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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白介素 一 并 方案联合化疗

治疗恶性淋巴瘤的临床疗效观察
陈兴稚 部良难 赵小辛

福建省三明市第一医院内二科 三明 肠引 用

我院内二科受中国人民解放军医药信息

情报研究所之委托于 年 月一 年

月应用军事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试

制白介素 一 一 卫药试字 作

治疗淋 巴瘤 期科研验证并用环磷酞胺

 
、

长春新碱
、

高三尖杉醋碱
、

强的松
,

组成 方案治疗非何

杰金氏淋巴瘤 例为治疗组
、

与单用

通
〕

方案联合化疗的 例为对照组

对比治疗
,

进行临床 期验证观察
,

现总结如

下
。

一
、

临床资料

一 一般资料 年 月 一 年

月本科收治的  随机分为 工组 治疗

组
,

以 一 并用 方案联合化疗

例
,

与单 独 方 案 联 合 化 疗 的

工 例作对比治疗观察为 组 对照组
。

组 例
、

男性 例
、

女性 例
、

年龄 一
,

平均
,

其中 型 例
、

型 例
、

型 例
、

型 例 组 例
、

男性

例
、

女性 例
,

年龄 一
、

平均
,

其中

型 例
、

型 例
,

型 例
、

型

例
。

二 诊断依据 以临床症状
、

体征
、

淋巴

结病理活检
、

病理报告为准
,

均系

三 疗效评定 显效 肿大的淋巴结比

治疗前缩小 乃 以上
、

症状群消失
,

体征明

显改善
。

有效 肿大淋巴结缩小 乃 以上
、

症状群和淋巴结外体征有改善
。

无效 肿大

淋巴结缩小低于 乃
,

自觉症状及临床所见

与治疗前对比
,

无明显改善
。

二
、

治疗方法与疗效

一 组 治疗组 例给予 方

案常规剂量联合化疗
,

长春新碱

生理盐水 以静脉推注 次
,

同 日以

环磷酞胺 一 而

隔 日静滴共 一 次
,

高三尖杉醋碱 一

 ! 静滴连续 一  
,

强的松
,

每日上午 次顿服
,

间歇

一 再进行第二疗程
,

在化疗之同时每 日

皮下注射 一 万
,

连续 一

二 组 对照组 例按 以上 护

方案常规剂量联合化疗
,

用法同上
,

两组均给

予补充
、

俄 等
。

三 观察指标和疗效情况如下
。

化疗完成情况 组 例均顺利完成化

疗
,

消化道反应轻微
,

经一般中西药对症处

理
,

症状减轻
。

组 例均有较明显消化道

反应
。

全身反应 用体重与乏力情况来评定
,

治

疗结束后患者体重增加 吨 者为增加
,

减轻

吨 为减少 工组 例
,

体重增加 例
、

无增

减 例
,

减轻 例
。

组 例
,

体重增加

例
、

无增减 例
,

减轻 例
,

 
,

有显著

性差异
。

外周血白细胞数变化 组 例化疗后

有 例白细胞计数
、

血小板计数
、

中性粒细

胞的绝对值均在正常范 围占
。

组

化疗后未用 一
,

例中有 例白细胞计

数
、

血小板计数
、

中性粒细胞绝对值在正常范

围占
,

说明 组的疗效优于 组
。



沈叨  

免疫功能的影响 本文 工组
、

组的病例

治疗 前均作 旧结核菌 素 试 验

 
,

工组治疗后 例呈 强阳性
、

例阳性
、

例仍呈 阴性反应 组治疗后

有 八 例呈阳性反应
、

例仍呈 阴性反

应
, ,

差异显著
,

但 几 测定 组
、

组共 例
,

前后对比无明显差异
。

疗效 组 例中显效 例
,

有效 例
,

无效 例
,

总有效率达 组 例中

显效 例
,

有效 例
,

无效 例
,

总有效率
,

说明 组的疗效优于 组
。

四 药物的毒副作用 方案联合

化疗其作用较为缓和
,

药物的毒副作用均有

不同程度的消化道反应
,

恶心
、

呕吐
、

腹胀
、

厌

食
、

腹泻等症状
,

本文 工组的病例消化道反应

轻微
,

组消化道反应较为 明显
,

部分患者还

有脱发
,

本文 工组
、

组各占 患者

在化疗 后开始脱发
,

一 全部脱光
,

导致脱发的药物主要是 环磷酞胺
,

本

文
、

组治疗前后均无发现 明显的肝
、

心
、

肾
、

骨髓等损害
。

三
、

讨论

一 重组白介素 一 一 是强效免

疫功能增强剂
,

具有活化 细胞
,

促进淋巴

细胞生长
、

分化
,

激化抗肿瘤杀伤细胞
,

调节

免疫系统的功能和细胞因子的产生
,

临床上

单用小剂量 万
,

抗肿瘤作用差
,

大剂量

万
,

对肾癌
、

黑色素瘤
、

消化道肺瘤
、

淋巴瘤 有效
,

国内报告对急性 白血病亦

有效
。 一 与化疗药物同时应用可促进

化疗药物抗肿瘤的疗效
,

提高缓解率
,

延长生

存期
。

本文实践证明治疗组的疗效优于对照

组
,

说明中等剂量 一 与化疗药物 同时

应用可加强药物抗肿瘤作用
,

调节免疫功能
,

减轻化疗药物 的毒副反应
,

而且 一 对

人体主要脏器无明显损害
,

可以配合推广应

用
。

二 一 若给肿瘤患者或健康人先

注射 后用血细胞分离机采集血 中淋巴

细胞在体外与 一 混合培养 一
,

其

中部分淋巴细胞转化为具有杀伤能力抗肿瘤

作用的  细胞
,

把 细胞再回输给肿

瘤患者
,

同时应用 一
,

可取得较好的疗

效
,

故 一 是一种有效
、

低毒
,

安全的肿

瘤辅助洽疗的细胞因子
。

胃食管反流性疾病的药物治疗

梁宇峰

解放军第 医院 北京 刃

摘要 本文综述了近年来出现的治疗胃食管反流性疾病的药物
,

如西沙必利
、

红霉素
、

思密达等的作用

机理
、

用法用途
、

疗效观察及副反应等
,

并与临床上的习惯用药如多潘立酮
、

雷尼替丁
、

法莫替丁等做了比较
,

认为新药的确有疗效可靠
、

作用强大
、

副作用少或价廉等优点
,

体现了药物发展的特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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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属于 胃动力障碍性疾病
,

临床上较常见
。

按其影响因素可分为食管外

与食管内的反流;食管外因素有胃食管角
、

脆

肌作用
、

胃责门粘膜作用
、

腹段食管
、

肠食管

膜等 ;食管本身 的 因 素有食管 下括 约肌

(LES )
、

食管清酸功能
、

食管粘膜上皮抗酸作

用等[
‘,

幻
,

其中最主要 的是食管下括约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