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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联激活的免疫细胞对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

免疫功能及生活质量的影响

孙银萍 王福立

摘要 为了探讨级联激活的免疫细胞 对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免疫功能及生活质量的影响 将 例晚期非小细

胞肺癌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 例 和对照组 例 分别给予化疗 治疗和化疗 结果示治疗组患者的免疫功

能及生活质量和对照组比较明显改善 治疗组和对照组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因此 治疗可以改善晚期非小细胞肺癌化疗患者的免疫功能和生活质量 且安全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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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肺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在世界上已居各种恶

性肿瘤的首位 其中占肺癌 以上的肺癌类型为非

小细胞肺癌 绝

大多数患者就诊时已是晚期 失去手术机会 化疗是晚

期 的主要治疗手段之一 但是化疗往往损

伤机体免疫功能 严重时影响患者生活质量甚至化疗的

顺利进行 级联激活的免疫细胞

是一种新型的肿瘤生物治疗技术

它是应用患者的外周血淋巴细胞 经活化刺激后获得

它不仅对肿瘤细胞具有特异性杀伤功能 还可以提高机

体的免疫力 产生特异性的抗感染作用 笔者所在科

室对晚期 患者给予化疗联合 治疗 取

得了良好的治疗效果 现总结如下

资料与方法

一般资料

选取自 年 月 年 月在我院肿瘤科

就诊的晚期 患者 例 年龄 岁 岁 中

位年龄 岁 用随机数字表法将患者随机分

为治疗组和对照组 其中治疗组 例 给予化疗

治疗 对照组 例 仅给予化疗 入组标准

所有患者经纤维支气管镜或穿刺活检病理证实为

且病理类型为鳞癌或腺癌 根据美国肿瘤

研究联合委员会

制定的第七版癌症分期标准所有入组患者为

期 期 均为初治患者 且入组前未应用免疫抑

制剂 有 或 检查出可测量病灶且直径

治疗前血常规 肾功能 肝功能及心电图正

常 卡氏 评分 分 预计生存

时间 个月 患者同意治疗 且签署化疗和

细胞治疗知情同意书 且所有治疗方案经淄博市中

心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同意

方法

治疗方法 化疗方案 对于鳞癌患者化疗选

用吉西他滨 顺铂方案 具体用药为 吉西他滨

静脉滴注 分钟 第 天 天应用 顺铂

第 天 第 天应用 天为一周期 对于

腺癌患者化疗选用培美曲塞 顺铂方案 具体用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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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美曲塞 静脉滴注超过 分钟 第 天应

用 顺铂 第 天应用 天为一周期 每位

患者化疗 个周期 个周期 每 个周期复查一次影

像学 的制备及回输过程 应用

血细胞分离机采集患者外周血单个核细胞

用 培养基将其稀释至 然后平

均分配到 个离心管中离心 分钟 吸出淋巴细胞层

并将所有细胞置于 离心管中 加 培养

基至总体积 离心 分钟 弃去上清 用

重悬淋巴细胞 并平均分装于 支 离心

管中离心 去上清 用 完全培养基将细胞重悬后

分成两管 其中一管用于 第一步激活 另一管

用于 二次激活 按照 制备专利技术将

上述得到的淋巴细胞进行链式激活和诱导收获得到

细胞数 左右 进行细胞表型 病毒 细

菌学及真菌检测 无异常后将细胞保存于 低温冰

箱中待用 在化疗结束后 周采用静脉滴注方式进行

细胞回输 隔日一次 每个疗程共回输 次

观测指标 观察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免疫功能

变化 生活质量评分变化及不良反应 免疫功能

应用流式细胞仪检测两组患者治疗前 周及治疗结束

后 周的外周血 细胞亚群

变化 生活质量评分 患

者治疗前后的 变化参考 评分变化评价 具体

标准为 治疗后 增加 分为 改善 变化

分为 稳定 减少 分为 降低 不

良反应 按照美国国立癌症研究所通用毒性标准 评

价 治疗组患者输注 过程中及回输后观察是

否出现发热 皮疹和过敏等不良反应

统计学方法 统计学处理采用 软件

包进行统计处理 两组之间 细胞亚群变化的比较采

用 检验 两组间一般资料比较 生活质量变化的比较

及不良反应发生率的比较采用卡方检验 为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治疗组和对照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治疗组 例患者和对照组 例患者的一般资料经

