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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肿瘤已成为威胁人类健康和导致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以毒攻毒法是中医治疗恶性肿瘤的重要手段之一，有毒中药

在配合手术及放化疗诊治恶性肿瘤及其并发症的过程中常能发挥意想不到的良效。归经理论是中药药性理论的重要组成部

分，其把药物作用与人体脏腑经络密切联系，来说明药物对机体某部分的选择性作用。以《中国药典》2010 年版收录的、

中医临床常用方药以及上市中成药中的有毒中药作为研究对象，系统地总结了其性味归经、化学成分、药理作用，并从其抗

癌的研究与应用角度探讨了其与归经的关系，为有毒中药在抗肿瘤天然药物研究与应用方面提供依据与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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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已成为威胁人类健康和导致死亡的主要原

因之一，数据表明过去 10 年间，全球癌症发病率增

长了 22%，并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其中肺癌、胃癌、

食道癌、肝癌、直肠癌等恶性肿瘤均居癌症新发病

率和死亡率的前 10 位[1]。以毒攻毒法是中医治疗恶

性肿瘤的重要手段之一，有毒中药在配合手术及放

化疗诊治恶性肿瘤及其并发症的过程中，只要合理

控制使用剂量，在保留药效成分的同时注重配伍减

毒，就会发挥意想不到的良效[2]。 
归经理论是中药药性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

把药物作用与人体脏腑经络密切联系，来说明药物

对机体某部分的选择性作用，为临床用药提供依据。

徐树楠[3]通过同位素示踪技术，对标记的 23 种中药

成分在人体脏腑分布与归经关系进行了研究，发现

药物成分的分布与其归经所属脏腑基本一致或大致

相符的占 87%，提示在归经理论的指导下，可以有

针对性地选择中药特别是含有有毒成分的中药对机

体特定脏腑的癌变进行治疗，对于改善患者症状与

体征，减轻放化疗不良反应、延长患者生存期等方

面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本文以《中国药典》2010 年版收录、中医临床

常用方药以及上市中成药中的有毒中药为研究对

象，系统地总结了其性味归经、化学成分、药理作

用，并从其抗肿瘤及其并发症的研究与应用角度探

讨其与归经的关系，为该类中药在抗肿瘤天然药物

研究与应用方面提供依据与参考。 
1  有毒中药信息统计 
1.1  药材来源统计 

有毒中药的信息均来自其在《中国药典》2010
年版一部“性味与归经”项下的内容[4]。检索得到

有毒中药材和饮片共计 84 个品种，通过对药材的采

集、炮制以及归经进行合并整理得到植物药 71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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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药 8 个，矿物药 5 个。其中大毒 10 种，分别是

