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蜚蠊，又名“蟑螂”“酱虫”“油虫”等，是当今世

界上分布广泛的古老昆虫类群之一。因为蜚蠊能携带多

种致病菌，所以它在历史上曾多次扮演卫生害虫的角色，

并且被归属于世界性的病媒昆虫行列 [1］。现代研究发现

蜚蠊具有抗癌作用，确切实现“变害为宝”的跨越性转

变。肝癌是我国高死亡、高复发的恶性肿瘤之一，目前

疗效不尽人意，临床多与中医药和民族医药联合治疗，

以改善肝癌患者生活质量，延长寿命。本文通过了解土

家医药治疗肝癌的独特理论体系，以及蜚蠊发挥抗癌作

用的药理机制，为增加肝癌临床辅助治疗方法提供理论

支撑。1

1.蜚蠊的历史沿革

蜚蠊在土家族中又称为“偷油婆”。根据研究，美洲

大蠊、东方蠊多分布于湘、黔、渝、鄂毗邻的武陵山区，

由此推测土家族所使用的蜚蠊为美洲大蠊及东方蠊。《神

农本草经》最早有对蜚蠊的记载，书中道蜚蠊“味咸、

寒，主血瘀，癥坚，寒热，破积聚，喉咽痹，内寒，无

子”。现代《中药大辞典》中记载：蟑螂，性味咸寒；有

破瘀、化积、消肿、解毒等功效；可以用来治疗癥瘕积

聚、小儿疳积、喉蛾、痈肿等。

如今作为药物使用和科学实验研究的蜚蠊是人工养

殖的美洲大蠊。其性平，味咸，能健脾消疳，活血通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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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血生肌。用于胁痛，癥瘕，疳积，水火烫伤等 [2]。同

时现代药理研究发现，美洲大蠊不仅可以保肝还可促进

癌细胞凋亡 [3-5]，抑制肿瘤组织增长以及延长机体生存时

间的作用 [6-8]。

2.肝癌在土家医与中医中的证治异同

肝癌治疗方式虽多，但预后仍较差，同时也影响生

存质量，因此，肝癌患者后续常常借助中医和民族医药

辅助调理，帮助患者延长寿命，提高生存质量。

2.1 肝癌的中医治则、治法

中医中没有肝癌的病名，但根据症状体征可将肝

癌归类到中医学的“积聚”“鼓胀”“黄疸”“胁痛”“肥

气”等疾病中。如《灵枢·水胀》中记载：“鼓胀何如 ?

岐伯曰：腹胀，身皆大，大与肤胀等也，色苍黄，腹筋

起，此其候也”。《灵枢·五邪》：“邪在肝，则两胁中痛”。

《灵枢·邪气脏腑病形篇》：“肝脉微急为肥气，在胁下，

若覆杯”“伏梁，环脐而痛”；如今使用的中医肿瘤学方

面的书籍，也将肝癌归类到上述疾病中，如《现代中医

肿瘤学》。

肝癌的病机一般认为是人体正气虚损，脏腑机能紊

乱，邪毒入侵，造成气、瘀、痰相互胶结，郁结于脏器

经络而成，《医宗必读·积聚》道：“积之成者，正气不

足，而后邪气踞之”。人体正气亏虚是本，因正气亏虚而

出现的肝络痹阻是其标，虚实夹杂共同导致肝癌的发生。

《黄帝内经》中记载的“盛则泻之，虚则补之”可贯

彻到肝癌治疗中。《素问·评热病论》中云：“邪之所凑，

其气必虚。”也就意味着肝癌是在机体的正气虚损为前提

下产生的，因此需先扶助正气，如张洁古在其《活法机

要》中提出：“故治积者，当先养正则积自除”。防止疾

病传变也很重要，《难经》中云：“见肝之病，则知肝当

传之于脾，故先实其脾气，务令得受肝之邪也，故曰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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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病焉”，医圣张仲景根据临床观察也证实和补充了这一

