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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a m L 的干燥块根为阴性反应

玄参是增液 口 服液的君药
,

有凉血滋阴
、

泻火解毒之功

效
1

决 玄参中含量较高的哈 巴俄 昔
,

具有抗慢性炎症
、

降压
、

镇痛
、

解痉
、

抗乙 肝病 毒以及 免疫促进作 用
;
最 近药理研究 又

发现其与滋阴功效有 密切相关 的作用
‘

故认 为哈 巴俄昔是

玄参的特 征性有效成分
;
因此

,

把测定玄参的哈巴俄昔作为增

液 日 服液的含量测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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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癌平丸对胃癌化疗免疫功能的影响

福 建省肿瘤 医院 (3劝叭4 ) 高雪艳 陈家俊 黄慧琳

【摘 要】 目的 探讨抗癌平 丸对 胃癌化疗患者的免疫细 胞影响
。

方法 我院经手术 胃癌 I 期化疗患者
.

随机

分为抗癌平丸治疗组 和对 照组
,

以血清测定 T 细 胞亚 群和 N K 细胞活性
,

资料 以均数表示 和 t 检验
。

结果 治疗组治

疗前后的 T 细 胞亚 群均有明显上升 (P < 。
.

0 5 )
,

且 衬K 细胞 无 明显变 化
,

而 对照 组 相对下降
,

但 无统 计学意义
,

且

随着化疗周 期
,

胃癌化疗患者的机体 免疫有所下降
,

且 对 照组 相对明显
,

抗癌平丸无增加毒 副反应现象
。

结论 抗癌

丸作为化疗辅助药 品
,

近期疗效 比对照
‘

组 好
,

有助 于提高患者 的免疫功能
。

【关键词】 抗癌平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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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疫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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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 的发生
、

发展 与机体免疫低 下有关
,

化疗患 者更 为明

显走
。

抗癌平丸主要从中草药中提取
,

具有清热解毒
、

消肿止

痛的功效
,

对肿瘤有杀伤作用及提高免疫并能减轻化疗时毒

副反应 的作用
,

本文对胃癌化疗患者的治疗前后 T 细胞亚群

情 况观察如下
。

l 资料与方法

1
.

1 临床病例
:

抽取我院经手术病理证实为胃癌患 者作 为研

究对象
,

共 24 例随机分为治疗组 (抗癌平 丸 ) 12 例
,

男性 8

例
,

女性 4 例
;
平均年龄 5 4

.

8 岁
。

对 照组 12 例
,

男性 7 例
、

女性 5 例
;
平均年龄 邓

.

9 岁
。

两组病期均为 皿期
,

病理均为

胃癌
,

两组胃癌患者均排除自身免疫系统疾病 和血液系统疾

病
。

两组经各项均衡检验无差异
,

资料具有 可比性
。

1 2 方法
:

1. 2. 1 治疗方法
:

1
.

2
.

1
.

1 治疗组
;

化疗 3 天前服用抗癌平 丸 l 次 1 9
,

一 日 3

次
,

连用两个疗程
,

一疗程为 1 个月
,

同时接受 El 万 方案化

疗 2 周期 E x
矛

F 方案
:
V l

〕 ; 。
1 0 0 m g

,
, v b y d r , p d

l 一 : ; C FZ OOm g
,

Iv by d r ip d l _ : ; 5
一
F u soo n z g

,

iv by d rip d ,
,

3 ~ 4 周重 复
凸

治

疗前后采血化验
。

1
.

2
.

1
.

2 对照组
:

除不服抗癌平 丸治疗外
,

其余同治疗组
。

1
.

2
.

2 检验方法
:

以治疗前和治疗 后 (2 4 小时 ) 空腹抽外周

血 2 m l
,

置抗凝管中备测
。

主要试剂异硫氰酸 (F IFI ) 荧光

抗体 C D
; 、

C D
: 、

C l) : ;
藻红蛋白 (PE )荧光抗体 C l) 3

、

C l)
l。 : 、

、 :

试剂均购于美国 Ph a rm in g e n
公司产品

。

均为小 鼠抗 人 lg G 型

抗体
。

仪器使用美国 B P 公司 F o sc 习ib n r
流式细胞仪

。

实验方

法按说明书
.

以直接免疫荧光标记法
。

1
.

2
.

3 资料统计
:

所有测定结果用均数标准差 收士
S ) 表示

,

比较以 t 检验
。

2 结果

两组治疗前后 f 细胞及 N K 细胞活性变化见附表

附表 两组治疗前后 T 细胞及 N K 细胞活性变化 (又士 s)

I 治疗组 (n = 12 ) 对照组 (n 一 1 2 )

治疗前 治疗后

第 一次

第二次

(
一

I) :

C l为

( !)吕

C J入
_

飞 1入

N K 活性

C D

C l)
:

(
一

I) 8

( I) / (
‘

1)
、

N K 活性

4 5
.

