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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黄丸联合化疗在晚期胃癌患者中的应用效果分析 
傅向平 钟梅芳 

[摘要] 目的 探讨西黄丸联合化疗对晚期胃癌患者临床疗效及安全性分析。方法 将80例经病理组织学确诊为晚期胃癌患者均分为观察组及 

对照组(n=40)，对照组患者行顺铂+多西他赛4-5一FU化疗方案，观察组患者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加服西黄丸，3 g／次，2次／d，对比分析 2组患者近期疗效 

及毒副反应。结果 观察组总有效率为77 50％，对照组总有效率为55 00％，2组患者总有效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 05)。观察组总毒副反应发生 

率为32 50％，对照组总毒副反应发生率为67 5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o 05)。结论 对晚期胃癌患者化疗期间应用西黄丸治疗可有效降低患者毒 

副反应等级及毒副反应发生率，有利于提高患者近期疗效，提高患者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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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疗是晚期胃癌患者常用的治疗方法，通过化疗能有效抑制 

癌细胞的增殖及扩散 ，从而延长患者生存期限⋯。但化疗存在一 

定的毒副作用，在杀灭癌细胞的同时也抑制正常细胞的生长及代 

谢，引起机体出现各种不良反应，影响患者治疗效果 。西黄丸是 

纯中药制剂，具有清热解毒、和营消肿的作用。本研究对晚期胃癌 

患者在化疗的基础上应用西黄九联合治疗，并取得理想的治疗效 

果，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I．1 一般资料 选取本院于 2009年 1月 ～2013年 1 

月收治的晚期胃癌患者 80例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1)患者 

KPS>~60分；(2)患者均经病理组织学确诊；(3)患者均签署知情 

同意书，在知情同意下参与研究；(4)所有纳入对象均经本院伦理 

医学委员会审批通过。排除标准：(1)肝肾功能衰竭者 ；(2)妊娠期 

及哺乳期患者；(3)免疫系统抑制患者。其中男性 45例，女性 35 

例，年龄为 35～78岁，平均年龄为(55．8±5．9)岁。根据 FIGO分 

期m期患者 38例，Ⅳ期患者42例。根据随机数字表将患者分为 

观察组以及对照组，各 40例，2组患者性别、年龄、病理分级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对照组行顺铂+多西他赛+5一FU化疗方案，具 

体如下：顺铂 75 mg／m ，静脉推注，第 1 d，多西他赛 75 mg／m ， 

静脉推注，第 1 d，5-FU 1000mg／m 静脉推注，持续注射 24h， 

1次／d，1～5d，每 28d为 1周期。在使用多西他赛前 1 d晚上口 

服地塞米松 7．5mg／次，每 12h口服 1次，连续服 5次。观察组 

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加服西黄丸，3 g／次，2次／d，持续用药至化疗 

结束。 

1．3 疗效评价 近期疗效参照2003年WHO对癌症化疗 

效果的评定标准，CR(完全缓解)、PR(部分缓解)、Nc(无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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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进展)，CR与PR之和为治疗总有效率(RR) 。毒副反应按 

照WHO抗癌药物亚急性毒性分级标准进行评价，分为 0～Ⅳ 

级，分级越高，毒副作用越大，对机体的影响越大 。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17．0统计学数据软件进 

行数据分析，计数资料以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检验， 

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2组患者近期总有效率评价 观察组总有效率为 

77．50％，对照组总有效率为55．00％，2组患者总有效率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1)。 

表 1 2组患者近期总有效率评价[ (％)】 

注：与对照组比较， -5．962,ap=0．000 

2．2 2组毒副反应等级及发生率情况 观察组毒副反应等 

级为I～Ⅱ级，总毒副反应发生率为 32．50％，对照组毒副反应等 

级为Ⅱ～Ⅲ级，总毒副反应发生率为67．50％，2组总毒副反应发 

生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2)。 

3 讨论 

晚期胃癌患者大多数失去手术治疗的机会，该类患者治疗的 

重点在于缓解症状，延长生存期，提高生活质量 。全身化疗是晚 

期胃癌患者常用方法之一，通过化疗可有效抑制癌细胞生长及扩 

散，延长患者生存期。但化疗对患者毒副作用较大，容易引起患者 

出现胃肠道疾病、口腔溃疡，血液疾病及神经系统疾病等不良反 

应，从而影响患者治疗效果 。中医理论认为，化疗为热邪入侵， 

“邪之所凑，其气必虚”，从而引起人体出现各种由邪气入侵导致 

的症候群。当患者出现燥热之邪气时，会导致患者火热炽盛，蕴结 

率是95％，证明其联合超声诊断对于急腹症的早期诊断具有显著 

的实用价值。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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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P相关慢性胃炎中西医结合治疗的疗效观察 
刘华龙 

