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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西他滨与长春瑞滨治疗晚期非小细胞肺癌的比较研究

卢丽琴 钦志泉 薛骞 浙江省人民医院肿瘤科 浙江  杭州

摘要 目的  比较吉西他滨联合顺铂组成的 °方案与长春瑞滨 去甲长春花碱 联合顺铂组成的 °方案 治疗晚期非小细

胞肺癌 ≥≤ ≤ 的近期疗效和毒性 ∀方法  通过 °和 °两个联合化学治疗方案治疗晚期非小细胞肺癌 例 ∀结果  °

组和 °组有效率分别为 和 两组无显著性差异 Π ∀不良反应主要是骨髓抑制 ∀结论  吉西他滨联

合顺铂方案与去甲长春花碱联合顺铂方案治疗晚期非小细胞肺癌疗效较高且相似 ∀不良反应可以耐受 ∀

关键词 非小细胞肺癌 吉西他滨 长春瑞滨 对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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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手术的非小细胞肺癌 ≥≤ ≤ 一直是人们关注的

热点和难点 其中化疗是主要策略之一 ∀从 年 月 ∗

年 月采用吉西他滨加顺铂治疗非小细胞肺癌 例

并与同期采用长春瑞滨 去甲长春花碱 加顺铂 ⁄⁄° 进行

比较 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

1  材料与方法

1 1  病例选择

经组织学或细胞学证实的晚期非小细胞肺癌 年龄大于

或小于 近 个月未接受抗肿瘤治疗 治疗前肝肾功

能血象正常 卡氏评分 分以上 预计生存期大于 个月

##



有可测量的观察指标 可评价近期疗效 ∀

1 2  一般资料

° 组 例 其中男性 例 女性 例 中位年龄 ∀

病理类型 腺癌 例 鳞癌 例 其他 例 °≥评分 ∴ 分

例 分 例 分 例 ∀临床分期按 ≤≤ 标准 期

例 期 例 ∀初治 例 复治 例 ∀ °组 例 其中

男性 例 女性 例 中位年龄 ∀病理类型 腺癌 例

鳞癌 例 其他类型 例 评分 ∴ 分 例 分

例 分 例 ∀临床分期 期 例 期 例 初治

例 复治 例 经统计学处理两组在年龄 !性别 !病理 !临床分

期 ! °≥评分方面无显著差异 ∀

1 3  治疗方法

°组 吉西他滨 健择 美国礼来公司生产

加生理盐水 静滴 ⁄⁄° 加

入生理盐水 中静滴 分 2 ∀ °组 去甲长春花碱

∂ 加入生理盐水 静滴 !

