显微镜技术观察到，这些 miRNAs 能够与小

鼠的 TLR7 受体和人类的 TLR8 受体结合，进而激活巨噬细胞中的 TLR 信号通路，从而促进肿瘤细胞的

转移过程。最终，肿瘤细胞分泌的外泌体还能抑制自然杀伤(NK)细胞上活化性受体 NKp46 和 NKp30 的

表达，从而削弱 NK 细胞的杀伤能力[11]-[13]。 
《医经秘旨》中有云：“要知邪气即吾身中之正气，治则为正气，不治则为邪气。”[14]这句话深刻

地揭示了外泌体在肿瘤发生中的作用。在正常情况下，外泌体是维持细胞和机体健康的正气，但在肿瘤

的背景下，它们变成了促进疾病进展的邪气。这种转变不仅揭示了外泌体功能的多样性，也为我们提供

了治疗肿瘤的新思路。《诸病源候论》记载：“诸脏受邪，初未能为积聚，留滞不去，乃成积聚。”随着

癌毒组织的不断发展，其根基变得越来越稳固。肿瘤细胞通过外泌体等机制，逐渐接管了周围组织的营

养供应，包括血管和细胞中的营养物质。这种资源的掠夺导致了正邪失衡，即机体的正常生理功能与肿

瘤的病理性增殖之间的平衡被打破。这种失衡不仅加速了肿瘤的生长，还为肿瘤的转移提供了便利。 
在肺癌的发展过程中，外泌体的作用是多方面的。它们可以促进肺癌细胞对周围组织的侵袭，帮助

肺癌细胞在体内扩散。同时，外泌体还可以改变肿瘤微环境，使其更加有利于肺癌的生长。例如，它们

可以促进肿瘤相关血管的生成，为肿瘤提供更多的营养；它们还可以招募免疫抑制细胞，帮助肿瘤细胞

逃避免疫系统的攻击。因此，研究外泌体在肺癌中的作用机制，对于开发新的治疗方法具有重要意义。

如果我们能够找到方法来抑制或改变肿瘤细胞中外泌体的功能，或许能够有效地阻断肿瘤的生长和扩散

途径。例如，通过阻断外泌体的产生或干扰它们与靶细胞的通讯，我们可以削弱肿瘤细胞的侵袭能力，

恢复机体的免疫监视功能，从而为肺癌的治疗提供新的策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可以从中医的角度

出发，探索如何通过调整正邪平衡，利用正气来抑制邪气，达到治疗肺癌的目的。 

4. 从“正虚”和“毒泛”探讨肺癌的治疗 

“正虚”是指肺癌患者免疫下降，这种状态使得肺癌细胞得以通过外泌体等多种途径实现免疫逃逸。

同时免疫下降，导致患者造血功能受损，白细胞数量减少，从而无法有效清除肿瘤细胞及其代谢产物。

此外，正气亏虚的患者在接受放化疗时，更容易出现毒副作用，且可能因免疫力低下而遭受并发感染的

困扰。在对抗肺癌的过程中，中医药的扶正法显示出其在提高抗癌效果和降低肿瘤免疫逃逸方面的显著

潜力。研究表明，朝鲜淫羊藿中的多糖成分，作为一种重要的活性成分，能够促进关键细胞因子如 IFN-
γ和 TNF-α的分泌，这些因子对于激活 CD4+T 细胞的分化至关重要，进而增强了机体的抗肿瘤免疫反应

[15]。中药的治疗效果不仅限于单一药物成分，中药复方同样显示出其独特的作用。例如，益肺饮这一中

药复方，以其扶正解毒的功效，能够有效降低肺癌 A549 细胞分泌的 TGF-β，这是一种在肿瘤免疫逃逸中

发挥重要作用的细胞因子。通过减少 TGF-β的分泌，益肺饮有助于恢复免疫系统的平衡，提高机体对肿

瘤细胞的清除能力[16]。 
“毒泛”是肺癌增殖和转移的关键环节，这一概念在中医学以及现代医学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现

代研究表明，肺癌外泌体在癌症的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与健康个体相比，癌症患者，尤其是那些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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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晚期或转移阶段的患者，其血浆中的外泌体数量显著增加[17]。肿瘤外泌体的细胞间通讯是双向的，它

们在肿瘤细胞和周围组织之间传递信息[18]。这种通讯机制不仅取决于产生外泌体的亲代细胞，还取决于

接收外泌体的受体细胞。受体细胞在接收外泌体后，可能会经历遗传和分子层面的改变，这种改变被称

为细胞重编程，它有助于肿瘤细胞的增殖和转移。 
中医治疗肺癌强调整体观念，首先调节外泌体的产生和分泌，减少肺癌细胞通过外泌体进行的免疫

逃逸，以及影响外泌体的内容物，如 microRNA、蛋白质等，从而改变它们对受体细胞的影响。因中药作

用靶点广泛，所以在治疗肺癌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从单一信号通路研究中医药的作用机制可能显得较

为肤浅，但随着现代医学对信号通路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中医药的作用是多靶点、多通

路的，这与中医的整体辨证论治理念相契合。 

5. 小结 

本文围绕正虚毒泛病机解释肺癌的增殖、转移以及治疗。从全文来看，“正虚”、“毒泛”互为因

果，既对机体免疫产生消极作用，又加剧了肿瘤的增殖转移。其中“正虚”是肺癌发生的重要基础，而

“毒泛”是肺癌发展的核心因素。随着现代医学的发展，我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邪盛正衰贯穿着整个疾

病的始终。理解外泌体与肺癌发生发展关系，有助于更好地指导临床研究，为中西医结合防治肿瘤做出

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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