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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观察级联激活的免疫细胞( 细胞)联合化疗治疗晚期非小细胞肺癌( )的疗效与安全

性 方法 将 例晚期 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 例和对照组 例，治疗组给予化疗 细胞治疗，

对照组仅给予化疗 观察两组临床疗效和不良反应，比较治疗前后血清肿瘤标志物癌胚抗原( ) 鳞状上皮细

胞相关抗原( ) 细胞角蛋白 片段( )的变化 结果 治疗组和对照组的客观有效率分别为

和 ，组间比较 ;两组疾病控制率分别为 和 ，组间比较 两组腺癌患者

血清 及鳞癌患者血清 与治疗前比较均下降，组内比较 ;治疗组中腺癌患者治疗后血

清 及鳞癌患者治疗后血清 与对照组治疗后血清 比较均下降，组间比

较 两组白细胞下降 贫血 血小板下降 恶心呕吐 肝肾功能损伤的发生率比较， 均 结论

细胞联合化疗能够提高晚期 患者的疾病控制率，降低肿瘤标志物水平，安全性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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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疗是晚期非小细胞肺癌( )的主要治

疗手段之一
［］

近年来，肿瘤免疫治疗逐渐受到人

们的关注，免疫治疗在肺癌治疗中的应用逐渐增

多
［，］

级联激活的免疫细胞( 细胞)是一种

新型的肿瘤免疫治疗方法，它是应用患者的外周血

淋巴细胞经活化刺激后获得，对肿瘤细胞具有特异

性杀伤功能
［］

目前 细胞在肺癌治疗中的

应用较少 本研究对晚期 患者给予化疗联

合 细胞治疗，观察其疗效与不良反应，并观

察治疗前后血清肿瘤标志物癌胚抗原( ) 鳞状

上皮细胞相关抗原( ) 细胞角蛋白 片段

( )的变化

资料与方法

临床资料 入选标准: 经纤维支气管镜或穿

刺活检病理检查证实为鳞癌或腺癌; 根据美国肿

瘤研究联合委员会( )制定的第 版癌症分期

标准，符合 期; 初治; 和(或) 显

示的可测量病灶直径 ; 治疗前血常规 肾

功能 肝功能及心电图正常; 评分 分，预

计生存时间 个月 选取淄博市中心医院

年 月 年 月收治的晚期 患者

例，男 例 女 例，年龄 岁 采用随机数

字表法将患者分为治疗组 例和对照组 例，两

组性别 年龄 评分 病理类型及临床分期具有

可比性 本研究经我院伦理委员会批准，患者均签

署知情同意书

治疗方法 治疗组给予 细胞联合化疗

治疗，对照组仅给予化疗

化疗方法 鳞癌患者采用吉西他滨 顺铂

方案 吉西他滨 静滴 ，第

天;顺铂 ，第 天; 为一周期 腺

癌患者采用培美曲塞 顺铂方案 培美曲塞

静滴超过 ，第 天;顺铂 ，培

美曲塞滴注结束后 开始滴注，滴注时间超过

，第 天; 为一周期

细胞治疗方法 应用

血细胞分离机(美国 公司)采集患者外周血

单个核细胞 ，将其稀释至 ，平均分配到

个离心管中，反复离心，将得到的细胞装入培养

瓶，加入 淋巴细胞悬液，置于

培养箱中培养 ，后在培养物中加入 专利

试剂后继续培养 ，完成 细胞的第一步激

活;在激活的培养物中再加入淋巴细胞悬液 ，

在上述相同条件下培养 ，完成第二步激活 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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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将得到的细胞计数 离心后再加入 专利试

剂培养 ，离心，去上清，得到 细胞 将

细胞进行细胞表型 病毒 细菌学及真菌检

测无异常后， 保存待用 于化疗结束后 周

进行 细胞回输，回输前再次进行细胞表型

病毒 细菌学及真菌检测，无异常后采用静滴方式回

输，隔日 次，每个疗程共回输 次

近期疗效评价方法 治疗前及治疗结束后

个月行强化 观察瘤体变化，按照 标准
［］

评价近期疗效 完全缓解( ):全部病灶消失，维

持 周以上;部分缓解( ):病灶缩小至少 ，

维持 周以上;稳定( ):介于 和 之间;进

展( ):病灶增加超过 ，或出现新病灶 如初

步评价为 或 ，则于 周后再次评价确认 以

计算客观有效率，以 计算疾

病控制率 不良反应评价按照美国国立癌症研究所

通用毒性标准( ) 版
［］

输注 细

胞过程中及回输后观察有无发热 皮疹 过敏等不良

反应

肿瘤标志物检测方法 治疗前及治疗结束后

采集患者静脉血，分离血清，采用 电化学发光

免疫分析仪及配套试剂盒检测血清

水平

统计学方法 采用 统计软件 组间

计量资料比较采用 检验，计数资料比较采用 检

验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两组近期疗效比较 治疗组共完成化疗

个周期，对照组共完成化疗 个周期 治疗组

例， 例， 例， 例，客观有效率为

，疾病控制率为 ;对照组 例，

例， 例， 例，客观有效率为 ，疾病

控制率为 两组客观有效率比较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 )，治疗组疾病控制率高于对照