川乌、马钱子、马钱子粉、天仙子、巴豆、巴豆霜、

闹羊花、草乌、斑蝥、红粉；有毒 42 种，分别是三

颗针*、干漆、山豆根、千金子、千金子霜、制川乌、

土荆皮、天南星、制天南星*、木鳖子、甘遂、仙茅、

白附子、白果、白屈菜*、半夏、华山参、芫花、苍

耳子、两头尖、附子、苦楝皮、京大戟、制草乌、

牵牛子、香加皮、洋金花、臭灵丹草*、狼毒*、常

山、商陆、蓖麻子、罂粟壳、全蝎、金钱白花蛇、

蜈蚣、蕲蛇、蟾酥、朱砂、轻粉、硫黄、雄黄；小

毒 31 种，分别是丁公藤、九里香、大皂角*、川楝

子、小叶莲、飞扬草*、艾叶、北豆根、地枫皮、红

大戟、两面针、吴茱萸、苦木、苦杏仁、金铁锁*、

草乌叶、南鹤虱、鸦胆子、重楼、急性子、蛇床子、

猪牙皂、绵马贯众、绵马贯众炭、紫萁贯众*、蒺藜、

榼藤子*、鹤虱、翼首草*、土鳖虫、水蛭（*代表《中

国药典》2010 年版新增品种）。 
1.2  归经构成统计 

将有毒中药的归经数目进行统计，发现其中归

肝经的药物数量 多（45 味），比例超过半数

（53.57%）；其次为归肺经 29 味（34.52%），脾经 28
味（33.33%），其余为胃经 22 味（26.19%），肾经

21 味（25%），大肠经 18 味（21.43%），心经 11 味

（13.10%），膀胱经 3 味（3.57%），小肠经 2 味

（2.38%）。 
从统计结果来看，有毒中药 常归属的脏腑经

络为肝经、肺经、脾经。中医理论中“肝病实脾”

是临床上治疗肝脏疾患的常用法则。治疗肝病时，

就必须调治脾，即“实脾”，既可使脾得治，又可使

肝病早愈[5]。而“脾为生痰之源，肺为储痰之器”，

由此，痰湿和血瘀、气滞一同阻滞肺脉，使肺部形

成肿块，而肺主气、朝百脉、司呼吸，肺的生理失

常导致全身气机运行不畅，进一步加重病变[6]。由

此可见对肝、肺、脾 3 脏器的协同调节是有毒中药

常用来治疗肿瘤、风湿等疾病，为历代医家所习用

的重要原因之一[7]。 
1.3  抗癌经验方药统计 

祖国医学对肿瘤认识较早，对其论述历代医书

多有记载，临床治疗中应用中医药进行抗肿瘤治疗，

除采用补益扶正治疗之外，往往需要用有毒中药。

秦汉时期开治疗肝癌和肺癌的先河，同时也是用苦

毒之品治疗癌症的开端。 
司富春等[8]对近 30 年中医诊治原发性肝癌的

文献进行了整理，在检索到的 339 篇文献中，药物

使用频次大于 0.80%的共有 39 味中药，排名前 10
位的中药为：白术、白花蛇舌草、枳壳、茯苓、鳖

甲、白芍、丹参、生地、莪术、柴胡。除白花蛇舌

草、生地、枳壳以外，其余 7 味都为归肝经的中药，

统计结果见图 1。有毒中药半夏排在用药频次的第

16 位，其他有毒中药依次为蜈蚣（17 位）、土鳖虫

（22 位）、芫花（36 位）。 
唐引引等[9]对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收录的

中医及中西医结合诊治原发性支气管肺癌文献中的

完整方药进行整理，共得到常用的 295 味抗肺癌中

药。文献报道中使用频次 多的 10 味中药为：黄芪、

白花蛇舌草、麦冬、贝母、茯苓、半夏、陈皮、生

地、杏仁、当归。而这其中除了白花蛇舌草、生地、

当归以外，其余 7 味都属归肺经的中药，统计结果

见图 1。值得注意的是，有毒中药半夏排在用药频

次的第 6 位，其他有毒中药依次为附子（30 位）、

土鳖虫（37 位）、商陆（39 位）。 

 

图 1  抗肝癌、肺癌经验方药归经统计 
Fig. 1  Meridian tropism of prescription herbs 

     for treatment of lung and liver cancers 

通过对 205 味常用中药归经和解剖学作用部位

关系的统计分析，发现归经与药物的选择性作用有

密切关系[10]，如作用于血液和造血系统、心血管系

统的药物主要归肝经；呼吸系统主要归肺经；消化

系统主要归胃经等。李仪奎[11]对 429 味中药按药理

活性分组，统计了各组的归经频数，发现中药的归

经与其药理作用存在相关性，如利尿药入膀胱经，

止血药入肝经、化痰止咳平喘药入肺经等。此外，

中药归经理论与抗肿瘤作用的关系可以与“受体理

论”相联系[12]。王树荣等[13]发现多数中药通过调节

体内环核苷酸发挥治疗作用，环磷酸腺苷/环磷酸鸟

苷（cAMP/cGMP）比值的变化与药物归经有关。

李殊响[14]认为“半夏蛋白”是一种“中药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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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双向调节作用与受体蛋白可变性有关。利用中

