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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珍汤加减辅助化疗治疗晚期非小细胞肺癌的

临床疗效及对化疗不良反应的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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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八珍汤加减辅助化疗治疗晚期非小细胞肺癌的临床疗效及对化疗不良反应的影响。方法：选取２０１４年
９月至２０１６年１２月海军总医院收治的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１５４例，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７７例。
对照组予以ＧＰ化疗方案治疗，观察组予以ＧＰ化疗方案联合八珍汤加减治疗，对２组间血细胞水平、外周血 Ｔ淋巴细胞
水平、生命质量评分进行观察并记录，同时对其临床疗效及不良反应发生率进行比较。结果：观察组总有效率（５１９５％）
显著高于对照组总有效率（３５０７％）（Ｐ＜００５）；与对照组比较，观察组治疗后血清红细胞（ＲＢＣ）、白细胞（ＷＢＣ）、血小板
（ＰＬＴ）水平较高，治疗后外周血ＣＤ３＋、ＣＤ４＋Ｔ淋巴细胞及ＣＤ４＋／ＣＤ８＋水平较高，治疗后ＦＡＣＴＬ量表各项内容评分及总
分较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２组患者发生的不良反应主要有胃肠道反应、骨髓抑制、肝功能异常、肾功能损伤、
周围神经毒性，观察组各不良反应发生率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结论：八珍汤加减辅助化疗治疗晚期非小细胞肺癌的
临床疗效确切，能明显减轻骨髓抑制，改善患者免疫功能及生命质量，减少化疗引起的各种不良反应。

关键词　晚期非小细胞肺癌；八珍汤加减；临床疗效；免疫功能；化疗不良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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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肺癌是世界上最常见的恶性肿瘤，其中包括鳞
状细胞癌、腺癌、大细胞癌等在内的非小细胞肺癌

（ＮｏｎｓｍａｌｌＣｅｌｌＬｕｎｇＣａｎｃｅｒ，ＮＳＣＬＣ）约占 ８５％左
右［１］。流行病学资料显示，２０１２年全球有１８２万新

·７０２２·世界中医药　２０１８年９月第１３卷第９期



发肺癌患者，１５８万患者因肺癌死亡，而我国肺癌发
病率约为 ４８３２／１０万，并且逐年上升，预计 ２０２５
年，我国肺癌患者将达到１００万［２３］，已经成为首要

公共健康问题。ＮＳＣＬＣ的癌细胞生长分裂及扩散转
移速度均低于小细胞肺癌，但是其临床症状不典型，

以胸部胀痛、咳嗽、痰血、低热等为早期症状，确诊时

已经有７５％的患者处于中晚期［４］，失去手术治疗的

最佳时机。对于晚期 ＮＳＣＬＣ，化学治疗是最主要的
手段，其对于延长患者生存期和改善患者生命质量

有重要意义［４］。但是，化疗药物的不良反应较强，在

杀伤肿瘤细胞的同时也会损伤正常的细胞、组织，严

重影响患者的生命质量以及治疗效果，因此，减轻化

疗不良反应是晚期ＮＳＣＬＣ治疗中的主要问题之一。
已经有研究证实，中医药具有药物来源丰富、作用靶

点多、安全性高等优点，配合化疗具有减毒增效的作

用［５］。本次即探讨八珍汤加减辅助化疗治疗晚期非

小细胞肺癌的临床疗效及对化疗不良反应的影响，

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２０１４年９月至２０１６年１２月
海军总医院收治的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１５４例，
所有患者经我科病房审核通过，均已接受内固定手

术治疗；将无法耐受治疗等患者排除在外。按照随

机数字表法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７７例。
对照组予以 ＧＰ化疗方案治疗，其中男４７例，女３０
例；年龄３５～７０岁，平均年龄（５４６３±８２７）岁；病
理类型：鳞癌２８例，腺癌３２例，腺鳞癌１７例；肿瘤
ＴＮＭ临床分期：Ⅲａ期３２例，Ⅲｂ期２９例，Ⅳ期１６
例；肿瘤部位：中央型４０例，周围型３７例；观察组在
对照组基础上予以八珍汤加减治疗，其中男４４例，
女３３例；年龄３７～６８岁，平均年龄（５４９３±８１９）
岁；病理类型：鳞癌２９例，腺癌３３例，腺鳞癌１５例；
肿瘤ＴＮＭ临床分期：Ⅲａ期３４例，Ⅲｂ期３０例，Ⅳ
期１３例；肿瘤部位：中央型４２例，周围型３５例。２
组间一般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
可比性。

