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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癌是恶性程度高的肿瘤，预后差。 在肝癌防
治过程中，综合中西医理论与手段开展相关治疗是
临床常用的防治方案。 中医药讲求辨证施治，其在
肝癌防治方面发挥的疗效较为确切，对于肝癌的预
防、肝癌生长控制、转移与复发控制等各个方面都表
现出独特优势。 中医药临床目前正逐步深入研究中
医药防治肝癌的作用机制，取得一定进展。 不仅有
利于通过微观研究方法对中医药固有临床疗效的科
学验证， 同时也为之提供有效且充足的实验依据。
本文基于此对中医药防治肝癌机制的研究进展做一
综述如下：
1%%%%癌前病变的防治

所谓肝癌癌前病变，即某异常组织部分有较大
几率出现病理癌性病变，其中非典型肝细胞增生是
其主要表现，这提示肝癌正处于前期阶段，其发生过
程较为缓慢且相对复杂，同时又受到致癌物质（包括
相关基因）、肝炎病毒的侵袭与影响。 对于肝癌癌前
病变，中医药可有效延缓其形成速度，一部分中草药
（包括复方或者中药提取物）对于癌前病变形成的抑
制具有显著效果。 相关学者[1]研究发现，复方丹参注
射液、三石猫胶囊以及 981208冲剂对于二乙基亚硝
胺诱导的大鼠肝脏细胞毒性损伤可予以有效缓解，
并对癌前变异组织增生具有抑制效果。 复方中药槲
芪散可有效对抗二乙基亚硝胺毒性，对肝细胞线粒
体具有保护效果， 同时可对 c-myc、c-fos以及 c-jun
三种基因过度表达具有抑制作用，从而对肝癌癌前
病变予以抑制。番红花中的藏花酸是一种活性成分，
能够对黄曲霉素 B1引发的癌前病变予以有效抑制。
2%%%%原发病灶肝癌细胞的杀灭

细胞周期失控会导致细胞无限增殖，加快瘤灶
生长，这也是导致肝癌发生的一个重要因素。 所以
对于肝癌的临床治疗来说，对肝癌细胞生产和增殖
予以有效抑制，最终诱导其分化、逐渐凋亡是一个重
要方向。 其中关键在于对肝癌细胞内部蛋白质、
RNA以及 DNA等物质合成予以破坏或抑制， 进而
诱导细胞分化，加速其凋亡进程，以此对肝癌细胞的
生长以及增殖施加干预[2]。