药引经作用，可以强化药物的靶向性。如果将其应

用于肿瘤靶向研究中，将直接增强药物在靶器官的

富集，降低不良反应，增强治疗效果。 
从对中医治疗癌症的方剂文献统计来看，归肝

经的中药在原发性肝癌的治疗中所占的比例 高

（56.41%），而在治疗肺癌的方剂中归肝经中药的比

例有所下降（下降了 3%），归肺经中药比例明显增

加（增加了 12%），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归肺经中药

在肺癌治疗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也体现了归经理论

对机体特定部位疾病用药的指导性。另外，在统计

中发现有毒中药半夏（归脾、胃、肺经）、土鳖虫（归

肝经）出现的频率较高，也说明有毒中药以其强劲

的药效，在肝癌、肺癌等恶性肿瘤及其并发症的治

疗方面具有突出的优势。 
1.4  上市中成药统计 

对临床抗癌中成药的组成进行统计，包含有毒

中药的中成药见表 1。 
从统计结果来看，临床常用抗肝癌、肺癌等恶

性肿瘤的中成药大都含有毒中药，这说明中医“以

毒攻毒”的治疗理念在古今历史沿革中始终贯穿。

从含有毒中药的中成药适应症与归经关系来看，当

采用归肝经的有毒中药时，其癌症适应症常为原发

性肝癌、胃癌、食道癌等，或作为广谱抗癌药对各 

表 1  含有毒中药的抗癌中成药适应症与归经统计 
Table 1  Indications and meridian tropisms of anticancer Chinese patent drug with toxic Chinese materia medica 

抗癌中成药 适应症 主要有毒中药 归经 

鸦胆子油乳注射液 肺癌、消化系统肿瘤、肝癌 

慈丹胶囊 原发性肝癌等恶性肿瘤 

鸦胆子 

鸦胆子 

肝、大肠 

平消胶囊 肝癌、肺癌等多种恶性肿瘤 马钱子 肝、脾 

乌头注射液 肝癌、胃癌等 

升白口服液 肿瘤放化疗辅助治疗 

软坚口服液 肝癌 

乌头、附子 

乌头、附子 

乌头、附子 

肝、心、肾、脾 

肝复乐片 原发性肝癌 

楼莲胶囊 原发性肝癌 

重楼、土鳖虫 

重楼、土鳖虫 

肝 

复方斑蝥胶囊 

艾迪注射液 

原发性肝癌、肺癌、直肠癌、恶性淋巴瘤、妇科肿瘤等 

原发性肝癌、肺癌、直肠癌、恶性淋巴瘤、妇科肿瘤等 

斑蝥 

斑蝥 

肝、胃、肾 

复方木鸡冲剂 肝癌 

安康欣 肺癌、胃癌、肝癌等 

参莲胶囊 中晚期肺癌、胃癌 

益肺清化膏 肺癌 

山豆根 

山豆根、苦杏仁 

山豆根、苦杏仁 

苦杏仁 

肺、胃 

肺、大肠 

 

肺、大肠 

鹤蟾片 原发性支气管肺癌、肺部转移癌 

康艾扶正胶囊 肿瘤放化疗辅助治疗 

清肺散结丸 肺癌 

复方天仙胶囊 食管癌、胃癌 

半夏 

白果 

胆南星 

蟾酥、蜈蚣 

肺、脾、胃 

肺、肾 

肺、肝、脾 

心、肝 

金蒲胶囊 晚期胃癌、食管癌等 

仙蟾片 食道癌、胃癌、肺癌 

天蟾胶囊 肺癌、胃癌、肝癌等引起的轻、中度癌性疼痛 

抗癌平丸 消化系统肿瘤、肺癌、恶性淋巴瘤等 

参蟾消解胶囊 肺腺癌、胃腺癌 

华蟾素片 中晚期肿瘤 

食道平散 食道癌、胃肠癌、贲门癌等 

金龙胶囊 肝癌等晚期恶性肿瘤 

回生口服液 原发性肝癌、肺癌、食管癌、乳腺癌等 

蟾酥 

蜈蚣 

白屈菜 

雄黄 

全蝎 

金钱白花蛇 

两头尖 

水蛭 

干漆 

心 

肝 

肺、胃 

肝、大肠 

肝 

肝 

脾 

肝 

肝、脾 

http://baike.baidu.com/view/2231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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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恶性肿瘤均起到辅助治疗作用，推测这与许多归

