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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不同剂量重组人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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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急性白血病患者化疗后白细胞水平

的影响$方法
!

选择
$#%!

年
%

月至
$#%0

年
"

月该院收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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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急性白血病患者为研究对象!根据入院先后

顺序随机分为
*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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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1OIS

用量每天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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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剂量#设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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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疗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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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
*

组患者化疗后白细胞最低

值"

RJO

&'(

#!最高值"

RJ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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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细胞计数"

RJ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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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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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的时间即
RJO

减少时间(并于化疗
$

周期后

使用
]KI

评分评定患者生存质量!记录应用抗菌药物情况$结果
!

化疗后!

*

组患者
RJO

&'(

及
RJ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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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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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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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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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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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抗菌药物使用率"

**+**V

#明显高于
/

组"

"+"-V

#和
J

组"

%%+%%V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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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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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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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间抗菌药物使用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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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高剂量的
C:Y1OIS

可以有效缩

短急性白血病化疗患者的白细胞减少期!且中剂量与高等剂量
C:Y1OIS

的治疗效果相当!更值得临床推荐$

关键词"急性白血病(

!

化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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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组人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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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髓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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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白血病发病率及病死率有逐年增高的趋势#

严重影响患者的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并且给家庭及

社会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

%

*

'化疗是治疗急性白血

病的常用方法#对延长患者的生存期+改善其生活质

量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但骨髓抑制是化疗常见的不

良反应#容易引起严重的感染而导致患者死亡&另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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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白血病化疗的疗效与化疗计划是否能够顺利完

成关系密切#骨髓抑制的发生常常需要减少化疗剂

量+延长化疗间歇期以至停药#进行而影响疗效)

$

*

'

重组人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 $

C:Y1OIS

%因具有确切

的改善化疗后骨髓抑制的作用而在临床得到广泛的

应用#但是目前对于
C:Y1OIS

在急性白血病化疗中的

应用剂量尚未达成一致意见)

*

*

'本项目研究不同剂

量的
C:Y1OIS

对急性白血病患者化疗后白细胞减少

持续时间及白细胞水平的影响#为临床上
C:Y1OIS

剂

量的选择提供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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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择
$#%!

年
%

月至
$#%0

年
"

月本

院收治的
-!

例急性白血病患者为研究对象'纳入标

准!$

%

%患者均为初治#根据组织学和$或%细胞学病理

诊断确诊为急性非淋巴细胞白血病$

/QMM

%&$

$

%有化

疗适应证&$

*

%

]KI

评分
#

-#

分#预期生存时间在
*

个月以上&$

!

%自愿参与本研究'排除不宜化疗者#以

及合并使用其他防治化疗后骨髓抑制药物及输血治

疗者'根据入组顺序随机分为
/

+

J

+

O*

组#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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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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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包括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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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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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平均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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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女
2

例#平均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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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女
.

例#平均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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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患者的性别+年龄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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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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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

*

组患者化疗方案相同即采用
_/

方案

$柔红霉素
j

阿糖胞苷%'

C:Y1OIS

选择杭州九源基

因工程有限公司生产的吉粒芬#规格为每支
0"

"

8

#化

疗后次日皮下注射'

/

组
C:Y1OIS

每天用量为
!##

"

8

"

&

$

$高剂量%#

J

组
C:Y1OIS

每天用量为
*##

"

8

"

&

$

$中剂量%#

O

组
C:Y1OIS

每天用量为
$##

"

8

"

&

$

$低剂量%#疗程
*=

'化疗前及化疗后均监测血常

规指 标#记 录 白 细 胞 最 低 值 $

RJO

&'(

%#最 高 值

$

RJO

&9>

%#统计白细胞计数$

RJO

%

$

!+#m%#

.

"

M

的

时间即
RJO

减少时间'化疗
$

个周期后#根据
]KI

评分评定患者生存质量#得分越高者则表明生存质量

越好'记录患者化疗期间应用抗菌药物情况'

$+'

!

统计学处理
!

使用
IKII%.+#

统计学软件进行

数据处理'计量资料以
AT8

表示#两组间比较采用
4

检验#多组间比较采用方差分析&计数资料以率表示#

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以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

!

结
!!

果

/+$

!

*

组患者化疗后
RJO

的变化
!