【摘要】 目的 探讨中西医疗法队HP相关慢性胃炎的治疗效果 方法 选取2006年6月～2006年9月惠州市第四人民医院收治的患者94例，随 

机均分为2组(n=47)。观察比较2组患者的临床症状缓解情况、HP根除率及随访复发率等。结果 对照组临床症状缓解率为74 47％，治疗组为93 62％，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对照组HP根除率为48．93％，治疗组为72 5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尸<0 05)；停药后随访2组药物的远期疗效比较，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尸<0 05)。结论 中西医结合在HP相关慢性胃炎的症状改善、HP根除及复发减少等方面效果明显，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关键词] HP慢性 胃炎；中西医结合；临床疗效 

对 HP相关慢性胃炎进行的药物治疗，主要通过H，受体阻滞 

剂，铋剂加抗生素的三联治疗法，临床效果较好，但是存在着依从性 

差、不良反应高和复发率高等问题。研究证明在HP相关慢性胃炎 

治疗方面中西医结合具有较好的效果。通过辨病和辨症互相结合， 

促使患者症状明显改善，且依存性较好，不良反应较少。因此，研究 

中西医结合疗法对于 HP相关慢性胃炎疾病的治疗意义重大。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06年6月～2006年9月惠州市第 

四人民医院收治的患者 94例，随机均分为 2组(n=47)。治疗组 

男 25例，女 22例 ；对照组男 21例 ，女 26例。2组患者性别、年龄 

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具有可比性。 

1．2 治疗方法 用药时，对照组第 l周使用奥美拉唑、阿莫 

西林 、克拉霉素，2次／d，第 2周使用奥美拉唑，2次／d；治疗组 2 

周的用药和对照组相同，另外加服半夏泻心汤煎剂，2次／d。治疗 

组和对照组以2周为 1个疗程。在治疗时应停用其他的药物，防 

止情志刺激，饮食以清淡容易消化的食物为主。 

1．3 观察方法 在停止用药 1周内对 2组患者的总体疗效 

进行评定，对治疗前后患者的胃镜检查黏膜状况、临床症状等进 

行观察。在治疗后 1个月对患者的HP感染状况进行检查。随访 

期为6个月，对患者的各项体征和症状进行记录。 

1．4 观察指标 在安全性观察方面，在治疗前和治疗后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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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内对患者的一般体格项目、血尿、大便和心肝肾等功能进行检 

查，观察是否出现不良反应；在疗效性观测方面，根据指定的临床 

试验观察表对患者的胃镜黏膜相进行检查，观察黏膜萎缩、黏膜 

炎程度等情况。在 HP清楚观察方面，对患者的活组织进行快速 

尿素酶和 w—s染色实验 ，对 HP感染情况进行检查。停止用药 

1个月后再次检查，测定患者的 HP清除率。 

1．5 统计学方法 所有数据采用 SPSS 13．0统计学软件 

进行处理 ，正态计量资料用“ ± ”表示，并用方差分析。用 ridit 

检验计数资料。其中P>0．05为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为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为差异有显著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临床疗效比较 对照组的综合疗效有效率为 74．47％， 

治疗组有效率为93．62％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尸<0．05，见表 1)。 

表 1 临床疗效比较 

2．2 主要症状比较 2组患者在治疗后大部分的体征和症 

状有了显著的减轻，2组比较具备统计学意义。说明用中西医结 

合的方法治疗恶心呕吐、脘腹痞闷、口苦口臭、胸闷和胃脘灼痛 

等症状的总有效率，治疗组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尸<0．05，见表 2)。 

表 2 2组毒副反应等级及发生率情况 (％)】 

组别 例数 恶心／口区吐 口腔溃疡 神缚 陛 总不良率 

注：与观察组 II级相比， <O．05；与观察组Ⅲ级相比，bp<o．05；与观察组总不良 

率相比， P<O．05 

成毒” 。西黄丸是纯中药制剂，具有清热解毒、和营消肿的作用， 

是抗癌药物中公认效果理想的中成药物 。经临床大量研究表 

明，西黄丸能有效改善各种中晚期癌症患者临床症状，降低患者 

化疗毒副作用，提高患者生存质量。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总有 

效率为 77．50％，对照组总有效率为55．00％，而观察组毒副反应 

等级为 I～II级 ，总毒副反应发生率为 32．50％，对照组毒副反应 

等级为Ⅱ～Ⅲ级，总毒副反应发生率为67．50％，表明对晚期胃癌 

患者化疗期间应用西黄丸治疗可有效降低患者毒副反应等级及 

毒副反应发生率，有利于提高患者近期疗效，提高生存质量。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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