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胎盘多肽注射液联合化疗对晚期胃癌患者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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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胎盘多肽注射液联合化疗治疗晚期胃癌的临床疗效及安全性，并观察其对晚期胃癌患者免疫功能的影

响。方法  随机将 2015 年 5 月—2017 年 5 月解放军第 452 医院收治的 78 例晚期胃癌患者分为对照组(39 例)与观察组(39

例)，对照组仅采用 FOLFOX6 化疗方案进行常规化疗，观察组在对照组治疗基础上，加用胎盘多肽注射液。3 个疗程后，

观察比较 2 组患者的近期临床疗效、生活质量、免疫功能和不良反应。结果  治疗 3 个疗程后，观察组患者的总有效率

(66.67%)显著优于对照组(53.85%)(P<0.05)；观察组患者生活质量改善情况(Karnofsky 评分)及体质量改善情况 2 项指标均

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患者的不良反应胃肠道反应、骨髓抑制和白细胞降低的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P<0. 05)。

治疗前，2 组患者 CD3+、CD4+、CD4+/CD8+和 NK 细胞等免疫功能指标基本无差异；治疗 3 个疗程后，对照组患者以上

免疫功能指标均无明显改变，观察组患者的免疫功能指标除 CD8+外均明显提高(P<0.05)。结论  胎盘多肽注射液联合化

疗治疗晚期胃癌不仅临床疗效显著，而且可以降低化疗引起的不良反应，并对患者的免疫功能和生活质量具有显著的改

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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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Placenta Polypeptide Injection Combined with Chemotherapy on Patients with Advanced 
Gastric Canc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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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icacy and safety of the placenta polypeptide injection combined with 
chemotherapy in the treatment of advanced gastric cancer and observe its effect on their immune function. METHODS  A total 
of 78 patients with advanced gastric cancer treated in the 452 Hospital of PLA from May 2015 to May 2017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39 patients) and observation group (39 patients). 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FOLFOX6 
chemotherapy alone conventional chemotherapy, observation group treated with the placenta polypeptide injection on the basis of 
control group’s treatment. After 3 courses of treatment, the recent clinical efficacy, quality of life, immune function and adverse 
reactions were observed and compared in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RESULTS  After 3 courses of treatment,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66.67%) in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at in control group (53.85%)(P<0.05). The quality of life 
improvement (Karnofsky score) and improvement of body mas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The incidence of gastrointestinal reactions, myelosuppression, and leukopenia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than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Before treatment,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immune function indexes of CD3+, CD4+, CD4+/CD8+ and NK cell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After 3 courses of treatment,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changes in immune function indicators in the control group. In addition to CD8+, other immune function 
indicators we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in observation group(P<0.05). CONCLUSION  The placenta polypeptide injection 
combined with chemotherapy for advanced gastric cancer is not only clinically effective, but also can reduce the adverse 
reactions caused by chemotherapy, and has a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in the patient’s immune function and quality of life. 
KEY WORDS: placenta polypeptide injection; advanced gastric; chemotherapy; clinical efficacy; immune-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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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研究结果表明，我国每年胃癌新发病例

约 67.9 万例，死亡病例约 49.8 万例，其死亡率位

居恶性肿瘤死亡率第 2 位，是临床上 常见的恶

性肿瘤之一[1]。由于胃癌的早期症状缺乏特异性，

很难发现和确诊，我国早期胃癌患者检出率只有

5%~10%。因此大部分胃癌患者在确诊时都已是胃

癌中晚期，失去手术治疗的 佳时机，即使部分

患者进行了手术切除治疗，2 年内转移和复发率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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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达 50%[2-4]。所以对于胃癌晚期患者，辅助化疗

是目前临床上的主要治疗方案[5]。但是，目前临床

上常用的 XELOX、FOLFOX4、FOLFOX6、SOX

等化疗方案出现严重的不良反应，降低了患者的

机体免疫功能，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难题。胎盘多

肽注射液是从健康产妇胎盘中提取得到的一种具

有广泛生物活性的新型小分子多肽类免疫调节

剂。临床上广泛用于细胞免疫功能降低或失调引

起的疾病。本研究采用胎盘多肽注射液联合化疗

治疗晚期胃癌患者，探索其临床疗效及对患者免

疫功能的影响。 

1  资料与方法 

1.1  病例资料 

选取 2015 年 5 月—2017 年 5 月解放军第 452

医院收治的 79 例确诊为胃癌晚期的患者为研究对

象。纳入标准：所有患者均符合《胃癌临床实践

指南》(2015 年版)诊断标准，经手术病理或电子胃

镜确诊，年龄 18~77 岁，治疗前 6 个月未接受过

放、化疗；Karnofsky 评分≥60 分，生存期>3 个

月，认知能力正常。排除标准：合并严重心、肝、

肾功能损害者；合并相关免疫系统性疾病者，排

除 1 例。 终入选 78 例，采用随机数字表法随机

分为对照组(39 例)及观察组(39 例)，2 组患者性别、

年龄、病理分型、临床分期、Karnofsky 评分等一

般资料具有可比性，见表 1。本研究经过医学伦理

委员会批准，所有患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表 1  2 组患者的一般资料比较 

Tab. 1  The comparison of general clinical data in two 
groups 

项目 对照组(n=39) 观察组(n=39)

