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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象”视阈下肿瘤“瘀毒互结”病机探微

吴菲菲 姜涛 吴含章 杨楚琪 张光霁
浙江中医药大学 杭州 310053
摘要： [目的] 从“水象”视阈探讨肿瘤“瘀毒互结”病机，发挥中医药原创优势，为中医药治疗肿瘤提供具有中医原创特色的理论支撑。
[方法] 通过象思维，从“水象”视阈，谈人体之血象于自然之水，人体经脉象于自然水系，探讨肿瘤“瘀毒”之“瘀”象于河道之“淤”，“瘀
毒”之“毒”象于水体污染，并以河道淤泥堵塞及水体污染的治理方法归纳演绎出肿瘤“瘀毒互结”的治则治法。 [结果] 以“水象”视阈观
之，肿瘤“瘀毒互结”与河道淤堵、水体污染的发生发展过程，肿瘤治疗后机体正气的亏损与水系治理后生态环境的退化，均存在共同
之“象”。 水系治理的方针法则亦可类比运用于肿瘤“瘀毒”的治疗：河道之“淤”需顺水清淤，肿瘤“瘀毒”之“瘀”需化瘀通脉；水系污染
需清污澄源，“瘀毒”之“毒”在解毒寻根；水系治理需重培土，“瘀毒”同治必重扶正；治水当按需制宜，治“瘀毒”应分期论治。 [结论] “瘀
毒互结”是肿瘤的一大核心病机，象思维是中医的原创思维，从“水象”视阈论证“瘀毒互结”病机，具有中医的原创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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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Pathogenesis of Tumor “Stasis-toxin Intermingl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Water Image” WU Feifei， JIANG Tao，
WU Hanzhang， et al Zhejiang Chinese Medical University， Hangzhou(310053)，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pathogenesis of tumor “stasis-toxin intermingl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Water Image”， give full
play to the original advantage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TCM)， and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with original characteristics of TCM
for the treatment of tumors. [Methods] Through image think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Water Image”，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blood
image of the human body fit into the natural water and the pulse image of the human body fit into the natural water system， and discusses
the “stasis” of the tumor “stasis-toxin” is like the “silt” of the river， and the “poison” of the “stasis-toxin” is like the water pollution. The
treatment principle and method of the tumor “stasis-toxin” can be summarized and deduced by the treatment method of river silt blockage
and water pollution. [Resul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Water Image”， there are common “images” betwee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stasis-toxin intermingling” of the tumor and river silt blockage and water pollution， as well as the loss of body healthy Qi after tumor
treatment and the degradation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fter water system governance. The principles and rules of water system
management can also be applied to the treatment of tumor “stasis-toxin”: The “silt” of the river channel needs to be cleared， and the
“stasis” of the tumor “stasis-toxin” should be removed and veins should be dredged; water pollution needs to clear the source， “poison” of
“stasis-toxin” should find the root of detoxification; water system management needs to re-cultivate soil， and the treatment of “stasis-
toxin” must focus on supporting the healthy Qi. Water treatment should be on demand， and the treatment of “stasis-toxin” should be
phased. [Conclusion] “Stasis-toxin intermingling” is a major core pathogenesis of the tumor. Image thinking is the original thinking of TC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Water Image”， the pathogenesis of “stasis-toxin intermingling” is demonstrated， which has the original
characteristics of TCM.
Key words: tumor; stasis-toxin; pathogenesis; water image; treatment principle and method; water system governance; original thinking of
T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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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作为威胁人类健康的一大疾病， 自古便有
之。 古代中医对肿瘤的认识可见于对 “积聚”“癥瘕”
“痈”“瘤”“癌”等的记载[1]。 肿瘤的病因病机自古以来
便是中医探索的焦点，唐容川[2]《血证论》载：“瘀血在
经络脏腑之间，则结为癥瘕。 ”《中藏经》谈：“夫痈疡
疮肿之所作也，皆五脏六腑蓄毒之不流则生矣，非独
营卫壅塞而发者也。 ”[3]这便指出肿瘤的发生为脏腑
经络之瘀血、内毒凝滞而成。 当代中医学者对肿瘤病
机的认识主要归结于虚、瘀、痰、毒、郁，张光霁教授在
大量文献和实验研究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瘀毒
互结”是肿瘤的一大核心病机。 应《黄帝内经》“天人
合一”思想，循《道德经》“以水论道”的哲学思考，笔者
在此借助象思维，试从“水象”视阈，将血象类比于水
象，经脉类比于自然水系，肿瘤“瘀毒互结”的发生发
展过程类比于河道淤泥堆积、水体污染的过程，从中
医原创思维来思考、认识肿瘤“瘀毒互结”之病机。
1 瘀毒互结，古今释义