肝经中药作用部位为血液和造血系统，可以在肿瘤

治疗中起到抗血管生成、抑制肿瘤细胞与血小板和

血管壁黏附而阻止转移的作用有关。当采用归肺经

的有毒中药时，其适应症为肺癌的较多，可见其在

肺癌及其并发症（包括咳血、胸腔积液、骨转移疼

痛、癌性发热、上腔静脉综合症等）的辅助治疗方

面有着明显优势，同时也印证了归经理论对抗肿瘤

现代药物组方产生的深远影响。目前，临床中有许

多中药抗癌制剂，但普遍在应用时过于盲目。所以

根据中医辨证论治原则和归经引经理论，结合现代

肿瘤多靶点治疗观点，就可以合理选择中药抗癌制

剂，达到理想的治疗效果。 
2  临床常用有毒中药抗癌研究 
2.1  半夏 

半夏为天南星科植物半夏 Pinellia ternata 
(Thunb.) Breit. 的干燥块茎。性味辛、温，归脾、

胃、肺经。其主要抗肿瘤活性成分为生物碱包括胆

碱、左旋麻黄碱，以及胸苷、次黄嘌呤核苷、鸟苷

等成分[15]。陈芳等[16]发现半夏生物碱对肝癌细胞

Bel-7402 生长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可诱导其凋亡，

其作用机制可能与上调Bax和下调Bcl-2表达有关。

孙欢等[17]报道在体外培养条件下，半夏总生物碱明

显抑制人乳腺癌细胞 MDA-MB-435S 增殖，其机制

可能与 DNA 损伤有关。戈宏焱[18]研究发现半夏具

有抑制基质金属蛋白酶活性的作用，且存在剂量依

赖关系。杨亚琴等[19]报道栝蒌薤白半夏汤加味联合

化疗治疗 19 例 II～IV 期肺癌患者，有效率大于

60%。汉代张仲景《伤寒杂病论》中所载名方半夏

泄心汤[20]对顺铂引起的大鼠小肠运动紊乱有明显

调节作用，可用于治疗消化道肿瘤和止癌痛麻醉剂

的副反应。 
2.2  天南星 

天南星为天南星科植物天南星 Arisaema 
erubescens (Wall.) Schott 、 异 叶 天 南 星 A. 
heterophyllum Blume. 或东北天南星 A. amurense 
Maxim. 的干燥块茎，性味苦、辛、温，归肺、肝、

脾经。其化学成分主要包括生物碱类、甾醇类、黄

酮类、氨基酸类、脂肪酸、苷类、凝集素类等[21]。

杨宗辉[22]报道天南星有效部位在体外有诱导癌细胞

程序性死亡的作用，在干预肝癌细胞株生长实验中

可上调 caspase-3 和 Bax 表达，下调 Bcl-2 表达，其

机制提示与 Fas、caspase 传导通路有关。Kaur 等[23]