性别 男 21 20 

女 18 19 

年龄/岁 18~37  3  3 

38~57 23 22 

58~77 13 14 

病理分型 低分化腺癌 11 12 

中分化腺癌 14 15 

高分化腺癌  6  5 

印戎细胞癌  4  3 

黏液腺癌  3  3 

未分化细胞癌  1  1 

临床分期 ⅢB 期 17 16 

Ⅳ期 22 23 

Karnofsky 评分/分 60~69  6  7 

70~79 11 10 

80~89 19 18 

≥90  3  4 

1.2  治疗方法 

对照组患者采用 FOLFOX6 化疗方案：奥沙利

铂注射液 85 mg·m2 于第 1 天静脉滴注 4 h，亚叶

酸钙注射液和氟尿嘧啶注射液各 300 mg·m2 于第

1 天静脉滴注 2 h，氟尿嘧啶注射液 600 mg·m2 化

疗泵持续输注 46 h，14 d 为 1 个周期。观察组在

FOLFOX6 化疗方案的基础上加用胎盘多肽注射

液 (贵州泰邦生物制品有限公司，批准文号：

H20046260，规格：4 mL)，8 mL+0.9% 氯化钠注

射液 250 mL 静脉滴注，每天 1 次，连用 14 d。经

过 3 个疗程治疗后进行疗效和免疫功能评价。 

1.3  观察指标 

1.3.1  近期临床疗效  根据实体瘤的疗效评价标

准(Response Evaluation Criteria in Solid Tumors，

RECIST)评价近期疗效，完全缓解：所有病灶均完

全消失，且保持 1 个月以上；部分缓解：病灶直

径之和比基线水平减少 30%以上，并维持 1 个月

以上；稳定：病灶减少没有达到部分缓解，增加

没有达到进展，且无新病灶出现；进展：病灶基

本无变化。总有效率=(完全缓解+部分缓解)/总病

例数×100%。 

1.3.2  生活质量  按卡式(Karnofsky)评分标准：改

善为治疗后增加≥10 分；稳定为增加或减少<10

分；降低为减少≥10 分。体质量评价：体质量改

善为治疗后增加≥1.5 kg；稳定为增加或减少

<1.5 kg，降低为减少≥1.5 kg。 

1.3.3  免疫功能指标  早晨对患者空腹取血，采

用流式细胞仪检测患者治疗前后 T 淋巴细胞亚群

(CD3+、CD4+、CD8+、CD4+ /CD8+)及 NK 细胞水

平变化情况。 

1.3.4  不良反应  观察记录治疗期间患者的不良

反应情况。 

1.4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 20.0 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对

临床疗效指标、计量资料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采

用 χ2 检验，P<0.05 表示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2 组患者的近期临床疗效 

治疗 3 个疗程后，观察组患者的总有效率

(66.67%)显著优于对照组 (53.85%)(P<0.05)，见

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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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 组患者的近期临床疗效比较(n=39) 

Tab. 2  The comparison of treatment effect between the two 
groups (n=39)  

组别 完全缓解 部分缓解 稳定 进展 总有效率/%

对照组 1 20 12 6 53.85 

观察组 2 24 8 5 66.67 

2.2  2 组患者生活质量比较 

经过 3 个疗程的治疗，观察组患者生活质量

改善情况(Karnofsky 评分)及体质量改善情况均明

显优于对照组(P<0.05)，见表 3。 

2.3  2 组患者免疫功能比较 

治疗前，2 组患者 CD3+、CD4+、CD8+、

CD4+/CD8+和 NK 细胞等免疫功能指标基本无差

异；治疗 3 个疗程后，对照组患者以上免疫功能

指标均无明显改变，观察组患者除 CD8+其他免疫

功能指标均明显提高(P<0.05)，且与对照组相比，

具有显著性(P<0.05)，结果见表 4。 

表 3  2 组患者生活质量改善情况比较(n=39) 

Tab. 3  The comparison of life quality between the two 
groups (n=39) 

指标 组别 改善 稳定 降低 改善率/%

生活质量 

(Karnofsky 评分)