2.1%%%%肝癌细胞生长与增殖的抑制 研究表明 [3]，茵
陈、柴胡、鱼腥草以及夏枯草四种中药萃取液可破坏
SMMC-7721癌细胞的膜结构； 小鼠肝癌 H22细胞
在薤白挥发油的影响下会逐渐解体， 其中核仁与线
粒体空泡样变，发生核固缩、碎裂。 岩藻黄质分离自
裙带菜中，属于类胡萝卜素的一种，能够对肝癌细胞
生长予以有效抑制， 分析认为其作用机制可能关联
于下调细胞周期蛋白 D。此外，银杏叶提取物对于肝
癌 Hep3B、HepG2两种细胞增殖也有抑制效果。
2.2%%%%诱导细胞分化 在肿瘤发病的各类原因中，细
胞分化异常为关键因素， 因而促进或者诱导细胞分
化可视为一种有效的肿瘤治疗方法。 一项临床研究
[4]发现，端粒酶可维持细胞寿命，使染色体结构趋于
稳定，并对细胞分裂次数有决定性作用，因此抑制端
粒酶活性有几率使癌细胞衰老程序得以恢复。 有学
者[5]发现板蓝根二酮 B对于肝癌细胞 Bel-7402的增
殖具有抑制效果，使其端粒酶活性减弱。而健脾理气
中药能够对人肝癌细胞株 SMMC-7721 和 H22 肝
癌荷瘤小鼠端粒酶表达产生抑制作用， 笔者认为是
健脾理气方固有的抗肿瘤机制在发挥效用。
2.3%%%%加速癌细胞凋亡 肿瘤细胞既存在分化与增
殖异常，同时又伴有凋亡异常，因此治疗药物对于肝
癌细胞凋亡是否具有诱导效果也是值得临床关注的
一点。 中草药对于肝癌细胞的凋亡具有不同程度的
诱导效果， 其作用机制大多关联于凋亡相关蛋白的
活性控制。 研究[6]发现，半枝莲提取物对于人肝癌细
胞 SMMC-7721的凋亡具有诱导效果， 药物组患者
半胱氨酸蛋白水解酶活性大幅提高， 而生存素蛋白
与 Bcl-2的表达则相应减弱； 山豆根提取物可显著
增强 p21、Bax、半胱氨酸蛋白水解酶、p53、Bad以及
p27的表达，同时抑制 Bcl-2的活性，进而使 Hep3B
细胞加速凋亡。
3%%%%肝癌转移的抑制
3.1%%%%转移相关基因 激活肝癌转移基因以及转移
相关基因， 或者转移抑制基因失活均会影响肝癌转
移与侵袭，进而对肿瘤转移产生促进或者抑制效果。
在影响肿瘤转移的各类基因中， 肿瘤转移基因是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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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较为关键的、 具有直接影响作用的一种，如
CD44、Rac1、mdm2以及 Rasp21等等。 研究表明[7]，
当中医治疗方案有所差异的情况下，肝癌转移抑制
基因与转移相关基因二者的表达也有较大差异。 华
海清[8]主导的一项临床研究表明，人参皂苷 Rg3对
于肝癌细胞的转移与生长具有抑制作用，认为其作
用机制与 CD44、nm23二者表达的调节存在某种关
联。 此外，蜂毒素能够对 Racl基因介导下的癌细胞
转移运动产生抑制作用，进而控制肝癌转移。
3.2%%%%细胞基质降解酶 细胞的着床、脱落与细胞基
质降解酶之间存在相关性，后者包括肿瘤坏死因子
（TNF）、金属蛋白酶组织抑制因子（TIMP）、基质金
属蛋白酶（MMP）、丝氨酸蛋白溶酶以及肿瘤生长因
子（TGF）。 研究表明[9]，大鼠在二甲基亚硝胺诱导下
发生肝纤维化时，中药复方 861可对其肝脏MMP-2
的表达予以有效抑制，从而为肝星状细胞提供适宜
的细胞外基质环境，有利于其维持静止状态，使肝星
状细胞活性受到抑制，最终控制肝纤维化进程。 此
外，还有研究表明[10]皂苷 Rg3与三氧化二砷对于肝
癌细胞的侵袭和黏附可产生对抗效果。
3.3%%%%肝癌转移与侵袭过程中肝肿瘤血管生成的作
用 Folkman[11]于 1971年提出了肿瘤生长基于血管
形成的假说，这是首次对肝癌转移与侵袭过程中肝
肿瘤血管生成所发挥的作用做出的一次假设。 原本
处于静止状态的原癌基因在癌前病变进程中被激
活，进而过度表达，并对相应的细胞因子或者生长因
子产生激活效应，进而诱导血管形成。 在这一过程
中，血管生长相关因子发挥的作用不容忽视，其主要
包括内皮素（endothelin）、碱性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
（bFGF）、表皮生长因子（EGF）等，对此类细胞因子
的表达或者合成产生抑制作用的化合物同时也存在
对抗肿瘤转移的可能性，这也是肝癌治疗研究在现
阶段的新靶点。一项研究表明[12]，应用新鲜壁虎冻干
粉能够使小鼠 H22肝细胞肿瘤内部 bFGF和 VEGF
两种基因的表达得以弱化，降低瘤体微血管的分布
密度。 此外，还有研究表明[13]，治疗组裸鼠应用中药
扶正抗癌汤后肝癌移植瘤中 bFGF和 VEGF两种基
因的表达均被弱化，且微血管密度也大幅降低，说明
利用对肿瘤内部 VEGF合成的抑制有可能对肿瘤
血管生成产生抑制效应，最终实现抗癌的目的。
4%%%%增强细胞免疫

在肿瘤转移进程中，肿瘤细胞免疫逃逸是其中
的一个关键步骤。 在侵袭过程中，转移潜能较高的
肿瘤细胞实现转移的必要前提是规避了来自机体免
疫系统的监控与杀伤。 免疫逃逸通常与 T淋巴细胞

亚群（CD3、CD4和 CD8）、白细胞介素、自然杀伤细
胞以及肿瘤坏死因子等相关。研究表明[14]，香茅草提
取物口服液能够显著提高小鼠腹腔自然杀伤细胞活
性，并增强了巨噬细胞对鸡红细胞的吞噬能力，发挥
了肿瘤抑制与免疫调节的功能；有研究者[15~16]使用
黄芪注射液针对原发性中晚期肝癌患者进行治疗，
通过对 T淋巴细胞亚群以及自然杀伤细胞施加干
预来达到抗癌目的；相关学者[17]研究发现，枸杞多糖
有利于提高自然杀伤细胞活性与 TNF分泌水平，对
于荷瘤鼠脾细胞数、活化 T细胞增殖能力和分泌白
细胞介素 2的能力具有恢复和强化的作用， 同时还
使 H22荷瘤鼠抗原递呈细胞功能得到强化，所以枸
杞多糖的肝癌抑制机制可能是增强机体细胞免疫功
能。
5%%%%对细胞传导通路的影响

