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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胃癌前病变(Precancerous Lesions of Gastric Cancer, PLGC)是胃癌发生前的关键阶段，涵盖慢性萎缩

性胃炎(Chronic Atrophic Gastritis, CAG)伴肠上皮化生和异型增生等情况。本文深入探讨中医药治疗胃

癌前病变的优势，从病因病机、治疗方案等多方面展开详细论述，并参考《黄帝内经》及《素问》等中

医经典，旨在为临床实践提供有力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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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ecancerous Lesions of Gastric Cancer (PLGC) are a crucial stage in the development of gastr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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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cer, encompassing conditions such as chronic atrophic gastritis (CAG) with intestinal metaplasia 
and dysplasia. This article delves into the advantage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in 
treating PLGC, providing a detailed discuss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tiology and pathogenesis, as 
well as treatment plans. It also references classic Chinese medicine texts such as the Yellow Em-
peror’s Inner Canon and the Suwen to provide guidance for clinical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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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胃癌在全球恶性肿瘤中发病率和死亡率均居高不下，中国作为胃癌高发国家，新病例和死亡病例占

全球 40%以上。尽管近年来相关数据有所下降，但因人口基数大且老龄化加剧，新增病例仍持续增加。 
一项多中心的调查研究显示[1]，我国 PLGC 患病率高达 7.3%~25.8%，而 PLGC 的胃癌年发生率高

达 0.1%~0.25% [2]。因此，胃癌前病变作为胃癌发生的重要环节，早期诊治对降低胃癌发生率意义重大。

中医药在该领域积累了丰富经验，具备独特优势。 
全球胃癌发病形势严峻，不同地区发病率存在差异。在一些发达国家，随着生活方式和饮食习惯的

改变，胃癌发病率有所下降，但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亚洲部分地区，胃癌仍然是严重威胁居民健康的

疾病之一。中国由于人口众多，地域广阔，饮食文化多样，胃癌的发病情况更为复杂。例如，一些地区居

民喜食腌制食品、高盐食物，这些饮食习惯与胃癌的发生密切相关[3]。 
胃癌前病变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从慢性浅表性胃炎逐渐发展为慢性萎缩性胃炎，再到伴有肠上皮化

生和异型增生。如果在这个过程中能够及时干预，阻断病变的进一步发展，将大大降低胃癌的发生风险。

因此，深入研究胃癌前病变的治疗方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 病因病机 

2.1. 中医经典对胃癌前病变的认识 

虽然中医经典中没有直接关于胃癌前病变的记载，但依据其临床表现，可将其归入“胃痛”、“痞

满”、“反酸”、“呕吐”等范畴。《黄帝内经》和《素问》等经典对胃病的病因病机有详尽阐述，为中

医药治疗胃癌前病变奠定了理论基础。 

2.1.1. 《黄帝内经》对胃病的认识 
《黄帝内经》指出胃为六腑之一，主受纳和腐熟水谷，以通为顺，以降为用，性喜燥而恶湿。胃与脾

脏互为表里，在五行中皆属土，胃为阳明燥土属阳，脾脏为太阴湿土属阴，二者生理病理相互影响。如

《素问·举痛论》提到“寒气客于胃肠之间，膜原之上，血不得散，小络引急，故痛”，表明寒邪犯胃、

气血壅滞不通是胃痛发生的重要病机。这为我们理解胃癌前病变中可能存在的寒邪因素及其导致的气血

不畅提供了理论依据[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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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素问》对胃病的论述 
《素问·太阴阳明论》强调“脾与胃以膜连”，二者通过经脉相互络属，构成表里相合关系，在生