肿瘤“瘀毒”之“瘀”包括了狭义和广义上“瘀”的
内涵。 《说文解字》释：“瘀，积血也。 ” [4]便是狭义之
“瘀”，瘀血之义。狭义之“瘀”既包括离经之血，亦指体
内由于流动不畅而停滞于脏腑组织或经络的血液。
而日本学者汤本求真 [5]认为：“瘀，即污秽之意，所谓
瘀血者，即污秽之血。 ”指出了“瘀”广义的含义，既包
含了狭义的“瘀血”，又包括瘀与其他病理性产物相结
合而形成污秽的状态。 而“瘀毒”之“毒”是指机体因
瘀日久而酿生之内生毒邪，包含了瘀血所产生的各种
病理性产物堆积，从而造成的易损伤机体脏腑气血的
致病因素和病理产物，可败坏形质、滋生异物，同时具
有隐匿、潜伏、顽固、伤正、易流窜、恶变等特性。 “毒”
因“瘀”而生，又与“瘀”同，皆可作为致病因素和病理
产物。 故而张光霁教授认为，“瘀”是指机体内物质运
行不畅甚至停滞而造成的病理状态，“毒”是指多种因
素作用下产生的，具有强烈致病性质并可导致机体结
构和功能损伤的致病因素，“瘀毒互结”是肿瘤的一大
核心病机[6]。

张光霁教授多年来致力于肿瘤“瘀毒互结”理论
的研究，认为“气滞必然导致血瘀，因瘀致毒，因毒致
变，瘀毒互结为肿瘤的共性病机”，近年来在此研究上
取得了丰硕的成果[7]。 张教授从肿瘤“瘀毒互结”中医
致病理论出发，结合现代化科研技术，通过科学研究
发现， 从藤梨根分离提取的藤梨根多糖通过阻断上

皮-间质转化，从而能够促进肿瘤细胞凋亡、抑制肿
瘤细胞增殖和转移 [8-9]；丹参脂溶性部位丹参二萜醌
通过“化瘀解毒”，能够有效治疗肺癌，其机制主要是
拮抗肺癌细胞生长，改善肿瘤炎症微环境 [10-11]；三氧
化二砷联合丹参酮“瘀毒同治”，能够多途径、多靶点
诱导肝癌分子凋亡[12]等。 以上研究结果对肿瘤“瘀毒互
结”的致病理论进行了验证，为临床上中医药治疗肿瘤
开拓了新的思路，有助于推动中医药现代化的进程。
2 人应水象，目正纲常

“水象”与中医药的渊源颇深，中医自古便有“人
应水象”之说，自《黄帝内经》伊始，便以水系构建起了
人体经络体系[13]，后世更有学者将“水象”思维运用于
中医治则治法的构建中[14-15]。 通过“水象”视阈认识、
阐释人体生理病理特征及辨证选方用药，在中医学
的历史长河中屡见不鲜。 水之形、水之性、水之用，
乃至治水之道，皆对中医辨证论治具有广泛的指导
作用。

2.1 流水形象，动润清澈 所谓“流水不腐”，水贵于
动，日夜流动不息，止则滋生腐臭；水无常形，流动需
循水道，出其常道则可引起水患水灾；水液流动易随
温度变化，热则蒸发为水气，寒则凝固为坚冰。水具有
滋润万物的润泽性质，水枯则土地干涸，万物皆败。水
可“濯缨濯足”，同时不断保持清澈，并随自然生态循
环运动，有一定的自净能力，超出其自净能力则易造
成水体污染。水生万物，是万物生存的必须。水液在河
道中运行，依赖于自然大气的推动与调控，并与其本
身的性状相关。