研究表明[18]，肝癌细胞凋亡在肝癌的发生和发
展过程中起到重要的作用，TGF-茁1/Smad4在肝癌细
胞 凋 亡 信 号 的 传 导 中 起 着 重 要 的 作 用 ，
TGF-茁1/Smad4的激活和肝癌细胞的凋亡有密切的
关系。 相关学者[19]通过中药益气活血化瘀法对大鼠
肝癌前病变 TGF-茁1/Smad4 的影响研究（组方:%黄
芪、炒白术、丹参、川芎、当归、石见穿、地蟞虫）发现，
TGF-茁1/Smad4的生物活性与肿瘤的发生发展密切
相关，TGF-茁1/Smad4具有调控细胞增殖作用，对肝
细胞、淋巴细胞、内皮细胞等具有生长抑制作用。 肝
脏组织内正常水平表达可以抑制肝细胞增殖并诱导
其凋亡。 随着 TGF-茁1/Smad4表达水平升高，抑制增
殖作用降低，转为促进增殖的生物学效应，导致肝脏
细胞过度增殖分化或癌变。实验表明，益气活血化瘀
法可以上调肝癌细胞 TGF-茁1/Smad4 的表达水平，
并且对 TGF-茁1/Smad4的作用形成一定的剂量依赖
性。 所以，该法可能通过上调 TGF-茁1/Smad4的水平
从而抑制大鼠肝癌细胞的形成， 并对肝癌前病变肝
脏细胞组织具有明显的修复作用[20]。
6%%%%结语

中医药以其独特、 有效的辨证施治体系在在肝
癌防治方面发挥极大的功用，但就现阶段而言，中医
药防治肝癌病变机制方面仍显滞后， 许多中医药作
用机制仍未阐明， 其临床疗效得到广泛认可仍需进
一步深入研究。 现代医学通过高新技术手段研究肝
癌病变的发生发展、转移与复发的机制相对深入，因
此，中医药临床研究同样可以此为借鉴，通过微观研
究方法对中医药疗效进行验证， 并为之提供有效且
充足的实验依据，推动中药防治肝癌再上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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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灸治疗面肌痉挛研究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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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肌痉挛（Hemifacial%Spasm，HFS）又称面肌抽
搐，是指以一侧的面神经所支配的肌群不自主的、阵
发性的、无痛性抽搐为特征的慢性疾病，无其它神经
系统阳性体征，同时脑电图正常，肌电图上显示肌纤
维震颤和肌束震颤波，可因疲倦、精神紧张及自主运
动等加重。 本病多发生于一侧，双侧者少见，好发于
中年以后。 面肌痉挛在中医学中属于“筋惕肉瞤、筋
急、风症”等范畴，为针灸临床常见病之一。现就近 5
年来针灸治疗面肌痉挛的临床研究现状综述如下：
1%%%%普通针刺
1.1%%%%近端取穴 袁涛等[1]选取四中穴（四神聪穴各
旁开 2寸）、头颞穴（太阳穴后 1寸与耳尖平行处）和
风池穴共 8穴组成矩阵穴方，配患侧攒竹、颊车、地
仓穴，以对称平行针刺法，进针行捻转手法得气后，
留针 30%min。 对照组常规取穴。 结果治疗组总有效
率为 92.00%，明显优于对照组的 71.43%。 蒋学余[2]

以针刺听会、透刺阳明经穴和太阳经穴法治疗面肌
痉挛 37例，结果痊愈 19例，显著 6例，有效 9例，无
效 3例，总有效率为 92%。 王振林等[3]取激发点（患
者面部明显跳动点，以指压迫可缓解痉挛，一般在瞳
子髎、颧髎、巨髎、地仓附近），配穴合谷、太冲等，配
合 TDP灯照射患者，运用平补平泻手法，结果总有
效率为 94.9%。

1.2%%%%远端取穴 荆红存[4]以“以动制动”法治疗面肌
痉挛 38例，取背部腧穴（肝俞、肾俞、膈俞、筋缩、大
椎、风门）为主穴，四肢穴（太冲、三阴交）为配穴，进
针后施以平补平泻，得气后，肝俞、肾俞加电针，疗程
结束后痊愈 30例，显效 5例，有效 3例，总有效率为
100%。 王春兰 [5]观察组取四关穴（双侧合谷、太冲
穴），进针后施用提插手法得气，配患侧颊车、地仓等
常规穴位浅刺，对照组常规取穴法治疗，结果观察组
痊愈率为 52.9%，总有效率为 97.0%，对照组痊愈率
为 26.5%，总有效率为 94.1%。 杨军雄等[6]综合组取
三焦针法主穴（膻中、中脘、气海和双侧血海、足三
里、外关）配双侧风池，对照组采用常规取穴针刺治
疗。结果综合组临床总有效率为 92.5%，优于对照组
的 75.0%。
1.3%%%%针刺手法 胡芳等[7]取患侧阿是穴采取浅针围
刺，间隔为 0.5~1%cm宽，针尖紧贴皮肤快速捻转进
针，进针 0.1~0.2%cm，使针体悬吊，不施任何行针手
法，结果总有效率为 96.67%。陈静[8]治疗组选取颤搐
剧烈的部位，一次取 3~6处，眼周颤搐的取攒竹、阳
白、鱼腰、太阳、四白，口周颤搐的取地仓、颊车、迎
香、承浆，均采用一寸毫针，直刺，深度为 0.8~1分，
不施手法；对照组采用常规针刺治疗。结果治疗组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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