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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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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

探讨消癌平对不同民族食管癌患者术后免疫功能状态的影响'方法
!

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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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食管癌患者

术后服用消癌平胶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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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量均较术后第
!

天升高!但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

H

%

&%&#

%#

3

周后外周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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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量均明显升高!与术后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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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服用消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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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用消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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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后按民族分类!汉族

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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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量明显升高!与术后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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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族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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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族&瑶族患者外周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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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后比较!均升高!但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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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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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癌平能提高广西地区汉族&壮族&苗族&瑶族食管癌患者术后的免疫功能!但疗效存在一定

差异!对壮族患者疗效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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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管癌约占所有恶性肿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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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常见的恶性肿

瘤病死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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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组前期研究表明#广西地区汉族,壮族,

苗族,瑶族食管癌患者免疫功能状态存在一定差异#手术对汉

族及壮族食管癌患者的免疫功能影响较大#而对苗族及瑶族患

者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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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者研究显示消癌平具有改善免疫功能减毒

增效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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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探讨消癌平对广西不同民族食管癌患者术

后免疫功能状态的影响)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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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收集
"&!@

年
"

!

3

月纳入研究的
!"'

例食管

癌患者#男
(?

例#女
@(

例%汉族患者
@$

例#壮族
'3

例#苗族
"@

例#瑶族
!"

例%年龄
'"

!

3$

岁#平均年龄$

@@%"V!&%33

&岁%鳞

癌
!&"

例#腺癌
!3

例#腺鳞癌
'

例%高分化
#@

例#中分化
@'

例#低分化
""

例#未分化
@

例)治疗方案!根据术后病理分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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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可比性)本研究均得到患者及家属同

意以及伦理委员会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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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方法

$%/%$

!

标本采集
!

鳞癌组患者在术后第
!

天开始经鼻肠管注

入#能进食后改口服消癌平片$贵阳润丰制药有限公司&#每次

"%@

J

#

'

次"天#

@

,

3

周抽取空腹肘静脉血
'=2

)将血液放置

室温凝固
'&=;I

#

'&&&5

"

=;I

#离心
!#=;I

#分离血清后于
c

"&̀

保存待测)

$%/%/

!

检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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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计数资料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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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族患者术后服用消癌平后外周血炎性因子结果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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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癌平制剂是由乌骨藤的干燥藤茎经水提醇沉制成#其有

效成分为各种酸性物质#以绿原酸为主)相关研究表明#消癌

平可以控制癌症的发展#同时改善患者的生存质量#减轻癌性

疼痛和食管癌引起的吞咽困难#提高免疫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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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细胞介素

$

R2

&是一种由白细胞或其他细胞产生的细胞因子#能够通过抗

肿瘤作用非特异性地调节机体免疫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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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2."'

是反映机体免疫功能的重要细胞因子)

R2."

是机体免

疫调节网络中的核心物质#与其他细胞因子有协同和拮抗作

用#共同完成机体免疫机能的平衡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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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2.?

是生物

学活性最广泛的细胞因子之一#大量实验证实
R2.?

及其受体

的异常表达与肿瘤的发病相关#并与肿瘤的诊断,预后及治疗

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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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2.!&

是由机体产生的多效应细胞因子#具有很强的

抗炎及免疫抑制活性#可以抑制单核
.

巨噬细胞
A8!

细胞亚群

合成或产生致炎性细胞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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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由多种组织及细

胞产生#对多种细胞发挥作用#促进细胞因子的分泌#产生相应

的细胞效应#最终起到调节机体免疫及抗肿瘤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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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通过检测食管癌术后及服用消癌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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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量#探讨消癌平对不同民族食管

癌患者术后免疫功能状态的影响)本组结果表明#食管癌患者

术后及服用消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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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后#外周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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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量均有所提高#并且随服用时间的延长#炎性因子含量逐渐

增加#提示消癌平能提高广西地区汉族,壮族,苗族,瑶族食管

癌患者术后的免疫功能#与
S;PFQB<8;

等*

!&

+研究结果一致)

本组结果显示#汉族,壮族,苗族,瑶族的提高程度不完全相同#

汉族患者
R2.!&

,

R2."'

含量#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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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

族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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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量#差异也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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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癌平改善食管癌术后的免疫功能在不同民族之间

存在一定差异#对壮族患者疗效最为显著)

消癌平能改善不同民族食管癌患者的免疫功能#但具体作

用机制尚不明确#且不同民族患者之间存在差异#其原因有待

进一步研究)本研究纳入的样本有单纯接受消癌平治疗#也有

接受放疗
X

消癌平治疗#且样本量较小#尤其是瑶族患者样本

量仅
"@

例#无法按照分期及接受不同治疗进行分层分析)后

续将按照随机对照的原则#加大样本量更加深入研究消癌平对

食管癌免疫功能影响及作用机制#同时增加随访时间及用药时

间#明确用药时间效应是否会持续#明确服用消癌平的最优时

间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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