2.2 血脉取象，行濡洁净 “经脉者，所以行血气而
营阴阳，濡筋骨，利关节者也”，血液循经脉以濡养筋
骨、滋润脏腑。血液行于经脉，纵横交错，升降出入，环
周不休，滞则瘀堵不通，即“血凝于肤者为痹，凝于脉
者为泣，凝于足者为厥”。 “谷入于胃，脉道以通，血气
乃行”，血液无形而有质，循经脉，乃可行其道，出其道
则成离经之血，阻滞经络，影响脏腑，成为致病隐患。
“凡诊络脉，脉色青，则寒且痛，赤则有热”，血液在血
脉中的循行亦可随温度变化而表现出不同的症状、体
征，遇寒则为青，寒凝而成瘀；遇热则为赤，热蒸津液
亦可成瘀。 “阳气蓄积，久留而不泻者，其血黑以浊”，
即血停久而生浊，血中浊物未清，久而成瘀。 而“血气
者，人之神，不可不谨养”，说明血气于人，亦至关重
要。 血液在脉道中循行，则有赖于人体之气的推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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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摄，亦与血液自身的性状有关。

2.3 水血应象，异曲同工 《管子》曰：“水者，地之
血气，如筋脉之流通者也。 ”[16]《灵枢·经水》谓：“经脉
十二者，外合于十二经水，而内属于五脏六腑……夫
经水之应经脉也，其远近浅深，水血之多少各不同。 ”
人体之血具备自然水之“道”，故血象于水；血液之循于
经脉犹似水液之行于河道，故人体经脉象于自然水系。
3 借水论道，瘀毒发微

《论衡·感虚篇》云：“夫山崩壅河，犹人之有臃肿，
血脉不通也。 ”[17]古人以人之臃肿喻山崩壅河，反之，
臃肿犹同河壅，积聚即人体在内之臃肿，血脉不通使
然，亦如自然之河壅。 以“水象”视阈观之，人体内生
肿瘤之“瘀毒互结”便如同水系异常壅堵，塞而不通，
继而出现水体污染，久而对下游水源造成污染，甚至
对整个水生态带来危害。
3.1 河道淤堵，血脉瘀滞 观水塞之象，河道壅堵之
“淤”象，与肿瘤发生之“瘀”象相类。 黄河流域的治理
自古以来便是水利工程的重点，因其上游流经之处土
质较松散，在水流的侵蚀作用下，支流携带大量黄土
汇入黄河，待流至中下游便易造成淤泥沉积，加重河
床负荷，增加了小水酿大灾的风险[18]。人体之中，外邪
内侵，伤及正气，入侵之处首犯气血，邪入日久而气
滞，气滞日久而血瘀，引起机体“土质松散”，上游气血
混杂成“瘀”象，循经流至下游，至下游空虚之处着床，
堆积日久便使脏腑之“河床”增厚，遂成“积聚”之势、
肿瘤之态。 若肿瘤“瘀”象不除，机体血流循环不断，
可加剧机体之“瘀”，加重肿瘤负荷而危害生命。

3.2 水系污染，邪毒流窜 观水系之“污”象，与肿瘤
“瘀毒互结”之“毒”象相类。 河道壅堵，淤泥中可携带
有害物质，与内源水体混流，将有毒物质带入下游支
流，造成二次污染，污水不断流动循环，恶化水质，加
剧了治水的难度[19]。长此以往，还将对自然生态、社会
环境、经济发展、人类健康等造成不可估量的严重后
果[20]。 类而比之，肿瘤之“毒”便是瘀滞之气血在循行
过程中携带机体有害物质，与内源血液同流，倘若未
及时处理，“毒”又混入新鲜血液中，对下游经脉造成
“二次污染”。 这便使得肿瘤“瘀毒”之“毒”具有隐匿
性、潜伏性；此“毒”难去，又可败坏形质、滋生异物，具
有顽固性、伤正性；若不加治理，恶性循环不断，肿瘤
因此转移，加剧“瘀毒”致病，又体现其易流窜、恶变的
性质。