理功能上共同完成对水谷的消化、精微的吸收与输布，是后天之本。在病理方面，脾病与胃病相互影响。

同时，《素问·灵兰秘典论》指出“肝者，将军之官，谋虑出焉”，肝主疏泄和藏血，其疏泄功能正常与

否对脾胃消化功能至关重要。这提示我们在研究胃癌前病变时，要考虑到肝、脾、胃之间的相互关系以

及肝脏疏泄功能对胃病的影响[5]。 

2.2. 现代中医对胃癌前病变病因病机的认识 

现代中医在继承经典理论的基础上，结合临床实践，对胃癌前病变的病因病机有了更深入的认识。 

2.2.1. 脾胃虚弱 
脾胃虚弱是胃癌前病变发生和发展的根本原因，贯穿于整个过程。其成因多样，包括起居失调、饮

食不化、忧思愤怒、劳倦体虚或禀赋不足等。脾胃虚弱会导致运化失常，进而产生一系列病理因素，如

气滞、食积、湿浊、血瘀等。例如，长期的饮食不规律，过度劳累，会损伤脾胃之气，使脾胃的运化功能

减弱，无法正常消化和吸收食物，从而导致食物在体内积聚，形成食积，进而影响气血的运行，产生气

滞和血瘀等情况。 

2.2.2. 气滞 
气滞是胃癌前病变常见的病理因素之一。肝气郁滞易犯脾胃，脾胃壅滞也会使肝失条达。这种相互

影响会导致一系列症状，如胃痛、胀满等。具体来说，肝气郁滞会导致肝失疏泄，进而使脾土被肝木所

乘，导致脾虚；肝气郁滞还可能郁而化火，肝火犯胃形成胃热，胃热伤阴，导致胃阴虚；同时，肝气郁滞

会使血液运行不利，形成血瘀。例如，长期的精神压力大，情绪抑郁，会导致肝气郁滞，进而影响脾胃功

能，引发胃部不适[6]。 

2.2.3. 湿阻 
湿邪是胃癌前病变另一个重要的病理因素。脾胃虚弱与湿邪的产生密切相关。湿为阴邪，得温则化，

得阳则宣，但湿性黏腻，氤氲难化，难以速消，常缠绵难愈。湿邪难去，会阻碍气机，影响脾胃功能的正

常运转，使脾胃更虚[7]。长期如此，脾胃为湿邪所困，无力祛邪外出，正气不足，湿邪乘虚而入，日久

成瘀。例如，在一些潮湿的环境中生活或工作，或者经常食用一些生冷、油腻的食物，容易导致湿邪入

侵体内，影响脾胃功能，进而引发胃癌前病变相关症状。 

2.2.4. 血瘀 
血瘀是胃癌前病变的主要病理基础。由于发病时间长，脾虚不能健运，脾胃升降失调，气血化生无源，

气虚血少，血液无力运化导致日久成瘀[8]。久病入络，继而成瘀，胃失和降，胃络瘀阻，气滞、湿阻、

痰浊、瘀毒为患，出现一系列症状。例如，一些患有慢性疾病的患者，由于长期的疾病折磨，身体虚弱，

脾胃功能受损，气血运行不畅，容易形成血瘀，进而影响胃部健康。 

3. 治疗方案 

3.1. 中医药治疗原则 

中医药治疗胃癌前病变的原则主要包括疏肝理气、健脾和胃、活血解毒、兼化湿浊等，同时重视心

理因素在治疗中的作用，实现身心同治。 

3.1.1. 疏肝理气 
肝主疏泄，对脾胃的消化功能有重要影响。肝气郁滞易导致脾胃功能失常，因此疏肝理气是治疗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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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前病变的重要原则。常用药物如柴胡、香附、香橼等，能够疏肝解郁，舒畅气机。例如，对于一些因情

绪问题导致肝气郁滞，进而影响脾胃功能的患者，使用这些药物可以缓解肝气郁滞的情况，改善脾胃功

能[9]。 

3.1.2. 健脾和胃 
脾胃虚弱是胃癌前病变的根本原因，因此健脾和胃是治疗的关键。常用药物如党参、黄芪、白术、

茯苓等，能够健脾益气，恢复脾胃的正常生理功能。例如，对于脾胃虚弱的患者，使用这些药物可以增

强脾胃的运化能力，提高身体对食物的消化和吸收能力。 
1) 健脾药物的作用机制 
党参含有多种有效成分，如多糖、皂苷等，这些成分可以调节机体的免疫功能，增强脾胃的运化能

