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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步放化疗联合中药健脾补肾法治疗局部晚期非小细胞肺癌临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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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同步放化疗联合中药健脾补肾法治疗局部晚期非小细胞肺癌的疗效&方法
!

$%H

例局部晚期非小细胞

肺癌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同步放化疗联合中药健脾补肾%和对照组"同步放化疗%&治疗组
H*

例"

*

5

期
%*

例!

*

L

期
'(

例%!

放疗开始紫杉醇
$)ZP

<

,

P

% 静滴
8

$

!顺铂
H(P

<

,

P

% 静滴
8

)

!每
%$

$

%*

天重复&放疗结束后给予原方案化疗&共化疗
'

周期&

在化疗结束时口服健脾补肾中药三胶扶正合剂每天
%Z(PV

!放化疗结束后每日口服
%Z(PV

至疾病进展&对照组放化疗方案均

与治疗组相同&结果
!

全部病例随访
Z

年以上!随访率
GZ&%'Y

&临床症状改善率治疗组为
*(&**Y

"

ZZ

,

H*

%!对照组为
HZ&ZY

"

)*

,

Z*

%!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f)&*%

!

E

%

(&(Z

%&治疗组
)

#

Z

年生存率分别为
'G&Z%Y

#

%$&'GY

!中位生存时间

"

1B#

%

%%

个月$对照组
)

#

Z

年生存率分别为
)H&>)Y

#

$Z&$'Y

!中位生存时间"

1B#

%

$>

个月$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f

'&G'

!

E

%

(&(Z

$

(

%

fZ&G'

!

E

%

(&(Z

%&两组生存曲线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fZ&$*

!

E

%

(&(Z

%&治疗组
*$+

度白细胞下降

的发生率
%(&ZGY

低于对照组的
>%&'$Y

!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f)$&)

!

E

%

(&(Z

%&治疗组放射性食管炎#放射性肺炎

发生率分别为
)(&**Y

"

%$

,

H*

%#

$)&%)Y

"

G

,

H*

%!低于对照组的发生率!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f*&)*

和
$(&$)

!

E

%

(&(Z

%&结论
!

同步放化疗联合健脾补肾中医药治疗局部晚期非小细胞肺癌!近期疗效#临床症状改善#

)

#

Z

年远期生存率较单纯

同步放化疗提高!毒性下降&

关键词"癌!非小细胞肺$同步放化疗$放射治疗$化学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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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癌是人类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而中国又是世界上肺

癌高发区#文献报道发病率在
'(

岁以后逐年上升#在
>(

岁左

右时达到高峰)而肺癌早期缺乏特殊症状#

*(Y

以上的患者在

确诊时是非小细胞肺癌$

7/7E@P5223,22247

<

3573,6

#

QB9V9

&#

已是局部晚期病例#失去手术机会#而单纯放疗*化疗疗效较

差#

Z

年生存率仅有
'Y

$

$(Y

)因此#局部晚期非小细胞肺癌

患者多采用全身化疗*局部化疗*中医药治疗*免疫治疗及放射

治疗#而美国国立综合癌症网络$

Q99Q

&非小细胞肺癌临床实

践指南中推荐不可切除的
QB9V9

患者的一线治疗方案是同

步放化疗等综合治疗'

$EH

(

)中医药对肿瘤有一定的增效作用#

可以明显改善患者的临床症状和生活质量)重庆市巴南区第

二人民医院肿瘤科
%(((

年
$%

月至
%((Z

年
$%

月共收治失去

'G*$

重庆医学
%($$

年
>

月第
'(

卷第
$G

期



手术指征的局部晚期
QB9V9

患者
$%H

例)随机分为同步放

化疗联合中药健脾补肾$治疗组&及同步放化疗$对照组&)现

总结如下)

A

!

资料与方法

A&A

!

一般资料
!

$%H

例患者全部为经细胞学*病理学诊断的

QB9V9

初治患者#

c567/0@M

=

评分大于
H(

分)肝*肾*骨髓功

能正常#预计生存期大于
)

个月#可接受综合治疗)年龄
%>

$

>$

岁#中位年龄
Z$&Z

岁)经胸部
9#

*头部
9#

*腹部
:

超或

9#

检查#按
A!99$GG>

年肺癌分期标准分为
*

5

期
ZZ

例#

*

L

期
>$

例#全部患者均无恶性胸腔积液)治疗组
H*

例#对照组

Z*

例#两组患者基础情况相似#差异无显著性$表
$

&)

表
$

!!

两组患者临床资料$

%

%

项目 治疗组 对照组

病理类型

!

鳞癌
'Z )Z

!