*

组患者比较#

化疗后
RJO

&'(

及
RJO

&9>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但
/

组的
RJO

减少时间明显低于
J

组#

J

组

的
RJO

减少时间低于
O

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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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患者化疗后生存质量变化及抗菌药物使用

率的比较
!

化疗后#

*

组患者
]KI

评分比较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

!

#

#+#"

%&

O

组抗菌药物使用率明显高于

/

组和
J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但是
J

组与
O

组间抗菌药物使用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

%'见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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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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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患者化疗后
RJO

的变化#

AT8

&

项目
& RJO

&'(

$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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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JO

减少时间$

=

%

RJO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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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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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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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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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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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与
/

组比较#

"

!

$

#+#"

&与
J

组比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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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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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患者化疗后生存质量变化及抗菌药物使用率

项目
& ]KI

$

AT8

#分% 抗菌药物使用率)

&

$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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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
%2 2#+$%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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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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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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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2+!.T$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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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白血病是一种造血干细胞恶性克隆性病变#

临床上以贫血+浸润+感染及出血等症状为主)

!

*

'本

病发作时原始细胞与幼稚细胞在骨髓中出现快速的

大量增殖#对生理性的造血功能产生抑制作用#在淋

巴结+脾脏+肝脏+肾脏及中枢神经系统等器官广泛浸

润'

/QMM

作为急性白血病中的一类#约占其中的

!#V

#且其发病率也随着年龄的增长不断增加'化疗

是
/QMM

最主要的治疗方法之一#且研究认为化疗的

临床效果与药物的剂量有正相关性'由于正常细胞

与肿瘤细胞缺少根本性的差异#化疗药物不可避免地

损伤正常细胞及组织脏器功能#尤其是损伤增殖相对

较快的造血组织#导致化疗后骨髓抑制不良反应的发

生)

"

*

&治疗时应用的糖皮质激素+免疫抑制剂等药物

进一步降低了患者的免疫功能#更容易导致感染$如

呼吸道+泌尿道+消化系统及口腔+皮肤+肛周等%的发

生#严重者甚至导致败血症#威胁患者的生命安

全)

-10

*

'因此#对于
/QMM

化疗患者需要积极预防+治

疗化疗后的白细胞减低#以减少感染发生率#避免化

疗计划的中断或延迟'

C:Y1OIS

目前在临床上广泛应用于恶性肿瘤化

疗后白细胞减少症的预防及治疗#具有确切的疗效和

较好的安全性)

2

*

'

C:Y1OIS

对骨髓中的粒系祖细胞

发挥作用#对其向中性粒细胞分化和增殖具有明显的

促进作用#并促使向外周释放成熟粒细胞#并且能够

加强中性粒细胞的趋化和吞噬功能)

.

*

'黄洪晖等)

%#

*

通过研究指出#急性白血病化疗患者应用
C:Y1O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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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患者中性粒细胞吞噬+趋化及氧化代谢功能得到

了明显增强#指出
C:Y1OIS

可有效改善中性粒细胞的

形态+功能及表型#进而增强患者的抗感染能力'有

研究指出#

C:Y1OIS

可使中性粒系祖细胞由原来
"=

的成熟时间缩短为
%=

#应用
C:Y1OIS

后
!2

#

0$:

内#白细胞迅速升高#停药后虽然白细胞有逐渐下降#

但仍继续在较高的水平维持)

%%

*

'目前临床上选择何

种剂量的
C:Y1OIS

尚未达成一致意见#有研究认为

C:Y1OIS

的大剂量应用可能会加重不良反应#增加患

者药物相关的费用'本研究对比了
/QMM

化疗患者

应用不同剂量
C:Y1OIS

的应用效果#结果发现
*

组患

者化疗后
RJO

&'(

及
RJO

&9>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但是
RJO

减少时间在
/

组$高剂量%明显低

于
J

组$中剂量%#

J

组低于
O

组$低剂量%#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

$

#+#"

%'说明不同剂量的
C:Y1OIS

均

可有效升高
/QMM

化疗患者的白细胞水平#但是中+

高剂量可以有效降低白细胞减少时间#此外#本研究

发现
*

组患者生存质量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中+高剂量组抗菌药物使用率低于低剂量组#

说明中+高剂量
C:Y1OIS

有利于减少感染的发生'

综上所述#中+高剂量的
C:Y1OIS

可以有效缩短

急性白血病化疗患者的白细胞减少期#且中剂量与高

剂量
C:Y1OIS

的治疗效果相当#更值得临床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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