卡方检验分析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见表

两组免疫功能变化比较

两组患者治疗前的 细胞亚群各细胞比例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治疗组治疗后

细胞比例分别与治疗前

细胞比例比较显著上升 细

胞比例细胞显著下降 治疗前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对照组治疗前后 细胞亚群各细胞比例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治疗组治疗后

细胞比例分别与对照组治

疗后的 细胞比例比较显著

上升 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见表

表 治疗组和对照组患者的一般资料

项目 治疗组 对照组

性别

男

女

年龄

岁

岁

评分

病理类型

腺癌

鳞癌

分期

期

期

注

表 治疗组和对照组治疗前后 细胞亚群比较

治疗组

治疗前

治疗后

对照组

治疗前

治疗后

注 经 检验 与对照组治疗前比较 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

与治疗组治疗前比较 与对照组治疗前比较

两组生活质量变化比较

治疗组生活质量评分改善 稳定和降低的患者分别

为 例 例 和 例 对照

组 评分改善 稳定和降低的患者分别为 例

例 和 例 治疗组的

改善率显著高于对照组 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两组不良反应比较

治疗组和对照组患者的化疗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见表 治疗组患者在

应用 治疗过程中未出现发热 寒战及过敏等不

良反应 亦未出现治疗相关性死亡

讨论

目前化疗是治疗晚期 的主要方法

年 研究 及 等 研究显示 培美曲塞联合

顺铂能显著改善非鳞癌患者的总生存期

而吉西他滨联合顺铂则可显著改善鳞癌患

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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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治疗组和对照组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