腺癌
%) %)

性别

!

男
'$ )H

!

女
%> %%

临床分期

!*

5

期
%* %>

!*

L

期
'( )$

#Q1

分期

!

#

$

Q

%

1

(

H '

!

#

%

Q

%

1

(

G >

!

#

)

Q

$

1

(

$$ $(

!

#

)

Q

%

1

(

$( $(

!

#

(

Q

)

1

(

( (

!

#

$

Q

)

1

(

H H

!

#

%

Q

)

1

(

> >

!

#

)

Q

)

1

(

$( *

!

#

'

Q

)

1

(

G *

!

#

'

Q

(

1

(

( (

A&B

!

治疗方法
!

$

$

&治疗组
H*

例患者#采用同步放化疗和口

服健脾补肾中药三胶扶正合剂$由人参*黄芪*当归*茯苓*白术

等
$*

味中药经本院制剂室采用现代工艺制成合剂)批准文

号!渝药制字
d%((Z$Z''

&治疗同时开始)具体治疗方案如下!

紫杉醇
$)ZP

<

"

P

%

;J8

$

#

++FH(P

<

"

P

%

;J8

)

#每
%$

$

%*8

重

复)放疗结束后给予原方案化疗)共化疗
'

周期)放疗采用

W

线射线常规分割每天每次
%T

=

#每周
Z

次)临床靶区包括

原发灶*相应纵隔及锁骨上淋巴引流区)脊髓受量不超过
'(

T

=

)放疗总剂量
H(

$

>(T

=

"

H

$

>

周)在化*放疗期间停止口

服三胶扶正合剂#化疗结束后每天口服
%Z(PV

至下次化疗开

始)放化疗结束后每日口服
%Z(PV

至疾病进展)$

%

&对照组

Z*

例患者放化疗方案均同于治疗组)两组患者在治疗过程中

其他治疗措施相同)

A&C

!

疗效评价及观察指标
!

$

$

&近期疗效!疗程结束后
'

周#

根据患者胸部
W

线片*

9#

"

1D!

*腹部
:

超等检查结果评定疗

效)评价疗效按实体瘤疗效评价标准$

6,@

-

/7@,,J5245.;/736;E

.,6;5;7@/2;8.4P/6@

#

DS9!B#$&$

版&分为近期疗效完全缓解

$

9D

&*部分缓解$

FD

&*稳定$

B+

&和疾病进展$

F+

&)

9DjFD

为有效#

9DjFDjB+

为疾病控制)据实体瘤的中医肿瘤疗

效评定$草案&!咳嗽*血痰*气促*胸痛*发热*疲乏无力#

'

种以

上临床症状减轻者#为显著改善%

$

$

)

种临床症状减轻者#为

部分改善%无症状减轻者#为无改善)改善率为显著改善和部

分改善'

>

(

)$

%

&生存期!从患者开始治疗至死亡或随访结束)

随访采用电话*走访等方法)$

)

&不良反应!按
U?X

肿瘤治疗

不良反应标准分为
!$+

度)

A&D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c5

-

257E1,;,6

法 计 算 生 存 率#

V/

<

657M

法进行显著性检验#余用
(

% 检验)

B

!

结
!!

果

B&A

!

近期疗效
!

治疗组患者有效率$

DD

&

*Z&%GY

$

Z*

"

H*

&#疾

病控制率$

+9D

&

G>&(HY

$

HH

"

H*

&%对照组有效率$

DD

&

>Z&*HY

$

''

"

Z*

&#疾病控率$

+9D

&

G$&)*Y

$

Z)

"

Z*

&)两组比较虽然治

疗组有效率*疾病控制率均高于对照组#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f$&*$

#

(

%

f$&G%

#

E

'

(&(Z

&)临床症状改善率治疗组为

*(&**Y

$

ZZ

"

H*

&#对照组为
HZ&ZY

$

)*

"

Z*

&#两组比较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

%

f)&*%

#

E

%

(&(Z

&)

B&B

!

生存期
!

全部患者随访至
%($(

年
)

月止)在随访中失

访
H

例#按死亡计算)患者随访率
GZ&%'Y

)治疗组
)

*

Z

年生

存率分别为
'G&Z%Y

*

%$&'GY

#中位生存时间$

1B#

&

%%

个月%

对照组
)

*

Z

年生存率分别为
)H&>)Y

*

$Z&$'Y

#

1B#$>

个月%

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f'&G'

#

E

%

(&(Z

&)两组生存

曲线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fZ&$*

#

E

%

(&(Z

&)见图
$

)

图
$

!!

治疗组和对照组生存曲线比较

B&C

!