62 士 2
.

3 6

28
.

59 土 2
.

12

2 7
.

8 2 全 2
.

13

口
.

8 9士 ]
.

了)3

4 9
.

2 9 士 5
.

8 2

5 1
.

3 6 土 2
.

9 1

3 1
.

6 8 士 1
.

9 3

3 0
.

9 2 士 1
.

8 5

1
.

{)2 士 0
.

9 3

斗8
.

3 6 士 6
.

2 3

5 6
.

3 6 士 2
.

5 1
1

3 7
.

7 8 士 2
.

t)几
‘

3 弓
.

3 6 土 2
.

1 6

1
.

了健工 “
.

2 1

三门
.

1 2士 吕
.

8 6

5 7
.

2 8士 3 62

3 6
,

4 7 土 2
.

12
-

3 5
.

1 6土 2
.

6 2
玲

工
.

3 7土 l () l

筑()
.

6 3 士 6
.

纽6

治疗前

4 6
.

2 9 士 2
.

4 8

2 7
.

3 8 士 2
.

8 9

2 8
.

4 2士 1
.

7 日

()
.

9 8士 〔)
.

1 7

5 ()
.

3 6 士 5
.

8 1

4 0
.

5 2土 艺
.

3 2

2 3
.

4 1土 1
.

5 2

2 5
.

9 2土 1
.

5 1

0
.

9(飞士 1
.

12

4 6
.

3 2士 6
.

1 2

治疗后

理2
.

9 2 士 2
.

4 8

2 5 6 2 士 1
.

6 2

2 6
.

6 9 + 1 4 1

口 9 5 士 0
.

36

牛9
.

3 6士 5
.

6 7

3 7
.

6 7 十 之
.

6 5

2 1
.

6 7 士 1
.

5 7

2 3
.

6 4 土 1
.

3 6

()
.

8 6 十 1
.

()2

4 3
.

9 2 土 6
.

4 6

注
: 二 P < 0

.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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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结果显示
,

抗癌平丸对胃癌化疗患者 中
‘

r 细胞亚群

及 N K 细胞活性治疗前后有显著差异 (P < 0
.

0 5 )
,

_

且对照组

未服抗癌平丸即显 略低现象
,

无统计学意义 (P > 0
.

()5 )
。

3 讨论

胃癌患者由于肿瘤细 胞产生 和合成 可溶性免疫抑制 因

子
,

诱导抑制性 T 细胞 (C D , ) 产生
,

同时阻止辅助性
’

f 淋

巴细胞 (CD , ) 的形成和成熟
,

使患者 T 细胞介导白细胞免疫

功能和 N K 细胞活性受到抑制
,

抗体对 识别和杀伤肿瘤细胞

能力下降
乞“

。

实验证明
,

化疗药物具有杀伤肿瘤细胞作用
.

包

括免疫细胞均有杀伤作用
,

特别对 C D
I

和 N K 细胞较敏感
,

而对 C D
、

细胞作用 可能与其它亚群不一样
,

其敏感随着化疗

药物剂量的量积有关工
。

本研究应用抗癌平丸作为化疗辅助

治疗
,

它主要成分为半枝莲
、

香茶菜
、

蛇葛和蟾酥等 n 味草

药组成
,

其功效为清热解毒
、

消肿止痛
,

具有抑制癌细胞增殖

及调节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功能
,

促进肿瘤逆转分化等达到

疗效
。

治疗组的治疗前后 C l) 3
、

C D
」 、

C D 、
和 C D

,
/ C D 。

比值有

差异 (P < 0
.

0 5 )
,

且 对照组却无差异 (尸> 0
.

0 5 )
。

由此可见
,

抗癌平 丸对肿瘤具杀伤作用的同时具有 调节机体免疫功能
.

抗癌平丸应用也未见增加其毒副反应
。

刘振华川研究
,

T A K 细胞到达维持回输可提高患者细胞

免疫功能
.

C D
3

及 C D
、

均有升高倾向
,

但该 疗法对 N K 活性

影 响不显 著
,

提高输人 T A K 细胞后可部分激活抗体细胞免

疫 系统并维持一段时间发挥免疫抑瘤作 用
。

本组 的 N K 活性

的变化无 差异 (P > 。
.

0 5 ) 与文献报道相似
。

从 免疫学角度解

释
,

免疫治疗配合化疗可延长生存期
.

