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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治疗前列腺癌骨转移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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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前列腺癌在我国的发病率逐年升高，晚期易发生骨转移，严重影响了患者的生存质量。现代医学在运用化疗、放疗、

激素及核素治疗等方法治疗前列腺癌及其骨转移方面取得了突飞猛进的进展，但也相应有各种毒副作用，中药因与化学药联

合应用的增效减毒、多靶位多效应已经越来越受到医学界的重视，在提高患者生存质量、减轻临床症状、延长生存期等方面

显示出一定的优势。中医药作为我国特有的医疗手段，其独特的理论和用药，给前列腺癌骨转移的治疗带来了新的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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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rogress o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on treatment of bone 
metastasis of prostate canc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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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cidence of prostate cancer in China is increasing visibly, and bone metastasis is easy to occur in the late stage of that, 
which seriously affects the quality of life of the patients. Modern medicine has made rapid progress in the treatment of chemotherapy 
and radiotherapy, hormone therapy and radionuclide therapy for bone metastasis of prostate cancer, accompanied by some various side 
effects yet. The synergistic actions of effect-enhancing and toxicity-reducing, multi-targets and multi-effects from Chinese medicinal 
materials combined with chemical medicines have attracte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in the medical field, which display some 
advantages in improving the life quality of patients, relieving the clinical symptoms and prolonging the survival period. As a special 
medical means in China, the unique theory and drug us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ave brought new dawn to the treatment of 
bone metastasis of prostate canc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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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列腺癌是我国近年来发病率迅速增加的男性

恶性肿瘤之一，其晚期易发生骨转移而产生剧烈骨

痛，甚至引发病理性骨折，严重影响了患者的生存

质量。由于前列腺癌发病的隐匿性、预防医学发展

的不完善，以及现有的医疗体制尚不健全，使大多

数患者并不能做到早发现、早治疗。虽然现代医学

在运用化疗、放疗、激素及核素治疗等方法治疗前

列腺癌及其骨转移方面取得了突飞猛进的进展，然

而这些疗法皆各有利弊，同时放化疗带来的皮肤、

骨髓、消化系统、心肌等损伤，给本就虚弱的患者

带来了再次伤害，临床疗效有限且毒副作用大[1]。因

此，寻求一种疗效可靠、毒副作用低的治疗方法治

疗前列腺癌骨转移是当今前列腺癌研究领域的热点

之一[2]。我国传统医学具备上述优势，因此，中医药

治疗肿瘤已经越来越受到医学界的重视。中药因其

配合化学药增效减毒、毒副作用小备受临床青睐。

近年来研究表明，传统中医药作为前列腺癌手术及放

化疗的辅助治疗手段，在提高患者生存质量、减轻临

床症状、延长生存期等方面显示出一定的优势[3-6]。对

于前列腺癌及其骨转移的治疗，因其病变已处于疾

病的晚期，给治疗带来了一定困难，目前并没有一

种权威的方案；同时由于其内分泌治疗的抵抗性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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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患者身体的耐受性和个体差异，很多治疗方案尚