⁄⁄°剂量及用法同 °组 ∀以上方案 ∗ 为 周期

至少治疗 周期 ∀用顺铂时需利尿 !水化 !止吐处理 ∀

1 4  评价标准

疗效评价标准和不良反应按按 • 标准 ∀

1 5  统计学分析

计数资料采用检验 6 等级资料采用 检验 ∀

2  结果

2 1  临床疗效

°组 化疗总周期为 周期 中位周期数 周期 ∗

周期 ∀ ≤ 例 !° 例 总有效率 ≤ ° 见

表 ∀ °组化疗总周期为 周期 中位周期数 周 ∗

周期 ∀ ≤ 例 !° 例 !总用效率 ≤ ° ∀至

年 月 ° 组已有 人死亡 中位生存期 月 ∀

°组已有 人死亡 中位生存期 月 ∀两组有效率和生

存期的比较无明显差异 ∀

表 1  °和 ° 方案治疗疗效的比较

Ταβ 1  × ° °

组别 例数 ≤ ° ≤ °⁄ °

°组

°组

2 2  不良反应

两组方案对造血系统均有影响 见表 ∀ °组白细胞下

降发生率 ∗ 度占 血小板下降发生

∗ 度占 ∀ ° 组白细胞下降发生

∗ 度占 血小板下降发生 ∗ 度占

∀ ∗ 白细胞下降 程度 °组较轻 Π 血小

板下降 °组较 °组明显 Π 但 ∗ 血小板下

降两组间无明显差异性 Π ∀消化道反应发生率 °

组为 ∗ 度占 °组发生率为

∗ 度占 ∗ 度消化道反应两组间无明显差异性

Π ∀脱发发生率 °组为 ° 组为

°组脱发发生率高 Π ∀两组都有不同程度便秘及

静脉炎发生 但无显著性差异 ∀ °组有 例周围神经 °

组未发生周围神经 ∀两组肝功能异常各有 例 肾功能异常

各有 例 ∀以上这些不良反应经相应处理均能好转 ∀

表 2  °和 ° 方案化疗毒性反应比较

Ταβ 2  × ¬ ° °

毒性反应
°方案 ° 方案

发生率 发生率

血红蛋白降低

白细胞降低

血小板降低

消化道反应

脱发

便秘

静脉炎

周围神经炎

转氨酶升高

尿素氮升高

3  讨论

非小细胞肺癌起病隐袭 确诊时约 的患者已失去了

手术时机 其中化疗是 ≥≤ ≤ 多学科治疗的主要策略 探索

不良反应轻 !疗效好的化疗药物是晚期肺癌治疗方面重要课

题 ∀去甲长春花碱是目前治疗 ≥≤ ≤ 最有效的药物之一 ∀

年在欧洲 期临床试用中治疗 ≥≤ ≤ 总有效率

∗ ≈ 而 ≥ • 首次报道了多中心协作中含顺铂的方

案≈ 即 °优于顺铂单药的现象 有效率为 比 中

位生存期 个月比 个月 年生存率为 比 因此

决定 °方案可作为新的标准用于更新治疗方案的对比研

究 ∀本研究 °组总用效率 ≤ ° 中位生存期

月与国内外文献≈ ∗ 报道相似 ∀

吉西他滨是新一代的抗代谢类肿瘤药物 ∀其主要作用

于 ⁄ 合成期和晚期 并可阻止细胞由 期进入 ≥期≈

其活性产物二磷酸盐抑制核糖核苷酸还原酶 从而减少了

⁄ 合成和修复所需的脱氧核苷酸的量 使 ⁄ 链断裂

从而起到细胞毒作用 ∀近期国外研究显示 吉西他滨联合顺

铂治疗 ≥≤ ≤ 的缓解率为 ∗ ≈ 国内这方面少

有报道 ∀我们初步观察了 例 ∞ ⁄⁄° 治疗晚期

≥≤ ≤的疗效和不良反应 并与 ∂ ⁄⁄° 组作对照研

究 结果显示 °组总有效率 比对照组略高 但两组

间差异无显著性 ∀中位生存期 个月 与国外报道相仿

比对照组 月 略高 但差异无显著性 ∀

不良反应方面 ° 组 ∗ 度白细胞下降占

°组度低于 °组 ∀ °组血小板下降为 高于 °

组 但 ∗ 度血小板下降两组无显著性差异 Π

∀ °组有 例出现 度血小板下降 输血小板后恢

复 未见出血倾向 ∀两组消化道反应无显著差异 可能与使

用昂丹司琼 !格拉司琼等止吐剂有关 ∀ °组脱发发生率低

于 °组 两组差异有显著性 ∀两组静脉炎发生率均低与使

用静脉留置管有关 ∀另外两组在肝肾功能影响 !神经毒性方

面发生率均较低 ∀

总之 吉西他滨与去甲长春花碱一样是治疗非小细胞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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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疗效较好的一种化疗药物 临床工作中 可根据经济条件 !

毒副反应 !患者的耐受性来选择适当的方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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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药忠论25胶囊总生物碱测定及其体外溶出度研究

王秀兰 花拉 娜拉 青莲 内蒙古民族大学蒙医药学院 通辽 蒙医药学院 届毕业生 通辽

摘要 目的  考察蒙药忠论2 胶囊中总生物碱含量及其体外溶出情况 ∀方法  以苦参碱为对照品 利用酸性染料比色法测定

总生物碱 以水为介质 用转篮法考察其体外溶出度 ∀结果  含量测定方法精密度为 ≥⁄ 平均回收率为

≥⁄ ∀苦参总生物碱相对累积溶出度与溶出时间相关显著 Π Τ Τ ∀结论  

用上法测定总生物碱含量及体外溶出度 对评估忠伦2 胶囊质量有实用价值 ∀

关键词 忠伦2 胶囊 总生物碱 溶出度 酸性染料比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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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蒙药忠伦2 胶囊是将忠伦2 汤剂型改进而成 由苦参 !

诃子 !栀子 !川楝子 !地格达等药组成 具有清热 燥协日乌苏

正常人体的协日乌苏分布全身 主要存在与皮肤与肌肉中

间及各关节腔中 ∀病变时引起关节痛 !皮肤搔痒 !湿疹 !黄水

疮 !类风湿 !牛皮癣 !疖痈 !浮肿等疾病 止痛之功效 ∀用于

游痛症 !新旧热 !讧热 !关节热等病症≈ ∀目前有关忠伦2 胶

囊的总生物碱含量测定及其溶出度方面我们尚未见研究报

道 ∀因此 我们进行了此项研究 ∀结果报道如下 ∀

1  材料

日立 型双波长双光束分光光度计 日本产 ≤ 2

智能药物溶出仪 天津大学精密仪器厂

忠论2 胶囊 由内蒙古

民族大学蒙医药学院蒙药化学实验室提供 ∀苦参碱对照品

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 其它试剂均为分析纯 ∀

缓冲溶液的配制 用 磷酸二氢钠溶液

加 氢氧化钠溶液 再加蒸馏水 配

成 再用酸度计校正 为 ∀

≅ 溴麝香草酚蓝 缓冲溶液的

配制 取溴麝香草酚蓝 加上述 缓冲溶液溶

解定容至 ∀

2  方法及结果

2 1  标准曲线的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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