但肿瘤中
“

不敏感
”

群

体现象 日益受到学者关注
。

研究揭示
,

胃癌等消化道肿瘤属不

敏感群体
,

通过常规免疫治疗措施 以求治愈的希望有限
。

因

此
,

探讨个体化免疫治疗 实属必要
,

由于本研究病例较少
,

还

须继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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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库澳按
、

阿曲库按和唬拍胆碱在喉显微手术中的应用比较

(附 9 0 例分析 )

福州总 医院麻醉科 (3 5 0 0 2 5) 曾 健 王银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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喉显微外科手术多选用全麻
,

其手术时间短
,

部位特殊
,

要求麻醉达到一定深度
,

肌松效果好
,

术毕快速清醒
。

为探索

较理想 的肌松药
,

我们选择三种不同的肌松药进行 比较
,

现报

道如下
。

1 资料与方法

1
.

1 一般资料
:

选择美 国麻醉医师协会 (A S A ) l ~ n 级拟

行择期手术病人 90 例
,

男 28 例
,

女 62 例
:

年龄 17 一 5组岁
;

体重 4 0一 73 k g
。

9 0 例中
,

声带息肉 53 例
,

声带白斑 5 例
,

声

带小结 29 例
,

喉新生物 3 例
。

将本组 90 例随机分为 l
、

皿
、

皿三组
,

每组 30 例
。

三组的年龄
、

体重
、

手术时间无统计学

差异
,

见表 1
。

表 l 病人一般资料比较 侄士 、 )

例数 年龄 (岁 )

3 0 3 3
.

7 士 5
.

5

3 0 3 2
.

4士 4
.

8

体重 (k g )

5 6
.

6士 6
.

9

5 7
.

6士 4
.

7

5 6
.

4士 7
.

2

手术时间 (n
l: n )

5
.

3士 4
.

2

5 8 + 3
.

1

3 0 3 1
.

9士 5
.

5 士 3
.

9

P 值 > 0
.

0 5 > ()
.

()5 > 0 0 5

麻醉方法
:

全组病例术前常规肌注鲁米那钠 100 m g
、

阿

。
.

s m g
,

均行气管内插管全身麻醉
,

选用内径 5
.

0 一 6
.

0

的气管导管
,

采用常频高流量喷射呼吸机 (K
一

R l 型 )
,

f

1 5 一 2 0 次 / 分
,

I: E 一 1
:
2

。

麻醉诱导用药方案
:
1 %异丙酚

2
·

2 5 ~ 2
·

s m g / kg 十 芬太尼 。
.

1 一 。
.

1 5 m g + 肌松药
。

I 组肌

松药为唬拍胆碱 1
.

5 一 2
.

0 m g /k g
,

术中以 。
.

1 %珑拍胆碱 4

~ 6 m g / (k g
·

h ) 静脉滴注维持肌松
; 班组肌松药为阿曲库

馁 。
.

4 一 。
.

6 m g / kg ; l 组肌松药为罗库嗅钱 。
.

4 一 。
.

6 m g /

k g
。

如手术时间超过 s m in
,

酌情静脉追加异丙酚 20 一 30 m g
,

n 组 和 m 组术毕均以 新斯 的明 Z m g 和 阿托 品 l m g 拮抗肌

松
。

1
.

3 监测
:

术中连续动态监测 心率 (H R )
、

脉搏
、

氧饱和度

(SP()
2

)
、

无创血压 (B P )
、

心电图 (E C G )
。

术毕
,

待病人清

醒
、

循环稳定
、

肌张力充分恢复
、

能举臂 4 秒以上川
,

拔气管

导管
,

送 回病房
。

1
,

4 统计分析
:

数据 以均数 土标准差 收士
S ) 表示

,

用 t 检

验进行数据分析
,

P < 0
.

05 为有统计学差异
。

2 结果

2
.

1 循环功能 比较
:

三组病例术中循环功能变化 见表 2
。

气

管插管后 Z m in
,

三组心率与诱导前相 比均无显著性 差异
;
三

组 收缩压 (S BP ) 均 比诱导前降低
,

有 显著性 差 异 (尸 <

0
.

郎 ) ;
舒张压 (D BP) 变化与诱导前相 比无 显著性差 异

。

术

中置支撑喉镜后 3 m in
,

I 组心率与诱导前相比有显著性 差

异 (尸< 。
.

0 5 )
,

l 组和 . 组心率与诱导前相 比无显著性差异
;

三组的收缩压 (S BP)
、

舒张压 (D BP) 均 比诱导前升高
,

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