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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癌是我国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在我国其发病率居各

类肿瘤的首位，每年约有 17 万人死于胃癌。由于胃癌起病隐

匿，大多数患者确诊时已为胃癌晚期，需通过全身化疗进行综

合治疗，化疗虽然可以抑制肿瘤细胞的增殖作用，但对机体的

正常细胞也会造成影响，且化疗副作用大，患者往往不能耐受[1]。
笔者采用参芪扶正注射液联合化疗治疗胃癌，以减少毒副反

应，增强化疗效果，收到较好的疗效，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1 临床资料

1.1 一般资料 观察病例为 2011 年 1 月—2014 年 1 月本院

胃癌患者，共 86 例。随机分为 2 组各 43 例。对照组男 23

例，女 20 例；年龄 45～79 岁，平均(32.6±3.1)岁；病程 2～
12 年，平均(5.2±2.1)年；高分化癌 6 例，中分化癌 19 例，

低分化癌 18 例。观察组男 24 例，女 19 例；年龄 43～76 岁，

平均(31.4±5.2)岁；病程 2～9 年，平均(4.8±2.2)年；高分化

癌 5 例，中分化癌 15 例，低分化癌 23 例。2 组患者年龄、性

别、病程经统计学处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

可比性。
1.2 病例选择 均符合胃癌的相关诊断标准[2]，并经细胞学、
临床病理学确诊为胃癌；患者均无化疗禁忌症，其 KP S 评分

超过 70 分，预计生存期大于 6 月。排除心肝肾严重疾病者，

病灶发生转移者。
2 治疗方法

2.1 对 照 组 给予单纯化疗治疗。化疗方案以 FM C 为主：

环磷酰胺 1.5 m g，丝裂霉素 4 m g，5- 氟尿嘧啶 500 m g，行

静脉滴注，每周 2 次，治疗 10 次为 1 疗程。
2.2 观察组 在对照组治疗基础上给予参芪扶正注射液 250

m L 行静脉滴注治疗，每天 1 次，治疗 21 天为 1 周期，2 周

期为 1 疗程。
2 组患者在治疗期间均给予止吐药、胃黏膜保护剂等药物

治疗，根据患者的情况给予对症处理措施。
3 观察指标与统计学方法

3.1 观 察 指 标 2 组临床疗效，2 组治疗前后 T 细胞亚群

O ncology[J]．A sian P ac J C ancer P rev，2014，15 (23)：

10375-10379.

[5] 抗癌药急性及亚急性毒性反应分度标准(W H O 标准)[J]．

癌症，1992(3)：254.

[6] 司富春，岳静宇．近 30 年大肠癌中医证型和用药规律分

析[J]．中华中医药杂志，2012，27(7)：1929-1931．

[7] 曹洋，刘展华，陈志坚．陈锐深教授治疗大肠癌的经

验[J]．中医药学刊，2005，23(10)：1750-1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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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观察参芪扶正注射液联合化疗治疗胃癌的临床疗效。 方法： 将 86 例胃癌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 对照

组给予单纯化疗治疗， 观察组给予参芪扶正注射液联合化疗治疗。 观察 42 天。 观察 2 组临床疗效、 T 细胞亚群的变化情况和不良

反应的发生情况。 结果： 总有效率观察组 95.3%， 对照组 76.7%， 2 组比较，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P ＜ 0.05） 。 治疗后 CD3+、 CD4+、

CD8+、 CD4+/CD8+观察组与对照组比较，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P ＜ 0.05） 。 恶心呕吐、 乏力失眠、 白细胞减少Ⅱ度以上、 血小板减

少Ⅱ度以上观察组与对照组比较，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P ＜ 0.05） 。 结论： 参芪扶正注射液联合化疗治疗胃癌的临床效果显著，

可显著提高 T 细胞亚群的活性， 缓解和稳定胃癌病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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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D 3+、C D 4+、C D 8+、C D 4+/C D 8+)的变化情况及毒副反应的

发生情况。
3.2 统计学方法 运用 SP SS15.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数