3.3 生态退化， 正气虚衰 水道治理过程造成水生
态退化之象与人体肿瘤治疗后机体正气损伤之象相
类。 黄河流域作为水利工程的重点，水域治理已取得
一定成效，但仍存在生态环境脆弱、局部生态系统退
化、水源涵养功能下降、水土流失严峻等问题[21]。如今
在河道淤泥治理方面化学治理技术已较为成熟，但在
污水治理上化学物质的投放剂量难以控制，投放不当
可造成水体的再次污染，故该措施只作为应急措施使
用[22]。 当前肿瘤的治疗主要以手术、放疗、化疗为主，
取得了一定的疗效，但患者治疗后可能发生免疫力下
降、营养吸收不良等情况，常常出现恶心呕吐、腹泻便
溏等症状，甚者可伴发肝肾功能异常、电解质紊乱等，
表现出一派机体内环境脆弱、脏腑功能退化、气血涵
养失常等元气大伤之象。 除此之外，放化疗导致机体
内环境紊乱产生的“药毒”，将加剧肿瘤“瘀毒”侵袭性
和伤正性，加之机体本身正气不足，便大大提升了“瘀
毒”加“药毒”的致病力度和强度，故放化疗亦仅作为
肿瘤患者的应急治疗，不可作为长久之策。
4 治水之法，瘀毒可参

如前所述，肿瘤之“瘀”与水道之“淤”相类，肿瘤
之“毒”与水体污染性质相同，河道治理后的生态环境
问题与人体肿瘤治疗后的机体内环境情况相似，肿瘤
“瘀毒互结” 的发生及进展过程可比拟于水生态恶化
过程。 故此，从水生态的治理之道可归纳演绎出肿瘤
“瘀毒互结”的治疗之法。

4.1 顺水清淤，化瘀通脉 《庄子》曰“昔者，禹之湮
洪水，决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23]；《史记》载“蜀守冰
凿离碓，避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24]。历史上，大
禹、李冰的治水之道便是顺应水性，在乎“导”，达乎
“通”。 当代污水治理中，清淤疏浚是内源性污染控制
的主要手段，河道底部淤泥的清除、搬运可在一定程
度上改善水体污染[25]。 如此治水的理念，同样适用于
肿瘤的防治。 当代国医大师何任 [26]提出治疗肿瘤需
“适时驱邪”，“瘀毒” 作为肿瘤发于人体之内生之邪，
亦当驱之逐之。 肿瘤“瘀毒互结”之证以“瘀”为首，便
属“血实”之类，当破血逐瘀、活血化瘀、行气消瘀。 治
理污水首先当从源头上截断污染，“瘀毒”之“毒”因瘀
而生，故解毒当以“瘀”为先，若瘀而生热，当加以凉血
消瘀之品；若寒凝血瘀，当治以温阳消瘀之药；若瘀阻
络脉，当添通络清瘀之类。

