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品是否也影响心肌细胞的 ≤ 浓度从而使心肌细胞的动作

电位时间延长 ∀奥曲肽对心率及心律的作用机制尚需进一

步研究 ∀

鉴于奥曲肽可能引起心率下降甚至严重的心动过缓 因

此笔者建议 在使用本品时应进行心电监护 严格观察心率

的变化 ∀一方面可参考心得安等 Β2受体阻滞剂 根据心率调

整剂量的方法 调整奥曲肽用量 另一方面 对中老年患者更

应高度重视 以便能尽早发现严重的窦性心动过缓 一旦发

现严重的窦性心动过缓 应及时停药并给予对症处理 ∀根据

本组资料的结果 使用本品过程中发生心动过缓的患者 极

大多数经停药及对症处理后能逐渐缓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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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浙江省中医管理局资助项目部分内容 ≤

鸦胆子乳剂联合化疗对非小细胞肺癌患者血清 ΜΜΠ22水平的影响

舒琦瑾 王廷祥 张爱琴 王彬彬 朱国猛 吴良村 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临床医学院 杭州 浙江医院 杭

州 浙江省肿瘤医院 杭州

摘要 目的  观察鸦胆子乳剂对非小细胞肺癌患者血清 °2 水平的调控作用 ∀方法  随机将 例非小细胞肺癌患者分成

对照组及治疗组各 例 ∀治疗组 鸦胆子乳剂注射液 ≅ ×°方案静脉化疗 疗程 ∀对照组 单用 ×°方案 用

法剂量同治疗组 静脉化疗 个疗程 ∀分别于化疗前一天 !第二个疗程结束后 即第 天 按酶联免疫吸附测定 2

∏ 简称 ∞ ≥ 技术要求收集标本送检 ∀结果  血清 °2 水平与 × 分期呈线性关系 治疗组其

下调 °2 水平高于对照组 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Π 两组有效率 !获益率治疗组虽有升高 差别无显著意义 Π

∀结论  非小细胞肺癌患者血清 °2 水平与肺癌进展和预后相关 鸦胆子乳剂具下调非小细胞肺癌患者血清 °2

水平的作用 即有一定的 °抑制物样作用 ∀

关键词 非小细胞肺癌 药物治疗 鸦胆子乳剂 药物治疗 紫杉醇 药物治疗 顺铂 基质金属蛋白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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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5 4  不良反应  根据 • 抗癌药物急性和亚急性毒性

反应表现与分级标准进行观察记录和判定 ∀

1 6  数据处理与分析

采用 ≥°≥≥ 软件统计分析 ∀结果用均数 ?标准差表

示 两样本均数比较采用 τ检验 多个样本均数的比较用方

差分析 多个样本均数的两两比较用 θ检验 ∀两组疗效的比

较采用 ς检验 ∀如 Π 表示差别有显著意义 Π

表示差别有极显著意义 ∀统计学处理后进行相关分析并得

出临床结论 ∀

2  结果

2 1  一般资料

本研究最终选择合格受试者 例纳入结果分析 ∀其中

期患者共 例 ! 期 例 ! 期 例 包括 期 例 ! ∂

期 例 年龄分布 ∗ 岁 其中治疗组及对照组分别为

? 岁 ! ? 岁 治疗组腺 !鳞癌各

例 ! 例 对照组腺 !鳞癌各 例 ! 例 氏评分治疗组及对

照组分别为 ? ! ? ∀所有资料两组

无显著性差异 Π 见表 ∀不同 × 分期肺癌患者

血清 °2 水平见表 ∀

表 1  例肺癌患者临床特征

Ταβ 1  × ∏ ≥≤ ≤

治疗组 对照组

年龄 ? ?

性别  男

   女

评分 ? ?

肿瘤分期  期

     期

     期

     期

病理分型  腺癌

     鳞癌

     其他

2 2  两组结果分析

2 2 1  不同 × 分期肺癌患者血清 °2 水平比较  分

期越高 血清 °2 水平相应升高 差别有显著意义 Π

见表 ∀

表 2  不同分期的肺癌血清 °2 水平

Ταβ 2  × °2 √ ∏ ≥≤ ≤

分期 °2

期 ?

期 ?

期 ?

∂期 ?

注 Π 期 √ 期 √ 期 √ ∂期

Π √ √ √

2 2 2  两组有效率及获益率比较  有效率及获益率治疗组

虽有升高 但与对照组无明显差异 Π 见表 ∀

表 3  治疗后两组有效率比较

Ταβ 3  ×

∏

例数 ≤ ° ≥⁄ °⁄ 有效率 获益率

治疗组

对照组

注 与对照组比较 Π 与对照组比较 Π

≤ ∏ Π

∏ Π

2 2 3  治疗后治疗组与对照组患者血清 °2 水平及下

降幅度 可见治疗组 °2 水平较对照组显著降低且下降

幅度更明显 差别有显著意义 Π 见表 ∀

表 4  治疗前后两组患者血清 °2 水平及下降幅度

Ταβ 4  × °2 √ √ °2 2

∏ ≥≤ ≤ ∏

治疗前

°2

治疗后

°2 °2 下降幅度

治疗组 ? ? ?

对照组 ? ? ?

注 与对照组比较 Π 与对照组比较 Π 与对照组

比较 Π

≤ ∏ Π

∏ Π ∏ Π

2 3  不良反应观察

治疗组与对照组所有病例均未发现明显肝肾功能损害 !

