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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内回输免疫活性细胞的过继免

疫疗法已成为一种重要的肿瘤综合治

疗方法 它是将体外激活的自体或异

体免疫效应细胞输注给患者 以杀伤

患者体内的肿瘤细胞 链式激活的免

疫细胞

是徳国慕尼黑大学医学院免疫

研究所 教授的一项用于肿

瘤生物治疗的专利技术 该技术是应用

患者的外周血淋巴细胞 经活化刺激

获得对肿瘤的特异性杀伤功能 回输后

可在体内杀伤肿瘤 实验证明 它不仅

能有效提高肿瘤细胞表面抗原的表达

从而恢复已经被阻断的细胞毒细胞的

杀伤过程 且具有识别微转移细胞的能

力 从而防止转移的发生 本实验是

采 用 双 抗 体 夹 心 酶 联 免 疫 吸 附 法

检测实体肿瘤患者经

治疗后外周血血清中肿瘤坏死因子

的变化

并对肿瘤患者进行临床疗效观察

资料与方法

一般资料 选择 年 月至

年 月就诊于潍坊医学院附属医

院并行生物治疗的 例恶性实体肿瘤

患者 例恶性实体肿瘤患者中 男

例 女 例 平均年龄 岁 其中乳腺

癌 例 胃癌 例 食管癌 例 恶性

黑色素瘤 例 肺癌 例 全部病例均

由影像学和病理组织学诊断 根据

评分 分 预计生存期

个月 治疗前血常规及肝肾功大致正

常 患者于采血前 周终止任何放疗或

化疗 治疗前通过医院伦理委员会批

准 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方法

治疗方法 恶性肿瘤患者于终

恶性肿瘤患者链式激活的免疫细胞治疗后肿瘤坏死因子 的

变化及临床意义

巩佃霞 李贵新 路中 傅玲 傅俊凯

止一切放化疗 周后 在无血液学及细

胞学禁忌的前提下给予淋巴细胞单采

术 收集淋巴细胞经 培养扩增后给

予回输 隔日回输 次 个治疗周期

回输 次 注意观察患者于回输期间及

回输后 周 有无发烧 过敏等不适

标本的采集 恶性肿瘤患者于

生物治疗前禁食 后抽取外周静脉

血 离心 分离

血清 保存待用 于生物治疗

个疗程结束后再次给予禁食 后抽

取外周静脉血

离心 分离血清 保存备用 标本

收集结束后进行 检测

测定方法

细胞因子的测定 用

法检测恶性肿瘤患者于 治疗前

后外周血中 表达水平 试剂盒

由上海劲马实验设备有限公司提供

严格按照说明书进行操作

疗效评价 患者治疗结束后

周进行疗效评定 按 实体瘤客

观疗效评定标准评定疗效 完全缓解

部分 缓解 轻 度缓 解

稳定 病情进展 有

效率

毒副作用的观察 静脉回输

过程中及回输后 内密切观察患者

是否出现发热 皮疹 乏力 肌肉酸痛

呕吐等毒副反应

统计学方法 本实验数据为计量

资料 统计采用 检验 应用

统计分析软件进行数据的统计分析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恶性肿瘤患者 治疗前后外

周血血清中 表达水平的变化

接受 治疗的患者 变化

与治疗前相比 其外周血中 均

显著上升 见表

组别

治疗前

治疗后

例数 值 值

表 治疗前后 的表达水平比较

疗效评价 例中 例

例 例 例 例 有

效率 为 治疗后

评分 例提高 例稳定 例下

降 提高率 食欲 体力改善 例

睡眠好转 例

毒副反应观察 细胞回输

中有 例出现发热 体温在

之间 未做特殊处理 持续

后自然消退 无高热患者出现 未

观察到低血压 肺水肿 过敏性休克等

严重不良反应

讨论

细胞治疗是现代癌症治疗的重要组

成部分 现存方法包括使用基因工程诱

导合成的肿瘤多肽诱导 淋巴细胞以对

抗相应的肿瘤抗原 细胞因子诱导的杀

伤细胞 抗原呈递细胞等 这些治

疗方法并未达到预期的结果 而

细胞就是基于现有问题上的进一步研

究 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它的优势

是应用细胞因子对原始单

核细胞进行初级刺激 并将经过刺激

的单核细胞 加到另一份

中 用特殊试剂混合培养 经过级联

反应过程获得 细胞 它主要

是以 辅助细胞和 杀伤

细胞为主要效应细胞 另外还含有少

量

细胞等

与其他免疫效应细胞相比 具有杀瘤

活性高 杀瘤谱广 对多重耐药肿瘤细

胞敏感等特点 另外 细胞的有

效成分及活性不会受肿瘤患者病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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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重 转移与否的影响 因此 作