对照组 20 10  9 76.92 

观察组  5 14 20 48.72 

体质量改变 对照组 16 12 11 71.79 

观察组  7 14 18 53.85 

表 4  2 组患者治疗前后免疫功能指标比较(n=39, sx  ) 

Tab. 4  The comparison of immune function between the two groups(n=39, sx  )                               % 

组别 时间 CD3+ CD4+ CD8+ CD4+/CD8+ NK 细胞 

对照组 治疗前 59.22±6.33 45.56±7.02 30.68±5.85 1.43±0.48 19.69±7.05 

治疗后 57.46±6.15 41.73±6.82 32.80±6.36 1.28±0.53 18.37±6.73 

观察组 治疗前 58.82±6.57 45.18±6.84 31.17±6.23 1.37±0.51 20.63±6.95 

治疗后   64.98±6.031)2)   53.46±7.201)2) 28.85±6.52   1.69±0.561)2)   27.04±7.161)2) 

注：与治疗前比较，1)P<0.05；与对照组比较，2)P<0.05。 

Note: Compared with the pre-treatment, 1)P<0.05; compared with control group, 2)P<0.05. 

2.4  2 组患者不良反应情况比较 

2 组患者化疗的主要不良反应为胃肠道反应、

骨髓抑制、白细胞降低、肝肾功能异常和周围神

经毒性，观察组患者的不良反应胃肠道反应、骨

髓抑制和白细胞降低的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

(P<0.05)，结果见表 5。 

表 5  2 组患者不良反应情况 

Tab. 5  The comparison of adverse reaction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例(%) 

组别 
胃肠道反应

(恶心呕吐) 

骨髓抑制(贫血、

血小板减少) 

白细胞 

降低 

肝肾功能

异常 

周围神

经毒性

对照组 28(71.79) 21(53.85) 16(41.03) 6(15.38) 3(7.69)

观察组 16(41.03) 15(38.46)  9(23.08) 5(12.82) 2(5.13)

3  讨论 

胃癌是临床常见的消化道恶性肿瘤，发病率

和死亡率均位于前列，严重威胁人类健康 [6]。

FOLFOX6 方案是目前临床上治疗晚期胃癌 常

用的化疗方案之一，该方案较其他化疗方案疗效

迅速持久，可以显著减少术后的复发率和转移率，

不良反应的发生率也相对较低[7]。由于目前的化疗

药物特异性较低，不能选择性地抑制和杀伤胃癌

细胞，因此会发生胃肠道反应和骨髓抑制等不良

反应，对患者机体的免疫功能也会产生抑制作用，

从而影响患者生活质量和预后康复。因此，寻找

辅助药物来降低化疗的不良反应及改善患者的免

疫功能成为临床工作者研究的热点[8]。 

相关研究表明胎盘多肽注射液改善胃癌患者

生活质量和免疫功能，减少化疗产生的不良反应

的机制主要为：①通过促进骨髓造血干细胞的增

殖与分化，增加血红蛋白和白细胞水平，进而增

强肿瘤细胞免疫应答，激活 T 淋巴细胞，提高患

者细胞免疫功能和抗癌能力；②通过血液循环作

用于各组织器官，修复受损细胞并再造细胞[9-10]。

因此，在晚期胃癌的临床治疗中，胎盘多肽注射

液不仅可以提高化疗的疗效，而且可以显著减少

恶心呕吐、贫血、白细胞降低的不良反应，提高

患者的生活质量和免疫功能。本研究中，胎盘多

肽注射液联合化疗治疗晚期胃癌的总有效率高达

66.67%，显著优于单用化疗方案治疗(53.85%)，表

明临床疗效显著。经过 3 个疗程的治疗后，观察

组患者生活质量改善情况(Karnofsky 评分)及体质

量改善情况均明显优于对照组(P<0. 05)，证实胎盘

多肽注射液对患者的生活质量有明显的改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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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对照组患者免疫功能指标均无明显改变，观

察组患者除 CD8+外其他免疫功能指标均明显提高

(P<0.05)，且观察组患者的胃肠道反应、骨髓抑制

和白细胞降低发生率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表

明胎盘多肽注射液对晚期胃癌患者的免疫功能具

有显著的改善作用，且能有效减少不良反应的发生。 

综上所述，胎盘多肽注射液联合 FOLFOX6

化疗方案治疗晚期胃癌不仅临床疗效显著，而且

可以降低化疗引起的不良反应，并改善患者的免

疫功能和生活质量，具有良好的临床推广价值。

但由于本研究只对近期疗效进行了观察研究，病

例数也偏少，其远期疗效仍在进行跟踪回访，有

待进一步的研究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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