组( )

两组治疗前后血清肿瘤标志物水平比较 治

疗组腺癌患者治疗前后血清 水平分别为

( ) ( ) ，对照组分

别为( ) ( ) ，两组

治疗后血清 水平均显著下降( 均 )，且

治疗组低于对照组( ) 两组鳞癌患者治疗

前后血清 水平比较见表

两组不良反应比较 治疗组出现白细胞下降

例( ) 贫血 例( ) 血小板下降

例( ) 恶心呕吐 例( ) 肝肾功能损

表 两组鳞癌患者治疗前后血清

水平比较( ， )

组别

治疗组

治疗前

治疗后

对照组

治疗前

治疗后

注:与同组治疗前比较， ;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

伤 例( );对照组分别为 例( )

例( ) 例( ) 例( ) 例

( ) 两组白细胞下降 贫血 血小板下降 恶

心呕吐 肝肾功能损伤的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 均 ) 治疗组应用 细胞治疗

过程中未出现发热 寒战及过敏等不良反应

讨论

生物免疫治疗是继手术 放疗和化疗后的第四

种肿瘤治疗模式，广泛用于晚期肿瘤的治疗
［］

生

物免疫治疗常与放化疗联合使用，可以提高放化疗

的疗效，降低放化疗的不良反应 细胞是过

继性细胞免疫治疗( )的常用方法
［］，其利用抗

原递呈细胞结合抗 单克隆抗体及特定细胞因

子，然后经两步法链式反应激活后获得 细

胞的杀伤范围几乎涵盖所有肿瘤细胞，其效应细胞

不仅包括 样 细胞 细胞和少量 细胞，

还包括大量 和 辅助细胞( )和细胞

毒 细胞( )，其中 样 细胞能杀伤占人类

肿瘤细胞 的非 限制型肿瘤细胞，而 和

细胞的杀伤是一种典型的特异性杀伤，能杀伤

占人类肿瘤细胞 的 限制型肿瘤细胞

细胞对肿瘤细胞的作用机制包括:

细胞可以分泌肿瘤坏死因子( ) 干扰素

( )及 等多种抗肿瘤的细胞因子;诱

导肿瘤细胞的凋亡;通过 样 细胞和 的

杀伤作用诱导肿瘤细胞裂解
［］

研究显示，

细胞可以恢复肿瘤细胞表面隐藏的抗原，使其更容

易被 细胞识别和杀伤
［ ］

国外研究发现，

细胞能够提高化疗的效果，同时增强患者对

放化疗的耐受能力，提高其生存质量
［ ］

国内研究

显示，三阴性乳腺癌术后患者
［ ］

结肠癌术后患

者
［ ］
采取化疗联合 治疗后，复发率明显降

低，生存率明显升高 桑圣刚等
［ ］
报道， 治

疗可减少恶性胸腔积液患者的胸水量 本研究中，

治疗组的客观有效率与对照组相近，而疾病控制率

显著高于对照组，表明 可以提高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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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近期疗效 两组客观有效率没有统计学差异的原

因可能与样本量少有关

肺癌标志物 及 是由肺癌

细胞异常产生或是机体对肿瘤的刺激反应而产生的

物质 是肺腺癌的特异性血清标志物，对晚期

肺癌的疗效评价和监测 的复发具有重要作

用
［ ］; 是鳞癌的血清肿瘤标志物，也是

的独立预后因素之一
［ ］;血清 水平可

用于鳞癌的鉴别诊断，与 联合应用可判

断肺鳞癌预后和监测疾病进展
［ ］

本研究显示，治

疗组和对照组中腺癌患者治疗后血清 鳞癌患

者治疗后血清 和 均较治疗前下

降，且治疗组较对照组更低 分析肿瘤标志物下降

的原因可能与患者经治疗后肿瘤缩小，产生肺癌标

志物的癌细胞减少有关

综上所述， 细胞联合化疗能够提高晚期

患者的疾病控制率，降低肿瘤标志物水平，

安全性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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