为临床肿瘤治疗的新方法 将会是肿

瘤治疗中的又一热点

细胞能分泌 干扰素

白介素

等细胞因子 是

其分泌的一种细胞因子 主要是由

所分泌 与此同时还分泌

等细胞因子 其主要通过 诱导肿

瘤细胞凋亡 促进免疫细胞增殖分化

产生抗肿瘤效应 影响肿瘤局部血管

提高肿瘤血管内皮细胞通透性 促血

栓形成 抗肿瘤新生血管形成 产生抑

瘤或杀瘤效应 本次实验研究是以

来我院就诊的并行生物治疗的恶性肿

瘤患者为研究对象 整个临床疗效观

察期间除了出现轻度发烧外 均未出

现其他明显毒副作用 说明 治

疗是安全的 外周血 细胞分泌

的细胞因子水平是说明其效果的重要

依 据 结 果 显 示 恶 性 肿 瘤 患 者 于

治疗后有明显的升高趋势

细胞回输体内后

等细胞因子激活机体免疫系统 提高

机体免疫功能 同时提高患者对放化

疗的免疫耐受能力 提高患者的生存

质量 延长生存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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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细胞淋巴瘤伴复杂染色体异常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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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男 岁 年前无明显诱因

出现右腹股沟区肿块 站立时明显 近

个月来肿块明显 于 年 月

日来我院就诊 查血示 白细胞

血红蛋白 血小板

白细胞明显异常 考虑血

液疾病可能 收入血液科进一步检查

治疗 入院体检 患者一般情况可 未

诉特殊不适 查体 体温 脉

搏 次 呼吸频率 次

血压 双侧颈部 腋窝可

扪及肿大的淋巴结 心肺听诊无异常

腹平软 无明显压痛反跳痛 右腹沟区

可及一大小约 包块 以站

立时为甚 可掉入阴囊 平卧时可消

失 双下肢无浮肿 全身浅表淋巴结未

及肿大 随后进行细胞形态学 细胞遗

传学检测 免疫表型分析 淋巴结

病理学检查等一系列实验室检查 并

进行降低外周血白细胞数量的治疗

骨髓细胞形态学检查显示淋巴细胞比

例占 其中原幼淋占 考

虑为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或淋巴瘤可

能 细胞遗传学检测显示结果

其中 是套

细胞淋巴瘤的特征性异常 免疫

表型分析显示 在 点图上

设门分析 淋巴细胞比例增高 占

表 达

髓系增生明显受抑 提

示成熟 淋巴细胞增殖性疾病 病理

诊断 结合临床资料 镜下所见及免疫

组化结果 支持 右侧腹股沟 淋巴结

为套细胞淋巴瘤 免疫组化结果

及

显示残留 网 约

讨论 套细胞淋巴瘤 起病

时多为全身淋巴结肿大 巨脾症和肝

肿大 有高骨髓浸润率 常常发展成白

血病性 因此 多数患者起病便为进行

性病期Ⅲ期或Ⅳ期 属于侵袭性淋巴

瘤

易位系套细

胞淋巴瘤特有的异常 分子生物学检

查常见 易位及其

与 基因重排 导致

过度表达 促使肿瘤发生 大约

的滤泡性淋巴瘤患者和

弥漫性 细胞淋巴瘤患者有

易位 值得注意的是许多正常人的扁

桃体和外周血淋巴细胞中发现有

易位 这一事实提示

是淋巴瘤发病多阶段过程中的早期事

件 本病例中 与

并存 同时伴随有

这在套细胞淋巴瘤中实属罕

见 在套细胞淋巴

瘤的病程中到底扮演了什么样的角

色 是否意味着滤泡性淋巴瘤有向套

细胞淋巴瘤转化的可能 都有待收集

更多病例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收稿 编辑 王耀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