１２　纳入标准　１）诊断符合２０１１年中华人民共和
国卫生部《原发性肺癌诊疗规范（２０１１年版）》制订
的非小细胞肺癌的诊断标准［６］，ＴＮＭ临床分期为Ⅲ
ａⅣ期，经病理学检查确诊；２）功能状态评分（ＫＰＳ）
≥７０；３）预计生存期＞３个月；４）患者或家属签订知
情同意书。

１３　排除标准　１）预计生存期在３个月以内；２）合
并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肝肾功能异常、内分泌系统

疾病、造血功能障碍等；３）合并其他部位恶性肿瘤的
患者；４）近３个月内接受任何放疗、化疗、靶向治疗
等治疗的患者；５）精神、神志异常，依从性差的患者；
６）缺乏完整的临床资料的患者。
１４　治疗方法　２组患者均常规给予水化、利尿、
止吐药、保肝药、保护胃黏膜药物、营养支持等对症

处理对照组患者予以 ＧＰ化疗方案治疗，给予注射
用盐酸吉西他滨（美国 ＥＬＩＬＩＬＬＹＡＮＤＣＯＭＰＡＮＹ，
注册证号：Ｈ２０１１０５３５）１０００ｍｇ／ｍ２，溶于 １００ｍＬ
０９％ ＮａＣｌ溶液中，３０～６０ｍｉｎ内静脉滴注，ｄ１，ｄ８；
给予注射用顺铂（齐鲁制药（海南）有限公司，国药

准字 Ｈ２００７３６５２）２５ｍｇ／ｍ２，溶于 ２５０ｍＬ０９％
ＮａＣｌ溶液中，静脉滴注，ｄ１～ｄ３。观察组在对照组
治疗基础上予以八珍汤加减（党参３０ｇ、黄芪１５ｇ，
女贞子、补骨脂、白术、茯苓、炒神曲、鸡内金、焦山

楂、当归、川芎、白芍、熟地黄各１０ｇ，甘草６ｇ，进行
３０ｍｉｎ的浸泡将水加入其中煎煮到 ２００ｍＬ，１００
ｍＬ／次，２次／ｄ，早晚温服。３周为１个周期，共治疗
２个周期。
１５　观察指标
１５１　血细胞水平检测　治疗前后分别将患者５
ｍＬ清晨空腹静脉血采集下来，进行１５ｍｉｎ的离心，
将速率设定为３０００ｒ／ｍｉｎ，将血清分离出来，采用全
自动血液分析仪（ＬＨ７５５型，美国贝克曼库尔特公
司），检测血清中红细胞（ＲＢＣ）、白细胞（ＷＢＣ）、血
小板（ＰＬＴ）水平。
１５２　外周血Ｔ淋巴细胞亚群水平检测　治疗前
后分别将患者５ｍＬ清晨空腹静脉血采集下来，在含
有枸橼酸钠的抗凝管中放置，采用流式细胞仪（Ａｔ
ｔｕｎｅＮｘＴ型，美国ＴｈｅｒｍｏＦｉｓｈｅｒ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公司）对外
周血ＣＤ３＋、ＣＤ４＋、ＣＤ８＋Ｔ淋巴细胞水平进行检测，
并将ＣＤ４＋／ＣＤ８＋水平计算出来。
１５３　生命质量评价　治疗前后，采用肺癌患者生
命质量测定量表（ＦＡＣＴＬ４０）［８］从生理状况
（ＰＷＢ）、社会／家庭状况（ＳＷＢ）、情感状况（ＥＷＢ）、
功能状况（ＦＷＢ）、肺癌相关症状（ＬＣＳ）五个方面评
价患者的生命质量，其中ＰＷＢ、ＳＷＢ、ＦＷＢ分值分别
为０～２８分，ＥＷＢ分值为０～２４分，ＬＣＳ分值为０～
３６分，计算总分，评分越高，提示患者的生命质量
越好。