从藏南绿南星 A. jacquemontii Blume 中分离到 AJL
凝集素，并对人结直肠腺癌 HCT-15、HOP-62 肺癌、

A-549人肺腺癌等多种细胞株的增殖有抑制作用。

天南星的复方三生针液对 Lewis 肺癌、肝癌、艾氏

腹水癌等移植性肿瘤有较好的抑制作用[24]，对 158
例原发性肺癌患者 iv 或 sc 治疗，缓解及稳定率达

68%～71%。 
2.3  山豆根 

山豆根为豆科植物越南槐 Sophora tonkinensis 
Gagnep. 的干燥根茎，性味苦、寒，归肺、胃经。

其主要活性成分为生物碱，包括苦参碱、氧化苦参

碱、槐果碱、金雀花碱等。王锐等[25]通过动物体内

实验，研究氧化苦参碱（oxymatrine）和苦参碱

（matrine）的体内抗肿瘤活性及其机制，发现二者

可增强环磷酰胺对小鼠 Lewis 肺癌的生长抑制作

用，其机制可能与降低表皮生长因子（EGF）表达

有关。金晨慈等[26]探讨了苦参碱体外诱导人肺鳞癌

SK-MES-1 细胞凋亡机制，发现其诱导作用具有明

显的量效和时效关系，可能与激活 Bax 和 capase-3、
抑制 Bcl-2 的活性有关。卢进昌等[27]研究发现苦参

碱能有效抑制肺腺癌 A549 细胞条件培养基诱导的

人脐静脉内皮细胞（HUVECs）的增殖和磷酸化细

胞外信号调节激酶（p-ERK）表达，还能抑制肺腺

癌 A549 细胞条件培养基诱导的 HUVECs 迁移，推

测抑制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MAPK）/ERK 信号传

导通路可能是苦参碱抗肺癌血管生成的部分机制。 
2.4  白屈菜 

白屈菜为罂粟科植物白屈菜 Chelidonium majus 
L. 的干燥全草，性味苦、凉，归肺、胃经，可解痉

止痛、止咳平喘。白屈菜红碱是从白屈菜中提取的

一种苯并菲啶类生物碱，实验表明其对多种肿瘤细

胞（HT29、MCF7、MCF7ADR、DaOY、SQ20B、
SCC61、JSQ3、SCC35、LnCaP）具有细胞毒性[28]。

白屈菜红碱可以通过多种机制诱导细胞凋亡，如作

用于凋亡通路中的 Bcl-2 及其相关因子，促进线粒

体细胞色素 C 的释放、抑制蛋白激酶 C 的活性和产

生活性氧等[29]。贺云鹏[30]通过 MTT 实验发现白屈

菜红碱对人肺癌A549细胞具有高效的细胞毒作用，

且随浓度增加抑制作用也增强。 
2.5  鸦胆子 

鸦胆子为苦木科植物鸦胆子 Brucea javanica 
(L.) Merr. 的干燥成熟果实，性味苦、寒，归大肠、

肝经，具有抗肿瘤活性的苦木内酯类成分[31]。据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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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鸦胆子苷 A 和鸦胆子苷 B 具有抗艾氏腹水癌、

P388 淋巴白血病和瓦克 256 肉瘤的作用。马力等[32]