处于理论阶段而没有办法完全运用于临床。中医药

作为我国特有的医疗手段，其独特的理论和用药，

给前列腺癌骨转移的治疗带来了新的曙光。 
1  中医对前列腺癌及其骨转移的病因病机认识 

中医古籍中未见前列腺癌病名及前列腺部位的

记载，根据其常见的临床表现：尿流改变、小便不

通、血尿等，属于祖国医学的“肾岩”“癃闭”“癥

积”“淋证”“腰痛”“尿血”等病范畴。前列腺癌病

位在膀胱、尿道，并与肺、肝、脾、肾密切相关，

“正气内虚，毒 并存”是前列腺癌基本病机，而“虚、

毒、 、湿”是该病病机的核心。其中，“毒”是诱

因，“虚”是内因，“ ”和“湿”既是病理产物同

时也是致病因素[7]。淫欲过度，耗损肾精，阴损及

阳，肾阴阳两虚；过食肥甘厚味，湿邪内生，郁久

化热，湿热下注；纵欲过度或者思欲不遂，相火妄

动，导致前列腺长时间充血，日久则 血内停；外

邪侵及下焦，肾与膀胱气化失司，脏腑功能失常，

气血津液代谢紊乱，湿热、 血、癌毒内生，致使

前列腺癌形成。 
前列腺癌骨转移属于中医学“骨瘤”“骨痹”“骨

疽”范畴。《素问•六节藏象论》载：“肾主骨”及“肾

藏精，精生髓，髓生骨，故骨者肾之合也。”肾与骨

相生之关系，密不可分。《外科正宗•瘿瘤论》载：“肾

主骨，恣欲伤身，肾火郁遏，骨无荣养而为肿曰骨

瘤……治当补肾气，养血行 ，散肿破坚，利窍调

元，肾气丸是也。”以上皆揭示了骨瘤之病位在肾[8]。

骨与肾密切相关。肾藏精生髓，髓充于骨，若耗伤

阴精则髓虚骨枯。骨枯而髓虚，故足不任身，发为

骨痿。其病因主要为救病及肾，加之患者年老精亏，

素体虚衰，肾精不足，癌毒趁虚进一步而入，痰浊

血阻滞，搏结而发为骨转移病变。肾虚为本，邪

实为标为前列腺癌骨转移主要病机；癌毒 结，气

血 滞，不通则痛表现的骨痛为前列腺癌骨转移主

要表现；补肾填精、散结消肿、消癥止痛为前列腺

癌骨转移主要治法。值得注意的是，前列腺癌处于

疾病发展的骨转移时，病人已入膏肓，尤其要注意

其变证，治疗时应紧扣病机，尽 大努力延长患者

生存周期，改善患者生活质量。 
2  恶性肿瘤骨转移的现代中药药理研究 

现代药理研究证实，当归、黄芪、白术等补益

药物具有免疫促进、抗癌转移的作用[9]。延胡索、

三七等化 药能明显干预小鼠骨矿物质含量和骨密

度值，能直接作用于神经系统，拮抗伤害感受器，

从而起到止痛作用[10]。半枝莲具有消肿、抗癌、解

毒的功效[11]。海螵蛸能修复骨损伤、促进骨愈合、

抗肿瘤[12]。全竭等虫类药对机体的补益调整有抗炎

止痛的特殊功效[13]。补骨脂、骨碎补能改善骨组织

的微环境，骨碎补还能解热镇痛[14]。 
相关的研究显示，采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进行

恶性肿瘤骨转移的治疗，治疗的有效率显著高于单

纯采用中医或化学药的治疗效果[15]。中医辨证采用

中药加减的治疗方式对恶性肿瘤骨转移患者进行治

疗，如骨碎补具有止痛活血、强骨补肾之功效；淫

羊藿强骨补肾，该药从现代药学角度分析具有抑制

细胞增殖、诱发细胞死亡的功效[16]；蜈蚣通络止痛、

攻毒散结[17]；自然铜可有效修复骨组织，提升骨组

织的 Ca、P 水平；川乌、草乌中 主要的成分乌头

碱具有明显的镇痛效果[18]，诸类药物随症加减使

用，可达到止痛化 、补肾强骨的功效，再结合阿

片类药物能有效缓释患者的疼痛，提高临床治疗的

效果[19]。由此可见，中西药联合治疗前列腺癌骨转

移具有较好的临床效果，能够有效缓解患者的疼痛

症状，有利于提升患者的生活质量，具有很高的临

床应用价值[20]。 
3  中医药对前列腺癌骨转移的治疗 
3.1  中药内治法 

祖国医学中有许多经典名方，虽没有明确治疗

前列腺癌骨转移的记载，但根据辨证论治、方证结

合，经典名方也可用于骨转移的治疗。王树声等[21]

认为晚期前列腺癌骨转移，主要为癌毒损伤肾主水、

主骨之功能，针对肾阳虚之证，方用真武汤加减，

即熟附子、干姜、赤芍、白术、茯苓并辅以参附针

静滴，临床效果较好。吴燕敏等[22]运用中医未病先

防理论，同时进行科学的中医证候分析，针对肝肾

阴虚型前列腺癌患者，均用知柏地黄汤为主方，并

且随证加减。经过治疗后，患者前列腺特异性抗原

（prostate specific antigen，PSA）异常率下降 20%左

右，同时前列腺癌活检指标中癌细胞明显减少，患

者临床症状普遍缓解。由此可知，合理地使用本方

可以有效缓解前列腺癌恶化，大大提高了患者的生

存质量，同时符合中医经典的“治未病”理论。李

生洁等[23]认为，肾虚是前列腺癌骨转移的重要条

件，而脾与肾关系密切，肾主藏精，脾主运化，对

于肾精亏损者，可通过调养脾胃可达到补益肾精的

目的，加之肿瘤乃消耗性疾病，久伤精耗血，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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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甚，故需重视调补脾胃以滋先天。再者，癌毒在