不良反应
!

治疗组的不良反应!白细胞下降
!

度
'$

例#

)

度
$)

例#

*

度
$%

例#

+

度
%

例%轻度消化道反应
%G

例%放射

性肺炎
G

例#放射性食管炎
%$

例)对照组的不良反应!白细胞

下降
!

度
(

例#

)

度
$H

例#

*

度
)%

例#

+

度
$(

例%轻度消化道

反应
'>

例%放射性肺炎
%$

例#放射性食管炎
)Z

例)治疗组

*$+

度 白 细 胞 下 降 的 发 生 率
%(&ZGY

低 于 对 照 组 的

>%&'$Y

#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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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有纵隔淋巴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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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锁骨上淋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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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转移是局部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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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失败和生存率低的重要原因

之一)理论上单纯化疗能控制远处微小转移灶#放疗能控制局

部病灶)但有学者报告单纯化疗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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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患者死于局部复

发#单纯根治性放疗后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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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患者死于远处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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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对原发灶可起到协同控制作用#能使患者死亡危险减少

$(Y

)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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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生存率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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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采用多学科综合治疗已成

为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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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步放化疗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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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协同作用)化

疗药物能提高肿瘤细胞对放疗的敏感性#放疗也可增强化疗药

物的细胞毒性#从而增强了对局部肿瘤的杀伤作用#避免了肿

瘤细胞在放疗后的加速再增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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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上还可通过化疗杀灭

业已存在的微小隐匿转移灶#降低远处转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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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步放化疗

使总疗程缩短#从而提高生活质量#节省治疗经费)但同步放

化疗患者的不良反应如放射性食管炎*放射性肺炎*骨髓抑制

等发生率增加#使很多患者不能按计划完成治疗)

中医学认为#癌瘤为正虚邪聚所致#病属本虚标实#阴阳失

衡#脏腑功能失调而发病)扶正祛邪是中医治病的基本治则#

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放化疗与中医祛邪有关#但放化疗

是,火热毒邪-#作用于人体导致热毒过盛#伤阴耗气#以致气血

损伤#脾胃失调*肝肾亏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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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治疗时宜扶正培本#改善

机体内环境#减轻放化疗的不良反应和对机体免疫功能的抑

制#改善临床症状#提高肿瘤患者的近期与远期疗效)

三胶扶正合剂中含有许多经现代药理研究证实有增强垂

体
E

肾上腺皮质功能的药物$如增加体细胞活性的黄芪*人参

等&#可恢复骨髓造血功能#可诱导机体产生生物反应调节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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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作用如诱生肿瘤坏死因子*白细胞介

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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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的生成#能明显增强正常机体及带瘤宿主体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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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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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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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活性#能提高免疫球蛋白#促进抗体产生#提高

机体内干扰素水平#增加网状内皮系统的吞噬功能#促进抗体

形成及
#

淋巴细胞转化%其他药物则具有清热解毒*活血化

瘀*化痰止咳平喘*利尿消肿等作用)研究表明这些药物能不

同程度抑制肿瘤细胞增殖从而改善症状)配以养血补血*滋补

肝肾药物#配合放化疗#群药合力#可收清热解毒*化痰止咳*祛

瘀镇痛*补气止血*抑杀肺癌细胞之功)使患者睡眠改善#食欲

增强#乏力缓解#体质量增加#精神状态转佳#生活质量提高#生

存期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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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三胶扶正合剂联合同步放化疗治疗局部晚期

QB9V9

可明显减轻患者不良反应#改善临床症状#提高患者的

远期生存率#值得推广应用)

参考文献"

'

$

( 刘哲峰#赵宏#焦顺昌
&

吉非替尼一线治疗晚期非小细胞

肺癌临床分析'

a

(

&

中国肿瘤临床#

%((G

#

)H

$

Z

&!

%'GE%Z$&

'

%

( 朱韧#徐建芳#周彩存
&

紫杉醇联合卡铂治疗老年和中青

年晚期非小细胞肺癌的研究'

a

(

&

临床肺科杂志#

%((G

#

$)

$

G

&!

$$Z*E$$H(&

'

)

( 陈万青#张思维#李连弟#等
&

中国部分市县
$GG*

$

%((%

年肺癌的发病与死亡'

a

(

&

中国肿瘤#

%((H

#

$Z

$

G

&!

Z>(E

Z>%&

'

'

( 杜志强#李宇清#秦健勇
&

多西他赛周疗法治疗老年晚期

非小细胞肺癌的临床观察'

a

(

&

临床肿瘤学杂志#

%((G

#

$)

$

G

&!