皮疹 !红斑 !支气管痉挛等药物过敏现象 ∀治疗组有 位患

者在第一个周期中 位患者在第二个周期结束时出现静脉

给药处局部静脉炎 ∀给予热敷处理后 症状消失 ∀

3  讨论

肺癌是世界上最常见的恶性肿瘤 也是发病率持续增高

的少数几种恶性肿瘤之一 在多数西方发达国家中 肺癌已

成为恶性肿瘤最常见的死亡原因 ∀在我国各大城市 肺癌的

发病率和死亡率正逐步升高 肺癌在我国城市中居常见恶性

肿瘤首位 在农村居第 位 ∀肺癌恶性程度高 生物学特性

复杂 中位生存期一般在 个月左右 一年内死亡 年

生存率仅 ∗ ∀近 年来 肺癌的死亡率在恶性肿瘤

中的上升幅度最大 已居首位 ≈ ∀中医药有不良反应轻 !多

靶点抗肿瘤等作用 日益受到世人的瞩目 ∀在第 届国际癌

症大会上 已将中医药疗法与手术 !放疗 !化疗 !生物疗法并

列为当前防治恶性肿瘤的五大手段 ∀

侵袭和转移是恶性肿瘤的主要特征 是肿瘤细胞 !宿主

细胞及细胞外基质 ∞≤ 之间一系列复杂 !多步骤相互作用

的结果 ∀其中 肿瘤细胞与 ∞≤ 间的相互作用在这一过程

中起关键作用 ∀由于 ∞≤ 和基底膜的主要结构蛋白是 ∂

型胶原 而明胶酶 2 °2 是降解 ∂ 型胶原及调节肿瘤

血管生成的主要酶之一 故在所有金属蛋白酶中 °2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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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降解细胞外基质功能的蛋白酶中最重要的一种 ∀同时

°2 也是所有 °≥中分布最广的 当细胞恶变时 常有

°2 的升高 ≈
°2 基因扩增和过度表达的肿瘤侵袭

性强 !恶性度高 ≈
°2 的过度表达与某些恶性肿瘤的进

展和预后有关 ≈ ∀

鸦胆子乳剂主要成分为油酸和亚油酸 ∀实验证明鸦胆

子乳剂为细胞周期非特异性抗癌药 对肿瘤细胞 ! !≥!

! 期有杀伤和抑制作用 能明显抑制肿瘤细胞的 ⁄ 的

合成 配合化疗及放疗有增效减毒作用 ∀近年来研究还表

明 鸦胆子油乳具有逆转化疗药物的多药耐药 从而增强化

疗药物对肿瘤的作用 ≈ ∀而且鸦胆子油乳具有诱导肿瘤细

胞凋亡的作用 并呈剂量依赖关系 ≈ 此外 鸦胆子油乳还

是其他抗癌药物的载体 使药物如阿霉素 ⁄ 充分包围

于油剂中富积于肿瘤区域 长期滞留 使肿瘤组织长期保持

药物的高浓度 从而与其他抗癌药物产生协同作用 ∀鸦胆子

乳剂经多年临床验证具有一定的抗肺癌作用 特别对肺癌颅

内转移 !胸膜转移所致恶性胸腔积液具较好疗效 ≈ ∀

本研究表明 肺癌 × 分期越高 血清 °2 水平升

高越明显 尤以 期 ! 期与 期 ! ∂ 期相差最为显著 ∀由

于临床分期与预后关系最为密切 因此 × 分期越靠后

°2 水平越高 转移风险越大 预后越差 生存期越短 ∀这

与中晚期肺癌患者 ! ∂ 期 易转移 !手术切除可能性小 !

预后差的临床实际相吻合 ∀两个疗程后 有效率 !获益率治

疗组虽有升高 但与对照组差别无显著意义 Π 扩大

病例数 进一步研究很有必要 ∀治疗组 °2 水平较对照

组显著降低且下降幅度更明显 差别有显著意义 Π

表明鸦胆子乳剂有 °抑制物样作用 ∀即能下调 °2

水平 减弱肿瘤细胞对细胞外基质的降解 抑制肿瘤的侵袭

与转移 从而改善预后 ∀这或许是鸦胆子乳剂抗肺癌颅内转

移 !延长生存期机制之一 ∀

本研究发现非小细胞肺癌患者血清 °2 水平与肿瘤

分期呈正相关 提示血清 °2 水平与其进展及预后相关 ∀

同时结果还显示鸦胆子乳剂具有下调患者血清 °2 的作

用 即有 °抑制物样作用 ∀从一新角度分析了鸦胆子乳

剂抗肺癌的作用 丰富了中医药在肿瘤综合治疗中的实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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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重组生长激素对慢性呼衰急性发作患者脱机率的影响

邵学平 湖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浙江 湖州

摘要 目的  探讨在呼吸机支持的慢性呼吸衰竭急性发作患者中应用生长激素治疗对脱机率的影响 ∀方法  本院 ≤

年 月 ∗ 年 月中 例患者 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二组 ∀治疗终点为一个月观察期 ∀结果  治疗组一个月内脱机

成功 例 成功率 死亡 例 死亡率 血清总蛋白 !白蛋白有不同程度升高 ∀对照组脱机成功 例 占 死

亡 例 !死亡率 血清总蛋白 !白蛋白改变不明显 ∀结论  呼吸机支持患者应用生长激素治疗可提高脱机率 其重要机

制是增加机体蛋白合成 提高呼吸肌肌力 ∀

关键词 呼吸衰竭 基因重组生长激素 呼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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