体内积聚，阻碍气机的运行，则血行不畅、津液失

于输布，痰气 毒胶结，日久发为癌肿；而且癌肿

的形成则进一步阻滞了该处气机的运行，加重了气

机的郁闭。故治疗前列腺癌骨转移可从滋补肾气填

精固本、调和脾胃培土资源、和解气血通达枢机 3
个方面来治疗，分别以金匮肾气丸助阳滋阴，使得

肾气振奋，气化恢复；六君子汤调理脾胃以恢复机

体气机的正常运行，通过调补脾胃可滋先天之精；

以及使用一些宣发肺气的药物，如杏仁、桔梗、全

瓜蒌、枇杷叶等，恢复气的升降出入运动，恢复脾

胃的气机枢纽功能。彭培初教授根据不同分期辨治，

认为去势抵抗性前列腺癌（包括非依赖性和难治性）

的骨转移为阳衰血亏、寒凝湿滞之证，应重用温经

散寒之剂温阳补血、散寒通滞，从而缓解骨转移疼

痛，用阳和汤加穿山甲、半枝莲、白花蛇舌草、蜀

羊泉、附片等治疗[24]。 
随着现代临床医药水平的发展，一些医家根据

临床症状、体征，随症组方，也取得很好的临床效

果。在临床治疗上，医者通常将补肾壮骨和活血化

结合使用，肾虚为骨痛之根本，故补肾壮骨、培

补正气为治疗之法；而癌症日久，邪入经络，气滞

血 ，故活血化 、消癥散结为治疗之法。牛维等[25]

根据骨转移癌的病机为本虚邪实，治以补肾壮骨、

行气活血，并因骨转移癌属于中医顽疾重证，故处

方用药时，适当加用一些如全蝎、蜈蚣、水蛭等虫

类药，以加强活血之功效。正如吴鞠通所言：“以食

血之虫，飞者走络中气血，走者走络中血分可谓无

微不入，无坚不破”，因虫类药搜剔穿透，直达病所，

使毒去 消，经络通畅，疼痛得解，疗效更佳[26]。 
当前，越来越多的学者采用了基本方为主，随

症加减或采用分型论治的方法治疗前列腺癌骨转

移[6]。厉将斌等[27]以祛毒补肾、活血散结、清利湿

热、益气养阴为法治疗晚期前列腺癌，以治本为先、

标本兼顾。以龙葵、何首乌、女贞子、黄芪、蟾酥

（皮）、莪术、夏枯草、菟丝子、补骨脂、猪苓、茯

苓等为基本方，针对骨转移者加骨碎补、狗脊、蜈

蚣、僵蚕、自然铜。陈志强教授治疗晚期前列腺癌

以扶正补虚为主，兼清热解毒、活血化 、利水渗

湿、化痰散结，黄芪、太子参、龟甲、全蝎、半枝

莲、泽兰、白术、茯苓、陈皮等，骨转移疼痛加蜈

蚣、僵蚕、骨碎补[28]。彭煜等[29]认为，在前列腺癌

的治疗中，当以补肾为先，并施软坚消积、活血祛

法，辅以散寒通滞法。据此拟定泉安方，用熟地

补肾阴，鹿角霜温肾阳，穿山甲软坚消积、活血祛

，辅以麻黄引阳气、开寒结。在对晚期前列腺癌

患者的治疗中，在改善生活质量方面特别是缓解骨

转移疼痛症状取得了明显的效果。马银生等[30]采用

加味耆凌骨转方加减（基本方以炙黄芪、生黄芪、

冬凌草、益母草、蜀羊泉、姜黄、熟地黄、党参、

补骨脂、骨碎补、炙甘草等为主），并配合针灸采取

痛点局部取穴联合循经取穴，治疗前列腺癌骨转移

的效果较单纯西医治疗骨转移疼痛临床效果更好，

且能显著减少其疼痛并提高预后生活质量。吴玉华

等[31]采用温肾壮阳活血汤治疗前列腺癌骨转移疼

痛，以淫羊藿、肉苁蓉、桂枝、熟地黄、补骨脂、

当归、鸡血藤、黄芪、甘草为主，较单纯化学药布

洛芬缓释片，疼痛改善情况更佳；而易舒婧等[32]用

温肾壮阳活血汤联合唑来膦酸治疗前列腺癌骨转移

疼痛，其临床疗效较单纯唑来膦酸治疗更佳。 
3.2  中药外治法 

姚暄等[33]认为，中药通过体表给药，经皮肤、

黏膜表面或经络吸收后药力直达病所，可避免口服

经消化道吸收所遇到的多环节灭活作用及一些药物

内服带来的副作用，因而具有副作用小、起效快、

方便经济的特点。刘风星等[34]自制止痛膏，以附子、

生草乌头、生半夏、生天南星、白芥子、蜈蚣、斑

蝥、全蝎、蟾酥、水蛭、壁虎、三棱、莪术、黄药

子、细辛、雄黄等为主，以上药物烘干研末，临证

化裁，加冰片外敷，治疗前列腺癌癌性骨痛，将膏

药敷于骨疼痛的局部体表，效果较明显。苏寅等[35]