*()E*(Z&

'

Z

( 顾爱琴#王慧敏#施春雷#等
&

吉非替尼治疗
$%Z

例晚期非

小细胞肺癌患者的临床观察'

a

(

&

中华肿瘤杂志#

%($(

#

)%

$

$

&!

>$E>Z&

'

H

( 付相建#杨光华#薛跃辉#等
&

周剂量多西紫杉醇和顺铂同

步放化疗治疗
'%

例
*

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临床观察

'

a

(

&

重庆医学#

%($(

#

)G

$

%$

&!

%G%HE%G%*&

'

>

( 薛暖珠#林丽珠
&

中医肿瘤疗效评价标准在晚期非小细胞

肺癌的应用'

a

(

&

广州中医药大学学报#

%((G

#

%H

$

%

&!

$(*E

$$(&

'

*

( 孙燕#赵平 主编
&

临床肿瘤学进展'

1

(

&

北京
&

中国协和医

科大学出版社#

%((Z

!

$G)E$GG&

'

G

( 任洪波#王琦#黄碧有#等
&

同步放化疗治疗局部晚期非小

细胞肺癌疗效分析'

a

(

&

肿瘤研究与临床#

%((H

#

$*

$

H

&!

'(HE'(>&

'

$(

(王绿化
&

局部晚期非小细胞肺癌的治疗进展'

a

(

&

临床肿

瘤学杂志#

%((H

#

$$

$

)

&!

)%$E)%Z&

'

$$

(韩淑红#张小涛#张真#等
&

同步放化疗配合巩固化疗治疗

局部晚期非小细胞肺癌的随机临床研究'

a

(

&

中华放射肿

瘤学杂志#

%((>

#

$H

$

H

&!

'%>E'%G&

'

$%

(林贵山#程惠华#傅志超#等
&

晚期非小细胞肺癌同步放化

疗的疗效分析'

a

(

&

中华放射肿瘤学杂志#

%((H

#

$Z

$

H

&!

'H%E'HZ&

'

$)

(任洪波#伍红英#包中会#等
&

同步放化疗和新辅助化疗治

疗
)

:

$*

:

期子宫颈癌的疗效分析'

a

(

&

肿瘤研究与临

床#

%((G

#

%$

$

)

&!

$*ZE$*>&

'

$'

(吴希诗#祝爱峰#谭国柱#等
&

同步放化疗结合中医扶正治

疗食管癌的临床研究'

a

(

&

中华肿瘤防治杂志#

%((H

#

$)

$

%$

&!

$HH'E$HHZ&

'

$Z

(黄碧有#陈绪元#雷自重#等
&

抗毒升白合剂对肿瘤放化疗

辅助治疗作用'

a

(

&

重庆医学#

%(()

#

)%

$

)

&!

%>'E%>Z&

$收稿日期!

%($(E$$E)(

!

修回日期!

%($$E(%E$Z

&

$上接第
$*G)

页&

!!

颌面部软组织缺损
)'

例的临床分析'

a

(

&

重庆医学#

%($(

#

)G

$

H

&!

HG>EHG*&

'

$$

(王涛
&

带蒂胸大肌皮瓣修复口腔颌面部大面积缺损的应

用'

a

(

&

临床医学#

%((G

#

%G

$

$(

&!

%*E)(&

'

$%

(张德保#吕洁
&

胸大肌肌皮瓣修复口腔颌面部缺损
%%

例

'

a

(

&

南华大学学报!医学版#

%((G

#

)>

$

$

&!

HHEH>&

'

$)

(郑有华#廖贵清#张志光#等
&

胸大肌肌皮瓣在头颈部组织

缺损修复中的应用'

a

(

&

中国耳鼻咽喉颅底外科杂志#

%((Z

#

$$

$

$

&!

%>E%G&

'

$'

(赵云富#姜晓钟#刘渊#等
&

口腔颌面部吻合血管游离组织

移植后血管危象的临床分析'

a

(

&

口腔颌面外科杂志#

%(()

#

$)

$

$

&!

>)E>'&

'

$Z

(

X68DC&#K,

-

,3./652;@P5

I

/6P

=

/34.57,/4@025

-

;7/652

578P5N;22/05,;526,3/7@.643.;/7

!

56,.6/@

-

,3.;J,5752

=

@;@

/0Z(35@,@

'

a

(

&X65215N;22/053B46

<

#

$GGH

#

Z'

$

$$

&!

$%G%E

$%GZ&

$收稿日期!

%($(E$$E$(

!

修回日期!

%($$E($E$(

&

HG*$

重庆医学
%($$

年
>

月第
'(

卷第
$G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