１５４　不良反应发生情况　治疗后，记录２组患者
胃肠道反应、骨髓抑制、肝功能异常、肾功能损伤、周

围神经毒性等不良反应的发生情况，并计算其发生率。

１６　疗效判定标准　依据 ＲＥＣＩＳＴ实体瘤疗效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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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标准［７］：完全缓解（ＣＲ）：目标病灶完全消失；部分
缓解（ＰＲ）：目标病灶长径之和较基线状态缩小≥
３０％；疾病稳定（ＳＤ）：目标病灶长径之和较基线状态
缩小＜３０％或增加＜２０％；进展（ＰＤ）：目标病灶长径
之和较基线状态增加≥２０％，或有新发病灶出现。
１７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７０，采用均数 ±标
准差表示符合正态性的计量资料，以配对样本ｔ及独
立样本ｔ检验，采用百分率（％）表示计数资料，予以
ＲｘＣ卡方检验，以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２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　观察组治疗后有效
率为５１９５％（４０／７７）明显高于对照组治疗后有效
率为３５０７％（２７／７７）（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２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例（％）］

组别 ＣＲ ＰＲ ＳＤ ＰＤ 有效率

对照组（ｎ＝７７） １（１３０％）２６（３３７７％）２３（２９８７％）２７（３５０６％）３５０７％
观察组（ｎ＝７７） ３（３９０％）３７（４８０５％）１８（２３３８％）１９（２４６７％）５１９５％

χ２ — — — — ４４６５
Ｐ — — — — ００３５

　　注：疾病控制率＝（ＣＲ＋ＰＲ）例数／总例数 ×１００％；与对照组比较，Ｐ＜

００５

２２　２组患者治疗前后血清 ＲＢＣ、ＷＢＣ、ＰＬＴ水平
比较　对照组患者治疗后血清ＲＢＣ、ＷＢＣ、ＰＬＴ水平
均显著低于治疗前（Ｐ＜００５），观察组患者治疗后
血清ＲＢＣ、ＷＢＣ、ＰＬＴ水平均显著低于治疗前（Ｐ＜
００５），观察组患者治疗后血清ＲＢＣ、ＷＢＣ、ＰＬＴ水平
均显著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但２组患者治疗前
血清ＲＢＣ、ＷＢＣ、ＰＬＴ水平之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２组患者治疗前后血清ＲＢＣ、ＷＢＣ、
　　ＰＬＴ水平比较（珋ｘ±ｓ）

组别 ＲＢＣ（×１０１２／Ｌ） ＷＢＣ（×１０９／Ｌ） ＰＬＴ（×１０９／Ｌ）

对照组（ｎ＝７７）
　治疗前 ４１８±０５２ ５７４±０６８ ２２５４７±２３６３
　治疗后 ３５７±０４２ ３５２±０４８ １９５２９±２２１７

观察组（ｎ＝７７）
　治疗前 ４２２±０５７ ５６９±０６２ ２２４７３±２３２６
　治疗后 ３９８±０４９△ ４９２±０５９△ ２１６８４±１９７３△

ｔ１（Ｐ１） ８００８（００００） ２３４０４（００００） ８１７３（００００）
ｔ２（Ｐ２） ２８０２（００１１） ７８９５（００００） ２２７０（００３５）
ｔ３（Ｐ３） ５５７５（００００） １６１５２（００００） ６３７２（００００）

　　注：与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与治疗后对照组比较，△Ｐ＜

００５，ｔ１、Ｐ１：对照组干预前后比较，ｔ２、Ｐ２：观察组干预前后比较，ｔ３、

Ｐ３：干预后２组比较

２３　２组患者治疗前后外周血 Ｔ淋巴细胞亚群水
平比较　对照组患者治疗后外周血 ＣＤ３＋、ＣＤ４＋Ｔ
淋巴细胞及ＣＤ４＋／ＣＤ８＋水平均显著低于治疗前（Ｐ

＜００５），观察组患者治疗后外周血 ＣＤ３＋、ＣＤ４＋Ｔ
淋巴细胞及ＣＤ４＋／ＣＤ８＋水平均显著高于治疗前（Ｐ
＜００５），观察组患者治疗后外周血 ＣＤ３＋、ＣＤ４＋Ｔ
淋巴细胞及ＣＤ４＋／ＣＤ８＋水平均显著高于对照组（Ｐ
＜００５）；２组患者治疗前后的外周血 ＣＤ８＋Ｔ淋巴
细胞水平之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
表３。

表３　２组患者治疗前后外周血Ｔ淋巴细胞
　　亚群水平比较（珋ｘ±ｓ）

组别 ＣＤ３＋（％） ＣＤ４＋（％） ＣＤ８＋（％） ＣＤ４＋／ＣＤ８＋

对照组（ｎ＝７７）
　治疗前 ６４７３±８５３ ３６２９±４９５ ２３１９±２７４ １５６±０２２
　治疗后 ５６２７±７１５ ３２１４±３２７ ２２９４±３１１ １３８±０１７