防治理论，提出了酸补，苦泄，甘调的用药防治原则。

肝喜条达，畅达气机，当肝失条畅，人体气机紊乱，也

会加重肝癌的进展。综上，在肝癌时要始终贯彻已病防

变；顾护脾胃；调理情志；活血化瘀，解毒抗癌 [9]。

2.2 肝癌的土家医治则、治法

土家族中亦无肝癌的记载，但是现代医学中肝癌中

晚期的症状与土家族医学的“烧箕臌”的表现：面黄肌

瘦、腹胀如鼓、青筋暴露、厌油纳少的症状非常相似，

因此将肝癌归于土家族中的“烧箕臌”范畴。土家医药

认为：毒气是主要的致病因素，毒气伤人，不管是内部

脏器组织还是外部皮毛、肌腠都有损伤，虽然表现出来

的证候复杂多端，但病情轻重程度还是取决于侵袭人体

毒气的盛衰 [10]。毒气中玍毒的巴达毒是诱导体内的正常

组织、细胞在生长转变这一长久的过程中转化为病理性

毒物的重要毒气之一，它常常隐藏在肝脏中，长时间影

响着肝脏的功能，最终导致肝脏发生恶性病理变化，反

应到人体身上表现为身体机能逐渐下降，出现消瘦，厌

食油腻等，到晚期的时候出现疼痛等相关病变症状。这

些症状与肝癌的症状：肝区疼痛、消瘦、面色晦暗、厌

食等症候不谋而合。因此，土家医常常认为巴达毒是肝

癌发生的主要病因。

土家族也认为肝癌产生与气血失调有关。在土家医

的三元学说中，肝属于中元，具有化生水谷精微的作用，

当中元之气亏虚的时候，肝脏功能也会减退，此时又感

受巴达毒，导致肝脏血行不畅，血液淤滞，阻塞经络，

则出现上腹部疼痛，肿痛、肿块等症状 [11]。

土家族治疗肝癌通常采用治毒之法配合七法八则使

用 [12]。一般情况选用拔毒法配合赶淤法，但当病人出现

机体消瘦症状时，用补法和调毒法，后期出现呕血时，

则需攻毒的同时配合止血治疗。

中医和土家医对肝癌的认知和治疗原则相似，历代

医家认为肝癌是由正气内虚、邪毒侵袭，邪盛正虚造成，

治法上需扶助正气、解毒抗癌。土家族认为元气亏虚、

感受毒气导致肝癌发生，治疗用治毒之法配合七法八则，

与中医中的攻补兼施、急则治标原则不谋而合。

3.土家药蜚蠊的抗癌作用

3.1 抑制肿瘤细胞增殖生长

美洲大蠊可以抑制肿瘤细胞生长。有研究证实，美

洲大蠊提取物可以抑制 3LL 肺癌、Lewis 肺癌小鼠瘤组织

的生长，在治疗原发性肺癌有良好效果。在其相关制剂

康复新干扰胃癌细胞在细胞周期中的进程，阻滞胃癌细

胞 M/G1 期的转换，使 M/G2 细胞聚集，干扰癌细胞 DNA

的合成，诱导细胞凋亡。闫爽 [13] 从美洲大蠊提取物 YS-I

能有效抑制人肝癌细胞 H.E.p G2、人胃癌细胞 MGC-803

和人食管癌细胞 Eca-109 的增殖。

3.2 调节血管内皮生长因子

血管内皮包括血管生成促进因子和抑制因子，正常

情况下两者处于平衡状态，一旦平衡信号被破坏，就会

使得肿瘤组织内不断形成新的血管，从而促进肿瘤生长

和转移。梁刚等 [14] 发现蜚蠊多肽可以下调血管内皮生长

因子降低微血管密度，对裸鼠人肝细胞 Bel-7402 移植瘤

生长及血管生成有抑制作用。

3.3 提高体内 TNF-α 的水平

TNF-α 又称肿瘤坏死因子，可以调节免疫细胞的功

能，通过促使 caspase-8 与 FADD 结合而诱导凋亡，并促

进炎症和细胞存活，这是通过 TRAF2 经由 JNK 依赖性激

酶级联，MEKK 激酶级联和 RIP 激活 NF-kB 介导的。何

旭等 [15] 通过蜚蠊提取液（C Ⅱ -3）对荷瘤小鼠 S180 肉瘤

体内的抑瘤实验，运用 ELISA 试剂盒法检测小鼠血清中

的肿瘤坏死因子（TNF-α），实验结果显示 C Ⅱ -3 能够

升高脾脏指数、胸腺指数，荷瘤小鼠血清中 TNF-α 的含

量也明显提高。该实验证明其抗肿瘤机制很有可能是提

高荷瘤小鼠血清中 TNF-α 的水平。

3.4 诱导细胞凋亡

细胞凋亡失衡可以导致肿瘤的发生，诱导肿瘤细胞

凋亡是抗肿瘤药物抑制肿瘤增值的途径之一。王晶、李

鑫 [7] 探讨蜚蠊提取物对人肝癌细胞 Bel-7402 的作用机

制，通过观察美洲大蠊提取物对人肝癌细胞 Bel-7402 增

殖的影响、分析细胞凋亡率、检测线粒体膜电位、DNA 

Ladder 实验检测细胞凋亡等实验方法说明了美洲大蠊提

取物可通过线粒体途径诱导人肝癌细胞 Bel-7402 凋亡、

降低线粒体膜电位。

张丹等 [16] 实验对美洲大蠊提取物诱导人肝癌细胞

SMMC-7721 细胞凋亡进行定性和定量的检测，发现其可

以促进人肝癌细胞 SMMC-7721 凋亡并且其凋亡率有浓度

依赖性，提示其抑制肿瘤细胞增值可能是诱导细胞凋亡

引起的，WB 检测法观察到 Bcl-2 蛋白表达减少，Bax 表

达增多，Bcl-2/Bax 比值降低，Bax 和 Bcl-2 蛋白可能参与

肿瘤细胞凋亡过程。此外，蜚蠊还能增强免疫力和逆转

肿瘤耐药性等作用。

此外，美洲大蠊不仅能诱导肿瘤细胞凋亡、阻滞细

胞周期以及抑制肿瘤血管生成方面，而且其提取物与放

疗药物联合使用时，在减轻化疗药物对正常组织毒性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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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同时还能兼顾保护正常组织、提高免疫机能。

4.结语与展望

民族医药在辅助治疗肝癌时有其独特诊疗方式，增

加了难治性疾病的诊疗手段。目前，肝癌疗效仍然是一

个值得攻克的难题，因其独特的生理特性，使其疗效较

差而复发率高，因此需要借助中医药和民族医药辅助治

疗。土家医治疗肝癌有其独特的方式，认为元气亏虚、

感受毒气是肝癌发生的主要病因，治疗采用治毒之法配

合七法八则。土家药蜚蠊具有诱导肿瘤细胞凋亡、阻滞

细胞周期以及抑制肿瘤血管生成的作用，具有良好抗癌

作用的同时还可减轻化疗药物对机体正常组织的毒性，

在一定程度上可保护正常组织。因此，通过土家医药治

疗肝癌的独特理论体系，以及发掘更多蜚蠊潜在的药理

价值，可能是一条增加肝癌临床疗效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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