使用消徵镇痛散（蜈蚣、麝香、全竭、斑蝥、明矾、

天南星、蟾酥、东丹、红砒、乳香、没药、醋鳖甲、

玉桂等共研细末），取转移灶疼痛部位阿是穴，配以

辨证主穴和配穴，循经贴穴。结果发现其对前列腺

癌镇痛效果较好，尤以气滞痰凝血 型和肝肾不足

血 型镇痛效果较好。 
3.3  新型中成药治疗 

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部分中药以现代剂型的

方式出现，弥补了中医治疗的缺陷。这些药物在前

列腺癌骨转移的治疗中发挥重大作用。胡克邦[36]将

复方苦参注射液配合内分泌疗法治疗中晚期前列腺

癌骨转移，结果显示，复方苦参注射液配合内分泌

疗法在体质量变化和癌性疼痛疗效明显优于单纯内

分泌疗法治疗，使用复方苦参注射液配合内分泌疗

法可有效提高中晚期前列腺癌骨转移患者体质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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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癌性疼痛。李军等[37]采用全雄激素阻断配合复

方苦参注射液治疗前列腺癌骨转移，结果表明该方

法治疗的患者较单纯全雄激素阻断治疗的患者，

PSA 下降更明显，NK 细胞活性升高明显，疼痛控

制更佳。因此，全雄激素阻断配合复方苦参注射液

可有效提高中晚期前列腺癌骨转移患者体质量和控

制癌性疼痛。 
3.4  中西医联合治疗 

放射疗法是减轻癌症患者疼痛症状的有效方法

之一，为进一步提高患者生存质量，张延可等[38]采

用复方苦参注射液联合放疗治疗骨转移癌疼痛患者

45 例，发现在止痛效果方面与单用放疗组无显著性

差异，但在食欲、睡眠质量、肝肾功能、卡式评分方

面均具有显著性差异，提示复方苦参注射液能够从整

体上提高骨转移患者的生存质量。另有研究[39-40]发

现，采用康莱特注射液联合放疗可明显提高前列腺

癌患者生活质量，骨髓抑制明显减轻，重度疼痛完

全缓解率明显提高，提示康莱特注射液联合放疗可

提高患者生活质量、保护骨髓造血功能，提高患者

对放疗的顺应性等。但对于康莱特注射液的用药剂

量、时机、疗程与放疗关系的协调等问题仍需进一

步的临床研究。 
有研究表明[41]，第 3 代双膦酸盐唑来膦酸在治

疗多种实体瘤骨转移以及延缓骨相关事件的发生方

面有效，大量临床前及临床研究表明，唑来膦酸具

有预防及治疗骨转移的作用。唑来膦酸不仅有体内

外抗肿瘤作用，还能预防骨转移癌，延长出现骨相

关事件的时间[42]，目前已广泛应用于前列腺癌骨转

移的治疗，特别是雄激素非依赖性阶段。唑来膦酸

不仅能够抑制破骨细胞的形成，其诱导细胞凋亡以

抑制破骨细胞的活性，并能抑制破骨细胞直接聚集

到骨表面，从而抑制骨破坏，促进骨盐沉积，改善

骨质结构，增加骨密度，也可通过抑制肿瘤血管生

成间接抗肿瘤[43]。但唑来膦酸临床的不良反应可涉

及全身性损害、肌肉骨骼系统损害、代谢和营养障

碍、肝胆系统损害等[44]。中药联合唑来膦酸治疗恶

性肿瘤骨转移的临床观察发现，中西药联合治疗组

镇痛有效率高于单用唑来膦酸组，生活质量改善方

面优于单用唑来膦酸，但是由于目前研究证型单一，

有效方药不能完全满足临床治疗需要，因此，还需

更加深入地开展研究[45-46]。 
4  结语 

近年来，我国前列腺癌及其骨转移的发病率明

显上升，中医学虽对其有一些认识，只是散在的分

布于一些疾病当中，尚无系统的病因病机认识，对

临床的诊治缺乏指导，而且，晚期前列腺癌及骨转

移缺乏有效的治疗手段，治疗前列腺癌、降低前列

腺癌骨转移发生率成为研究的重点。中医药联合治

疗前列腺癌及其骨转移，逐步突显了中医药治疗的

特点和优势，引起该领域专家学者的关注和重视[47]。 
目前，中药治疗前列腺癌骨转移大部分实验研究

都集中在对前列腺癌的细胞研究上，动物体内实验研

究较少，并且很少将其转化到临床上加以研究运用。

前列腺癌骨转移的临床研究也大部分局限于临床观

察，缺乏机制性的深入研究。因此，需进一步加强体

内外及临床的联合研究，明确中药治疗前列腺癌的药

理作用及其机制，从而更好地为临床服务[48]，为预防

和治疗骨转移提供治疗思路及治疗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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