4.2 清污澄源， 解毒寻根 治理污水应对不同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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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水体污染进行细分治理，“一河一策” 精准实施，坚
持科学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流域治理，方可控
源截污[27]。 如农村污水以农业生产废水、内源性废水
及生活污水为主， 治理首先从生态环保建设工作入
手 [19]；城市污水则来源于工业排水、商业废水及生活
用水， 治理首先要完善城市污水收集系统的建设[28]。
同时还需对区域生态水环境风险进行区划处理，时时
监测，协同控制[29]。治疗肿瘤“瘀毒互结”者亦需如此，
不同脏腑组织所生肿瘤虽同属“瘀毒”之类，但其遣方
用药当有所出入， 需结合脏腑生理病理特点区别用
药，如脑瘤见瘀阻清窍，当需通窍活血；乳腺癌见肝郁
气滞血瘀，当破气行瘀兼顾疏肝养血；卵巢癌见寒凝
瘀滞少腹，当活血消瘀、温经散寒等等。 同时要动态
观察疾病的标本虚实变化，协同调控，视脏腑经络不
同可各加引经药， 视寒热虚实轻重不同在药物性味、
药量上可再行加减。
4.3 培土治水， 扶正固本 中国自古便以 “培土治
水”之法治理洪水，正如“观秦李冰为蜀守，导江刻石
为三牛于岸侧”[30]；古人常在黄河两岸铸牛为堤，或以
牛的形象造河桥，因牛在易象属坤，坤为土，意在以土
胜水，使水流于堤防之中，不至于泛滥无道。 当代治
理水生态之策强调生态堤岸建设技术、 人工补植技
术、土地处理技术等，以达到提高水资源利用率、缓解
水资源危机并降低土地占用率的目的，亦从一定程度
上反映出稳固土质对于治理水生态紊乱、恶化的正性
作用[31]。 肿瘤的生成、发展及恶化均与人体正气亏虚
有关，本虚标实是肿瘤的实质，故而肿瘤的防治过程
中，固本培元是一大要点。 肿瘤术后、放化疗后，正气
亦被削减、抑制，处于元气亏损状态，固本培元、扶助
正气是贯彻肿瘤防治始终的一大原则，“瘀毒”同治的
同时不可忘记“培土治水”之道。 何老[26]亦指出，肿瘤
需“不断扶正”，常需补益气血、养阴生津、补益脾肾，
四物汤、四君子汤、六味地黄丸等均可适当选用。

4.4 按需制宜，分期论治 治理黄河，重在保护，要
在治理，同时需因地制宜、分类施治，注重保护和治理
的系统性、协同性及整体性[32]。 治理污水需制定阶段
性计划，不同阶段采用不同的治理策略，早期开展“清
污分流”，以污染流域源头排查、整治、管理为主；中期
建立治污与生态建设并重的管理体系；远期注重生态
保护[33]。肿瘤“瘀毒互结”的治疗过程也需注重扶正与
驱邪的系统性、协同性和整体性。 肿瘤“瘀毒互结”证

可大致分为早中晚三期，早期以“瘀毒”实邪为主，可
大攻小补，或先攻后补，即化瘀解毒为主，扶助正气为
辅；中期正伤而“瘀毒”未去，当攻补同施，即化瘀解毒
与扶正并重；晚期正气亏虚，“瘀毒”仍在，当以扶正为
主，佐以化瘀解毒。

综上，水生态恶化的发生、发展过程及治理策略，
对于肿瘤“瘀毒互结”的发生、发展过程乃至治则治法
均具有相当的借鉴意义。 《素问·至真要大论》谓：“热
因寒用，寒因热用，塞因塞用，通因通用，必伏其所主，
而先其所因，其始则同，其终则异，可使破积，可使溃
坚，可使气和，可使必已。 ”肿瘤“瘀毒互结”证的治疗
离不开中医辨证论治体系，治疗上亦不可拘泥于“化
瘀解毒”，而应遵循何老 [26]所言之治疗肿瘤“不断扶
正，适时驱邪，随证治之”的十二字原则。

5 道法自然，理法益彰
近年来肿瘤“瘀毒”理论已获得学界愈来愈多的

认可，基于此理论已有大量的实验及临床研究，并取
得了一定的成果， 但此理论仍存在大量可挖掘的空
间。 中医药需紧跟时代、科学的进步，同时也不能忘
记中医的原生思维。 笔者认为，回归中医思维，可对
中医理论有更加全面的认识，从而更好地促进中医的
传承与发展。 中医对疾病的认识源于自然，对疾病的
防治始于自然。 人与自然乃至整个宇宙都是一个整
体，人类疾病的发生发展皆可反观自然、宇宙的事物
及现象，从中得到启发和答案，此即“道法自然”，观自
然之象，阐发人身之理则是“道法自然”的具体应用。
故此，笔者基于象思维，从“水象”视阈出发，结合治水
之道，衍生出了肿瘤“瘀毒”同治的治则治法，意在发
挥中医药的原创优势，为肿瘤“瘀毒互结”病机提供具
有中医特色的理论依据，同时也希望能对临床运用中
医药认识及治疗肿瘤提供新的思路和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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