资料均行 χ2 检验；计量资料以(x±s)表示，行 t 检验。
4 疗效标准与治疗结果

4.1 疗效标准 参照《胃肿瘤治疗学》 [3]评定。完全缓解：治

疗后患者病灶基本吸收，并持续 1 月以上；部分缓解：治疗

后患者病灶较治疗前缩小 50% 以上，并持续 1 月以上；稳定：

病灶较治疗前缩小不足 50% ，或扩大不到 25% ；恶化：治疗

后病灶较治疗前扩大 25% 。
4.2 2 组 临 床 疗 效 比 较 见表 1。总有效率观察组 95.3% ，

对照组 76.7% ，2 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表 1 2 组临床疗效比较 例(%)

4.3 2 组治疗前后 T 细胞亚群的变化比较 见表 2。治疗后观

察组 C D 3+、C D 4+、C D 8+、C D 4+/C D 8+ 分别与对照组比较，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表 2 2 组治疗前后T 细胞亚群的变化比较(x±s) %

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 ①P ＜ 0.05

4.4 2 组毒副反应比较 见表 3。恶心呕吐、乏力失眠、白细

胞减少Ⅱ度以上、血小板减少Ⅱ度以上观察组与对照组比较，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表 3 2 组毒副反应比较 例(%)

5 讨论

早期胃癌由于症状隐匿，常表现为与溃疡病比较类似的消

化道症状，当病情发展至进展期时，其症状才逐渐显现出来，

此时大多数患者已失去根治性手术的最佳时机[4]。放化疗作为

治疗进展期或晚期胃癌的有效方式，虽然有一定效果，但其副

作用大，严重影响患者身心健康。
如何减轻或降低化疗带来的毒副反应是临床研究者一直关

注的重点。近年来，中医药广泛应用于临床，在恶性肿瘤的治

疗中也取得了显著的进展。胃癌属于中医学反胃、积聚等范畴。
中医学认为其发病原因是由于毒邪内陷致使正气虚亏，肝郁脾

虚，结而成积。对其的治疗应以活血化瘀、扶正固本为主，提

高机体免疫能力，纠正气虚为目的[5]。参芪扶正注射液中主要成

分为党参和黄芪，党参有补气生津的功效；黄芪具有扶正固本、
固表益气的功效，两者联合使用可提高机体免疫能力[6～7]。动

物实验表明，黄芪、党参可提高化疗药物对肿瘤新生血管生成

和病灶转移的抑制作用，提高耐受力，减少不良反应[8]。
本次研究表明，化疗后给予参芪扶正注射液治疗，总有效

率观察组 95.3% ，对照组 76.7% ，2 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5)。治疗后观察组 C D 3+、C D 4+、C D 8+、C D 4+/

C D 8+ 与对照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恶心呕

吐、乏力失眠、白细胞减少Ⅱ度以上、血小板减少Ⅱ度以上观

察组与对照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说明在化

疗同时给予中药注射剂治疗可以显著提高临床疗效，提升免疫

能力，减轻毒副反应。综上所述，参芪扶正注射液联合化疗治

疗胃癌的临床效果显著，可显著提高 T 细胞亚群的活性，缓

解和稳定胃癌癌灶，安全可靠，能提高患者生存质量，具有较

高应用价值，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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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别

观察组

对照组

χ2 值

P 值

n
43

43

完全缓解

18(41.9)

11(25.6)

部分缓解

12(27.9)

16(37.2)

稳定

11(25.6)

6(14.0)

进展

2(4.7)

10(23.3)

总有效

41(95.3)

33(76.7)

6.12

0.0133

组 别

观察组

对照组

时 间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CD3+

48.5±5.3

53.6±7.6①

49.2±2.3

42.4±6.8

CD4+

32.2±6.5

38.8±7.2①

31.2±7.5

28.7±6.7

CD8+

22.5±6.2

26.4±4.8①

23.2±5.2

22.4±5.1

CD4+/CD8+

1.2±0.2

1.4±0.1①

1.1±0.3

1.1±0.2

组 别

观察组

对照组

χ2 值

P 值

n
43

43

恶心呕吐

5(11.6)

19(44.2)

10.25

0.0014

乏力失眠

6(14.0)

21(48.8)

12.00

0.0005

白细胞减少Ⅱ度以上

2(4.7)

11(25.6)

7.25

0.0071

血小板减少Ⅱ度以上

1(2.3)

7(16.3)

4.90

0.0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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