观察组（ｎ＝７７）
　治疗前 ６４２８±８８２ ３６６２±４３６ ２３４３±２４８ １５７±０１９
　治疗后 ６９１８±７７２△ ４２１７±５１２△２４０１±３４３ １７７±０２５△
ｔ１（Ｐ１） ６６７０（００００） ６１３８（００００） ０５２９（０６０３） ５６８（００００）
ｔ２（Ｐ２） ３６６８（０００１） ７２４２（００００） １２０２（０２４４） ５５８９（００００）
ｔ３（Ｐ３） １０７６６（００００） １４４８７（００００） ２０２７（００５７）１１３２０（００００）

　　注：与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与治疗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ｔ１、Ｐ１：对

照组干预前后比较，ｔ２、Ｐ２：观察组干预前后比较，ｔ３、Ｐ３：干预后２组比较

２４　２组患者治疗前后生命质量评分比较　对照
组患者治疗后ＦＡＣＴＬ各项内容评分及总分均显著
高于治疗前（Ｐ＜００５），观察组患者治疗后 ＦＡＣＴＬ
各项内容评分及总分均显著高于治疗前（Ｐ＜
００５），观察组患者治疗后 ＦＡＣＴＬ各项内容评分及
总分均显著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见表４。

表４　２组患者治疗前后ＦＡＣＴＬ评分比较
（珋ｘ±ｓ，分）

组别 ＰＷＢ ＳＷＢ ＥＷＢ

对照组（ｎ＝７７）
　治疗前 １５８７±２１２ １８７４±２３６ １３２５±１７１
　治疗后 １７７４±２２９ １９８３±２１４ １５３７±２１１

观察组（ｎ＝７７）
　治疗前 １５７９±２０８ １８３８±２５４ １３６８±１９４
　治疗后 ２１３７±２７４△ ２３１８±３０１△ １９７８±２１９△

ｔ１（Ｐ１） ５２５８（００００） ３００２（０００７） ６８５０（００００）
ｔ２（Ｐ２） １４２３４（００００） １０６９４（００００） １８２９６（００００）
ｔ３（Ｐ３） ８９２０（００００） ７９６０（００００） １２７２５（００００）
组别 ＦＷＢ ＬＣＳ ＦＡＣＴＬ总分
对照组（ｎ＝７７）
　治疗前 １７５９±２４８ ２０３６±２７３ ８７３８±１２１７
　治疗后 １９０８±２６１ ２４３５±３０８ ９８７３±１３２８

观察组（ｎ＝７７）
　治疗前 １７３２±２３１ ２０４８±２６１ ８７８５±１２９４
　治疗后 ２２８４±３１５△ ３０２８±３５８△ １１７５６±１５７５△

ｔ１（Ｐ１） ３６３２（０００２） ８５０７（０００７） ５５２９（００００）
ｔ２（Ｐ２） １２４００（００００） １９４１０（００００） １２７９０（００００）
ｔ３（Ｐ３） ８０６５（００００） １１０１８（００００） ８０２０（００００）

　　注：与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与治疗后对照组比较，△Ｐ＜
００５，ｔ１、Ｐ１：对照组干预前后比较，ｔ２、Ｐ２：观察组干预前后比较，ｔ３、
Ｐ３：干预后２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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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２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例（％）］

组别 胃肠道反应 骨髓抑制 肝功能异常 肾功能损伤 周围神经毒性

对照组（ｎ＝７７） ５３（６８８３） ４２（５４５５） ３６（４６７５） ２４（３１１７） １９（２４６８）
观察组（ｎ＝７７） ４０（５１９５） ２９（３７６６） ２３（２９８７） １２（１５５８） ９（１１６９）

χ２ ４５８８ ４４１６ ４６４３ ５２２０ ４３６５
Ｐ ００３２ ００３６ ０３１１ ００２２ ００３６

　　注：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２５　２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　观察组患者
发生的不良反应主要有胃肠道反应、骨髓抑制、肝功

能异常、肾功能损伤、周围神经毒性发生率均显著低

于对照组（Ｐ＜００５）。
３　讨论

ＮＳＣＬＣ是临床上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近年
来，其发病率及死亡率随着我国环境污染的加重以