报道鸦胆子油乳体外可显著抑制肝癌细胞

SMMC-7721 增生，能阻滞细胞周期于 G0/G1 期，其

重要机制是抑制 p53 和 Bcl-2 表达。刘建华[33]发现

从鸦胆子中分离得到的鸦胆苷 B，鸦胆子苦素 D、E，
双氢鸦胆苷 A 对 RAW264.7 巨噬细胞产生 NO 具有

一定的抑制作用。王晓娜等[34]报道鸦胆子油乳能够

抑制宫颈癌 SiHa 细胞增殖，诱导 SiHa 细胞凋亡为

其可能作用机制。我国于 1978 开始研制鸦胆子油静

脉乳剂，并用于治疗各种恶性肿瘤。胡美薇等[35]报

道鸦胆子油乳可抑制白血病多药耐药细胞

K562/VCR 的增殖，诱导耐药细胞周期阻滞，可增

加细胞内化疗药物蓄积。研究发现鸦胆子油乳介入

治疗的晚期肝癌患者并发症发生率较肝动脉化疗性

栓塞治疗（TACE）少，对骨髓有保护作用，肝功

能损害较轻，使患者生存质量得到提高。 
2.6  马钱子 

马钱子为马钱科植物马钱 Strychnos nux-vomica 
L. 的干燥成熟种子，性味苦、温，归肝、脾经。马

钱子的主要化学成分为生物碱[36]、番木鳖苷、棕榈

酸及脂肪油、蛋白质、多糖等物质，其中马钱子碱

（brucine）和士的宁（strychnine）是主要有毒成分和

药效成分。李晓天等[37]报道马钱子碱在小鼠体内分

布广泛，并可透过血脑屏障，对中枢系统产生作用。

Deng 等 [38] 报道马钱子碱可能通过参与调节

caspase-3 和环氧化酶（COX-2）的机制来诱导 HepG2
细胞凋亡。朱国民等[39]研究发现马钱子碱可抑制核

因子-κB（NF-κB）的激活，进而从转录水平抑制

COX-2 基因表达，促使 A549 细胞凋亡。王炳范等[40]

用传统方药跌打丸（马钱子为主要成分之一）治疗

骨肿瘤，认为其能抑制肿瘤细胞增生，有较强的抗

肿瘤作用，对于缓解骨癌疼痛效果较好。对于中晚

期食管癌治疗方面，以马钱子为主要成分的治膈散

辅助放疗在外周血象变化及症状改善方面均好于单

纯放疗[41]。 
2.7  重楼 

重楼为百合科植物云南重楼 Paris polyphylla 
Smith var. yunnanensis (Franch.) Hand. -Mazz. 或
七叶一枝花 P. polyphylla Smith var. chinensis 
(Franch.) Hara 的干燥根茎，性味苦、微寒，归肝

经。重楼的主要活性成分甾体皂苷类，约占总化

合物数量的 80%。此外重楼还含有蜕皮激素、黄

酮苷、甾酮、氨基酸等化学成分[42]。萧梅芳等[43]

研究发现重楼皂苷 I 能上调 Fas 和 Bax 的表达，

并具有浓度依赖性，同时下调细胞周期素 E
（cyclin E）、cyclin D1 以及 Bcl-2 的表达水平，推

测其抑制肝癌细胞增殖的机制为诱导细胞凋亡及

抑制肿瘤细胞生长等。Man 等[44]报道从重楼中分

离到的化合物 formosanin C 可以通过抑制基质金

属蛋白酶（MMP-2 和 MMP-9）的表达，来抑制

T739 小鼠肺腺癌的转移。刘广遐等[45]研究发现重

楼醇提物对恶性胸腹水中原代肿瘤细胞，特别是

化疗药物耐药的癌细胞仍有一定抑制作用。 
2.8  土鳖虫 

土鳖虫为鳖蠊科昆虫地鳖 Eupolyphaga sinesis 
Walker 或冀地鳖 Steleophaga plancyi (Boleny) 的雌

虫干燥体。性味咸、寒，归肝经。土鳖虫活性成分

主要包括氨基酸、活性蛋白（酶）、生物碱[46]、脂

溶性维生素、不饱和脂肪酸、微量元素等。林精华

等[47]研究发现从土鳖虫中分离到的纤溶活性蛋白

（EFP）具有抑制血管生成的作用，并可以在体外抑

制宫颈癌细胞株 HeLa 和食管癌细胞株 Eca109 的增

殖。Ge 等[48]研究发现土鳖虫的乙醇提取物能够通

过增加 Bax/Bcl-2 比值和 caspase-3 的激活来诱导肝

癌细胞凋亡。古书记载土鳖虫“血积癥瘕，破坚，

下血闭”，中医临床上常将其与丹参、水蛭、莪术等

配伍用于气滞血瘀而凝结成积的肿瘤治疗。含土鳖

虫的经典方剂有瘀血汤、抵挡汤、大黄庶虫丸等，

在临床上有显著的疗效[49]。 
2.9  斑蝥 

斑蝥为芫青科昆虫南方大斑蝥 Mylabris 
phalerata Pallas 或黄黑小斑蝥 Mylabris cichorii 
Linnaeus 的干燥体，性味辛、热，归肝、胃、肾经，