力。黄芪则具有补气升阳、益卫固表等作用，通过提高机体的阳气，促进脾胃的运化。白术可以健脾燥

湿，改善脾胃的湿浊环境，茯苓则有利水渗湿、健脾宁心的作用，通过调节体内的水分代谢，促进脾胃

的运化。 
2) 和胃药物的作用机制 
和胃药物主要是通过调节胃的蠕动、胃酸分泌等生理功能来实现和胃的目的。例如，一些和胃药物

可以促进胃的蠕动，使食物在胃内能够更好地消化和吸收，减少食物在胃内的停留时间，避免食物积滞

[10]。同时，一些和胃药物可以调节胃酸分泌，使胃酸分泌处于一个合理的水平，避免胃酸过多或过少对

胃黏膜造成损伤。 

3.1.3. 活血解毒 
血瘀是胃癌前病变的主要病理基础，因此活血解毒是治疗的重要原则。常用药物如丹参、当归、川

芎等，能够活血化瘀，改善胃黏膜的循环障碍。同时，针对幽门螺杆菌(Hp)感染等致病因素，使用具有抑

菌作用的中药如黄连、黄芩、蒲公英等。例如，丹参中的丹参酮等成分可以扩张血管，促进血液循环，当

归中的阿魏酸等成分可以抑制血小板聚集，改善血液的流变学特性，川芎可以促进血管生成，改善胃黏

膜的微循环。黄连、黄芩、蒲公英等中药对幽门螺杆菌有抑制作用，可以减少幽门螺杆菌对胃黏膜的损害。 

3.1.4. 兼化湿浊 
湿邪是胃癌前病变的重要病理因素之一，因此兼化湿浊是治疗的重要原则。常用药物如平胃散、不

换金正气散、三仁汤等，能够芳香化湿、祛湿化浊。例如，平胃散中的苍术、厚朴、陈皮等成分可以燥湿

健脾，改善脾胃的湿浊环境，不换金正气散中的藿香、佩兰等成分可以芳香化湿，三仁汤中的杏仁、白

蔻仁、薏苡仁等成分可以利湿健脾，这些药物通过不同的方式改善脾胃的湿浊环境，促进脾胃的运化[11]。 

3.2. 中医药治疗胃癌前病变特色思想 

3.2.1. 辨证论治 
中医药治疗 PLGC 强调辨证论治，即根据患者的具体病情、体质及临床表现等因素，综合分析，确

定病因病机，从而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 
疏肝理气，健脾和胃 
针对肝气郁滞、横逆犯胃所致的 PLGC 患者，治疗应以疏肝理气、健脾和胃为主。谢晶日教授常用

柴胡、香附、香橼等疏肝解郁之品，配合党参、白术、茯苓等健脾益气之药，以恢复肝脾的正常生理功

能。这种治疗方案是基于患者的具体病因病机，即肝气郁滞影响脾胃功能，通过疏肝理气和健脾和胃的

药物组合，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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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血解毒，兼化湿浊 
血瘀是 PLGC 的重要病理基础，治疗时应注重活血化瘀。同时，湿邪阻滞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因

此需兼以化湿浊。谢晶日教授常用丹参、当归、川芎等活血养血之品，配合三棱、莪术等活血破瘀之药，

以及黄芩、黄连等清热燥湿之剂，以达到活血解毒、兼化湿浊的目的。这种治疗方案综合考虑了血瘀和

湿邪两个重要病理因素，通过多种药物的协同作用，改善患者的病情。 
温肾复阳，调补脾肾 
对于脾肾阳虚型的 PLGC 患者，治疗时应注重温肾复阳、调补脾肾。常用肉桂、附子等温阳散寒之