及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呈现不断上升及低龄化

趋势，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化疗是治疗恶性肿

瘤的的主要有效手段之一，在晚期ＮＳＣＬＣ的治疗中
应用较广，但是化疗是全身性治疗手段，药物能够随

血液循环作用于全身的绝大部分器官和组织，而化

疗药物是细胞毒性药物，具有较差的选择性，一方面

能够对肿瘤细胞进行抑制，另一方面也会抑制正常

细胞，引发一系列不良反应，给患者的预后造成严重

影响［９］。因此，防治化疗的不良反应在晚期 ＮＳＣＬＣ
的治疗中尤为重要。中医认为，肺癌属于“胸痛”

“肺积”“咳嗽”“息贲”等范畴［１０］，病机为正气亏虚，

无力驱邪外出，邪毒犯肺，淤积于内，脏腑功能失调，

日久成癌；《医学正传》云“大毒之病，必有大毒之药

攻之”，化疗药物即为“大毒之药”，属于内毒范畴，

能够损耗气阴，加重正气亏虚，脏腑失调。治疗应以

扶正补虚为主。本次研究采用八珍汤加减辅助化疗

来治疗，八珍汤为气血双补的代表方剂，方中党参、

熟地黄为君，可益气养血，白术、茯苓可健脾渗湿，助

党参益气为臣，当归、白芍养血和营，助熟地黄滋养

心肝为臣，川芎行气活血，为熟地黄、当归、白芍之佐

药，使其补而不滞，甘草为时药，可益气和中，调和诸

药，此次在原方基础上加用女贞子、补骨脂为臣药，

补益肾阴肾阳，黄芪佐助党参补气，炒神曲、鸡内金、

焦山楂健脾开胃，为佐助药，全方共奏益气养血、健

脾补肾之效。有研究显示，八珍汤具有提高造血功

能，调节免疫功能的作用，对于肺癌化疗所致的白细

胞减少具有较好治疗作用［１１］。本研究结果显示，观

察组总有效率（５１９５％）显著高于对照组总有效率
（３５０７％）（Ｐ＜００５），表明八珍汤加减能够提高化
疗对于晚期ＮＳＣＬＣ的治疗效果。

化疗药物具有细胞毒性，能够影响ＤＮＡ的合成
及修复过程，对于正常细胞，特别是增殖旺盛的骨髓

造血细胞、胃肠道黏膜上皮细胞等具有较强的杀伤

作用，药物主要经过血液循环吸收，经肝脏、肾脏代

谢、活化、灭活以及排泄［１２１３］，故常见的不良反应为

胃肠道反应、骨髓抑制、肝功能异常、肾功能损伤、周

围神经毒性等，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治疗后血清

ＲＢＣ、ＷＢＣ、ＰＬＴ水平高于对照组，观察组各不良反
应发生率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表明八珍汤加减
能够有效防治骨髓抑制以及其他化疗不良反应，与

化疗方案联合使用具有减毒作用。

肺癌患者体内有免疫逃逸现象，有免疫功能紊

乱和低下普遍存在［１４］，同时主要为细胞免疫。在细

胞免疫细胞中，Ｔ淋巴细胞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化
疗可以使得Ｔ淋巴细胞水平降低，免疫系统抗肿瘤
作用减弱，促进肿瘤发展。ＣＤ３＋、ＣＤ４＋、ＣＤ８＋是常
见的Ｔ淋巴细胞亚群，ＣＤ３＋代表总 Ｔ细胞，ＣＤ４＋Ｔ
淋巴细胞为辅助性 Ｔ细胞，对机体免疫功能有正向
调节作用，可提高抗肿瘤能力；ＣＤ８＋Ｔ淋巴细胞则
为细胞毒Ｔ细胞，作用与 ＣＤ４＋Ｔ淋巴细胞相反，可
以抑制淋巴细胞的免疫监视功能，促进抗肿瘤能力

的减弱。本研究显示，观察组患者治疗后外周血

ＣＤ３＋、ＣＤ４＋Ｔ淋巴细胞及ＣＤ４＋／ＣＤ８＋水平均显著
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表明八珍汤加减能够避免
化疗造成的免疫功能下降，改善机体抗肿瘤能力。

生命质量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患者治疗后ＦＡＣＴＬ
各项内容评分及总分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表明
八珍汤加减能有效改善患者生命质量，这与周向群

等［１５］的研究结果相类似。

综上所述，八珍汤加减辅助化疗治疗晚期非小

细胞肺癌的临床疗效确切，能明显减轻骨髓抑制，改

善患者免疫功能及生命质量，减少化疗引起的各种

不良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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