项目 白细胞下降 贫血 血小板下降 恶心 呕吐 肝功能损伤 肾功能损伤

治疗组

总发生率

对照组

总发生率

注 经卡方检验 与对照组比较

尽管化疗可有效杀灭肿瘤细胞 延长患者生存时

间 但是化疗往往损伤机体的免疫功能 徐校成等 研

究发现晚期 化疗后患者 淋巴细胞亚群中的

及 与治疗前比较均明显下降

苏同义等 研究发现 长春瑞滨 顺

铂 吉西他滨 顺铂 和 紫杉醇 顺铂 三种

化疗方案均可引起肺癌患者免疫功能下降 在本研究

中我们发现对照组患者应用化疗后 及

与治疗前比较有所下降 说明化疗可导致

机体免疫功能受到损伤 因此 对于晚期 患者

在提高化疗疗效的同时修复机体的免疫功能尤为重要

近年来随着肿瘤基础研究的发展 过继性细胞免疫

治疗广泛应用于晚期肿瘤的治疗中 它是将有活性的免

疫细胞输给患者 通过增强机体免疫功能达到抗肿瘤的

效果 等于 年应用

及 共培养外周血单个核细胞得到了具

有增值速度快 杀瘤活性高及杀瘤效应不受癌细胞多重

耐药等特点的细胞因子诱导的杀伤细胞

这开创了肿瘤生物免疫治疗的里程

碑 但是 细胞有重要的治疗缺陷 其效应细胞

细胞的杀伤作用无特异性 只能杀伤占人类肿瘤

细胞 的非 限制型肿瘤细胞 不能杀伤占人

类肿瘤细胞 的 限制型肿瘤细胞 其肿瘤杀

伤效力有限 为此 鲁道夫 汪克教授发明了

疗法 并于 年获得了国际专利保护 国际专利

号

是一种利用抗原递呈细胞结合抗 单

克隆抗体及特定细胞因子的两步法链式反应激活的细

胞 其效应细胞不仅包括了 细胞 细胞和少量

的 细胞 同时还包含了大量的 和 辅

助细胞 和细胞毒 细胞 和 细胞

的杀伤是一种典型的特异性杀伤 能够杀伤占肿瘤细胞

的 限制型肿瘤细胞 体外实验和临床治疗

都充分证明 的杀伤效果显著优于 成为目

前世界领先的过继性免疫治疗的首先方案

细胞亚群是反映肿瘤患者免疫功能的重要指标

通过对比 治疗前后 细胞亚群的变化就可以

发现患者机体免疫功能的变化 通常情况下 人体

细胞亚群中 的比值维持在固定的范围之

内 一般在 如果 下降 上升

比值下降甚至倒置 说明肿瘤患者机体免

疫监视功能下降 如果 治疗后 比

值较前升高 说明机体免疫功能恢复 王明鑫等 对

乳腺癌化疗结束后的患者给予 治疗 结果治疗

结束后患者外周血中 细胞 细胞 细胞

的比例与治疗前相比较均有显著升高 桑

圣刚等 对恶性胸腔积液患者给予 治疗 结果

患者胸水减少 且 含量明显升高 含

量明显下降 说明 治疗有利于改善恶性胸腔积

液患者的免疫功能 李贵新等 研究发现结肠癌术后

化疗联合 治疗能降低肿瘤的局部复发率 提高

生存率 改善睡眠质量和生活质量

目前 治疗在国内肺癌治疗中的应用还较

少 在本研究中我 们 发 现 治疗 组 治 疗 后

比例分别与对照组治疗后

的 比例比较显著上升

治疗组治疗后的 比

例与治疗前比较显著上升 这说明

治疗后治疗组患者的免疫功能较治疗前好转 同时生活

质量也得到了明显改善 这与王明鑫等 桑圣刚

等 及李贵新等 研究结果相似

综上所述 对于晚期 化疗患者给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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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安全有效 可以改善患者的免疫功能和生活质量

值得临床推广 本结果只是笔者团队课题研究的初步

结果 下一步笔者团队将继续扩大样本量 并对患者进

行长期随访 观察患者生存期 以便为 治疗提

供临床依据

参 考 文 献

谭诗生 李 杭 罗 健 等 欧洲癌症研究与治疗组织研制的生活

质量核心调查问卷第 版中文版 生活质量调查问卷测评 中国

临床康复

徐校成 吕颖颖 徐佳灵 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化疗对免疫功能

的影响 中华医院感染学杂志

苏同义 朱铁年 高冬梅 等 不同化疗方案对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患

者骨髓抑制及免疫功能的影响 现代生物医学进展

张 力 非小细胞肺癌的免疫治疗新进展 医学与哲学

李姗姗 王 季 联合 方案治疗老年晚期 的疗

效观察 医学与哲学

王明鑫 宋 鑫 邹天宁 等 例乳腺癌患者级联激活的免疫细胞治

疗后细胞免疫功能变化 昆明医学院学报

桑圣刚 郝新宝 荣 红 等 链式激活的免疫细胞治疗恶性肿瘤胸

腹腔积液的效果观察 临床误诊误治

李贵新 刘 锦 李 肖 等 结肠癌患者术后化疗联合自体级联诱

发免疫细胞治疗近期疗效和生活质量观察 中华肿瘤防治杂志

收稿日期

修回日期 责任编辑 王德顺

上接第 页

刘宏博 王 曼 老年原发性高血压患者血压晨峰现象与靶器官损

害的相关性研究 心血管康复医学杂志

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 中国老年学学会心脑血管病专业委

员会 老年高血压的诊断与治疗中国专家共识 版 中国

医学前沿杂志

黄琼艳 老年原发性高血压患者晨峰现象与靶器官损害的关系

中国误诊学杂志

冯晓晶 王筱梅 刘少奎 等 老年高血压病晨峰现象分析 中国

循证心血管医学杂志

张 英 张静铃 黄 伟 等 老年原发性高血压晨峰现象与靶器官

损害的关系探讨 贵州医学杂志

刘雪梅 黄丽红 高血压合并冠心病患者动态血压变异性的临床观

察 大连医科大学学报

刘 海 于晓玲 赵 伟 等 合并糖尿病和血压晨峰的原发性高血压

患者昼夜血压变化的研究 医学与哲学

田志明 杨学新 根据血压昼夜节律选择服药时间控制血压晨峰

医学与哲学

收稿日期

修回日期 责任编辑 王德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