品，配合党参、白术等健脾益气之药，以恢复脾肾的生理功能。这种治疗方案是针对脾肾阳虚这一特定

病因病机而制定的，通过温肾复阳和调补脾肾的药物组合，改善患者的身体状况。 

3.2.2. 整体调理 
中医药治疗 PLGC 不仅关注局部病变的治疗，更注重整体调理。通过调整患者的饮食、作息及情志

等因素，增强体质，提高抗病能力，从而达到预防和治疗 PLGC 的目的。 
饮食调理 
《素问·脏气法时论》曰：“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合理的饮食调理对于

PLGC 的治疗至关重要。谢晶日教授建议患者避免食用辛辣、油腻、生冷等刺激性食物，多食用易于消

化、富含营养的食物，如瘦肉、白萝卜、陈皮、白芍等，以达到健脾化滞、舒肝柔肝调气的目的。合理的

饮食结构可以提供身体所需的营养物质，促进脾胃的运化，同时避免刺激性食物对胃黏膜的损伤。 
作息调整 
良好的作息习惯对于维护脾胃功能、预防 PLGC 具有重要意义。谢晶日教授建议患者保持规律的作

息时间，避免熬夜、过度劳累等不良习惯，以增强体质，提高抗病能力。规律的作息可以保证身体各器

官的正常运转，促进气血的循环，有利于脾胃功能的维护。 
情志调节 
情志因素在 PLGC 的发病中占据重要地位。《素问·举痛论》曰：“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

消，恐则气下。”情志不遂可导致气机郁滞，进而形成血瘀等病理变化。因此，情志调节也是中医药治

疗 PLGC 的重要环节。谢晶日教授强调，医生应耐心开导患者，使其保持愉悦的心情，正确认识疾病，

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良好的情志状态可以促进气血的顺畅流动，避免因情志因素导致的病理变化[12]。 

4. 中医药治疗的优势 

4.1. 整体调节 

中医药治疗胃癌前病变强调整体调节，不仅针对病灶进行治疗，还注重调节患者的整体机能。通过

疏肝理气、健脾和胃等方法，改善患者的气血循环和脏腑功能，提高机体的抗病能力。例如，在治疗过

程中，通过调节肝脏的疏泄功能，使肝气顺畅，进而影响脾胃的运化功能，改善患者的消化吸收能力。

同时，通过健脾和胃，增强脾胃的运化能力，进一步提高身体的抵抗力，使患者的整体健康状况得到改

善[13]。 

4.2. 个性化治疗 

中医药治疗胃癌前病变注重辨证施治，根据患者的具体病情和体质特点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这

种个性化治疗方法能够更好地适应患者的病情变化，提高治疗效果。例如，对于不同病因病机的患者，

如肝气郁滞型、脾胃虚弱型、血瘀型等，会采用不同的治疗方案，针对性地解决患者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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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副作用小 

相比西药治疗，中医药治疗胃癌前病变的副作用较小。中药多为天然植物药，对人体无毒副作用或

副作用较小。同时，中医药治疗注重整体调节和个性化治疗，能够减少不必要的药物使用和药物间的相

互作用。 

4.4. 远期疗效好 

中医药治疗胃癌前病变注重调节患者的整体机能和脏腑功能，具有远期疗效好的特点。通过长期治

疗，能够改善患者的体质和免疫功能，降低胃癌的发生率。 

5. 结论 

中医药治疗胃癌前病变具有独特的优势，包括整体调节、个性化治疗、副作用小和远期疗效好等。

通过疏肝理气、健脾和胃、活血解毒等方法，中医药能够有效地改善患者的症状和体质，降低胃癌的发

生率。未来，应进一步深入研究中医药治疗胃癌前病变的机制和效果，为临床实践提供更有效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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