可破血逐瘀、散结消癥、攻毒蚀疮。斑蝥主含单萜

烯类化学成分斑蝥素（cantharidin），约为 1%～

1.2%，另含微量 N-羟基斑蝥素、不饱和脂肪酸、微

量元素、色素及树脂等[50]，其中斑蝥素对胃癌、食

管癌、前列腺癌、宫颈癌、喉癌等多种肿瘤细胞具

有较强的杀伤和抑制作用。张卫东等[51]研究发现斑

蝥素可通过MAPK信号通路，降低ERK以及 p-ERK
表达，升高 Myt-1 激酶活性，特异性引起细胞周期

G2/M 期阻滞，抑制癌细胞增殖。斑蝥酸钠维生素

B6 是斑蝥的有效成分之一，与 X 射线联用可有效

抑制 HepG2 细胞增殖。由于斑蝥素对泌尿系统和消

化系统有强烈刺激作用，人们陆续合成毒副作用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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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斑蝥素衍生物去甲斑蝥素和斑蝥酸钠 [52]。Pei
等[53]报道去甲斑蝥素可能通过参与 MAPK 和 STAT
途径来诱导乳腺癌细胞的凋亡。贾丹等[54]研究发现

艾迪注射液中刺五加提取物可降低斑蝥素所致肾损

伤大鼠的尿素氮、肌酐量，减少尿蛋白量，对斑蝥

素有增效减毒作用。夏环玲[55]报道复方斑蝥胶囊在

晚期食管癌的临床治疗中可减轻放化疗造成的骨髓

抑制、放射性食管炎及肺损伤等不良反应，提高患

者放化疗耐受性。 
2.10  蟾酥 

蟾酥为蟾蜍科动物中华大蟾蜍 Bufo bufo 
gargarizans Cantor 或黑眶蟾蜍 B. melanostictus 
Schneider 的干燥分泌物，性味辛、温，归心经。其

强心和抗肿瘤活性的有效成分主要是蟾蜍二烯羟酸

内酯和吲哚生物碱，此外还含有环酰胺以及小分子

环肽、甾醇等化学成分[56]。而蟾酥具有的强心、升

压、改善心肌缺血、抗休克、兴奋呼吸中枢、局部

麻醉等对心血管系统的作用，与其中医归经理论中

“归心经”的记载相呼应。此外，蟾酥的另一大功效

为抗肿瘤作用，以蟾蜍甾烯类化合物蟾毒灵

（bufalin）和华蟾毒精（cinobufagin）报道较多[57]。

刘云鹏等[58]报道通过诱导白血病细胞凋亡实验证

实了蟾毒灵通过下调WT1基因表达来诱导K562细
胞分化和凋亡。程国华[59]报道华蟾素注射液治疗晚

期乳腺癌 23 例，总有效率 78%，治疗原发性肝癌

69 例，总有效率 52.1%；蟾酥消肿膏治疗包括肝癌、

胰腺癌、胃癌、食管癌、乳腺癌、原发性肺癌、大

肠癌、平滑肌肉瘤、纤维肉瘤在内的晚期恶性肿瘤

疼痛 197 例，总有效率高达 91.44%。鹤蟾片（仙鹤

草、蟾酥、人参）治疗肺癌 102 例，有效率 68.61%。

可见蟾酥作为传统抗癌中药，以其显著疗效已在癌

症治疗领域得到广泛应用。 
3  结语 

运用有毒中药在临床上治疗肿瘤，能在祛邪的

同时与扶正相结合，注重整体调理，使该类中药在

临床用药中发挥重要作用。而在中医归经理论的指

导下用药，可以把药效部位和治疗病灶相联系，使

攻毒趋向于靶点。从对经典方药以及上市中成药的

统计发现，根据病灶不同，归经理论在抗癌药物的

选择中有一定的体现。若在使用有毒中药进行肿瘤

辅助治疗时，结合辨证施治的治疗理念，合理掌握

有毒中药的用法与用量，会使其选择与应用更具可

靠性和针对性，能够更好地发挥治疗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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