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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方苦参注射液对胃肠道恶性肿瘤患者血生化指标

和生命质量的影响

张　斌　李　蔚
（江南大学附属医院中西医肿瘤科，无锡，２１４０６２）

摘要　目的：探讨复方苦参注射液对胃肠道恶性肿瘤患者血生化指标和生命质量的影响。方法：选取２０１６年７月至２０１７
年７月江南大学附属医院收治的胃肠道恶性肿瘤患者６０例作为研究对象，按照随机数字表法随机分为对照组与观察组，
每组３０例。对照组患者采用常规放、化疗治疗；观察组加用复方苦参注射液治疗。比较治疗后２组疗效、生命质量、生化
指标、肿瘤标志物水平及Ｔ淋巴细胞亚群情况。结果：治疗后，观察组、对照组治疗有效率分别为７６６７％和５０００％，２组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２组患者生命质量评分较治疗前均有所升高，但仅观察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观察组评分较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２组患者金属蛋白酶２（ＭＭＰ２）、血管内皮生长因子
（ＶＥＧＦ）、Ｓ１００Ａ４蛋白（Ｓ１００Ａ４）及肿瘤坏死因子α（ＴＮＦα）生化指标，癌胚抗原（ＣＥＡ）、糖类抗原７２４（ＣＡ７２４）和糖类抗
原１９９（ＣＡ１９９）肿瘤标志物及 ＣＤ８＋水平较较治疗前降低，且观察组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２组
ＣＤ３＋、ＣＤ４＋和ＣＤ４＋／ＣＤ８＋比值与治疗前比较显著升高，且观察组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针
对胃肠道恶性肿瘤患者，复方苦参注射液联合放疗、化疗的治疗方案抗肿瘤效果良好，能够有效提高患者生命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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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肿瘤尤其是恶性肿瘤已经日渐成为危害人类健
康的头号大敌［１］，其中胃肠道恶性肿瘤是我国消化

道常见疾病之一，以高发病率、高复发率、高病死率

为主要特点。目前临床上缺乏针对恶性肿瘤有效的

治疗手段，常规放疗、化疗只能部分灭杀恶性增殖的

肿瘤细胞，难以控制肿瘤的生长和转移［２］，同时，放

疗、化疗的长期应用易产生耐药性及诸多不良反

应［３］。近年来，具有抗肿瘤效果的中草药得到国内

外临床研究的普遍认可，成为了肿瘤治疗领域的新

热点［４］。研究发现，相较于单一的放疗、化疗方案，

加用含有抗肿瘤成分的中药治疗后，临床效果更好，

放化疗不良反应更轻，患者生命质量改善更明显［５］。

我们选用复方苦参注射液结合常规放疗、化疗治疗

方案对胃肠道恶性肿瘤患者进行研究，探讨复方苦

参注射液对患者血生化指标和生命质量的影响。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２０１６年７月至２０１７年７月
江南大学附属医院收治的胃肠道恶性肿瘤患者６０
例作为研究对象，按照随机数字表法随机分为对照

组与观察组，每组３０例。观察组中男１８例，女１２
例；年龄３１～７９岁，平均年龄（６１４３±１５７４）岁；结
肠癌９例，直肠癌６例，胃癌１５例。对照组中男１６
例，女 １４例；年龄 ２８～７８岁，平均年龄（６８５２±
１２０４）岁；结肠癌７例，直肠癌９例，胃癌１４例。２
组患者年龄、性别和癌症类型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本研究经
我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

１２　纳入标准　１）纤维内镜检查及组织病理诊断
结果均证实胃肠道恶性肿瘤诊断［６］；２）卡氏功能状
态评分（Ｋａｒｎｏｆｓｋｙ，ＫＰＳ，百分法）［７］≥６０分；３）无
心、脑、肺等其他重要器官功能障碍；４）对本研究知
情同意并自愿参加。

１３　排除标准　１）１个月内接受过放疗、化疗治疗
的患者；２）造血／凝血系统严重受损患者［８］；３）预期
生存时间小于６个月的患者；４）不能耐受放疗、化疗
治疗的患者。

１４　治疗方法　对照组给予患者亚叶酸钙 ＋奥沙
利铂 ＋５氟尿嘧啶（ＦＯＬＦＯＸ６）方案：２４００ｍｇ／ｍ２，
持续静脉滴注４８ｈ，每２周为１个疗程。连续治疗
２８ｄ。亚叶酸钙 ４００ｍｇ／ｍ２（第 １天），奥沙利铂
１００ｍｇ／ｍ２（第１天），５氟尿嘧啶２４００ｍｇ／ｍ２，持续
静脉滴注４８ｈ，每２周为１个疗程。连续治疗２８ｄ。

观察组在对照组治疗基础上加用复方苦参注射

液（山西振东制药，国药准字 Ｚ１４０２１２３１），规格：

５ｍＬ×５支；具体使用方法：每２０毫升复方苦参注
射液配以２００ｍＬ生理盐水后静脉滴注，１次／ｄ，连
续治疗２８ｄ。
１５　观察指标　１）生命质量：采用健康调查简表
（ＳＦ３６）［９］评价患者生命质量，量表包含生理功能
（１０项目）、生理职能（４项目）、情感职能（３项目）、
活力（４项目）、心理健康（５项目）、社交功能（２项
目）、躯体疼痛（２项目）和总体健康（５项目）８个维
度，按不同权重评分，总分１００分，分值越高生命质
量越好。２）实验室指标：分别于治疗前和治疗后采
集患者晨起空腹静脉血５ｍＬ，检测血生化指标、肿
瘤标志物及免疫功能。３）血生化指标：采用酶联免
疫吸附法及酶联免疫吸附双抗体夹心法检测患者治

疗前后血清金属蛋白酶２（ＭＭＰ２）、血管内皮生长
因子（ＶＥＧＦ）、Ｓ１００Ａ４蛋白（Ｓ１００Ａ４）及肿瘤坏死因
子α（ＴＮＦα）指标。４）肿瘤标志物指标：采用酶联
癌胚抗原（ＣＥＡ）、糖类抗原 ７２４（ＣＡ７２４）和糖类抗
原１９９（ＣＡ１９９）免疫吸附双抗体夹心法检测患者治
疗前后肿瘤标志物水平。５）淋巴细胞亚群：采用流
式细胞仪检测患者治疗前后免疫细胞亚群各指标比

例，包括 ＣＤ３＋Ｔ淋巴细胞、ＣＤ４＋Ｔ淋巴细胞和
ＣＤ８＋Ｔ淋巴细胞。
１６　疗效判定标准　以实体肿瘤疗效评价标准
（ＲＥＣＩＳ）［１０］作为参照，将２组患者治疗效果分为完
全缓解（ＣＲ）、部分缓解（ＰＲ）、稳定（ＳＤ）、进展
（ＰＤ），治疗有效率 ＝ＣＲ例数 ＋ＰＲ例数／总例数 ×
１００％。
１７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２１０统计软件对数
据进行分析，计数资料以百分率表示，采用χ２检验；
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珋ｘ±ｓ）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ｔ检验；治疗前后比较，采用配对ｔ检验。以Ｐ＜０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２组患者疗效比较　观察组的治疗有效率为
７６６７％，对照组治疗有效率为５０００％，观察组治疗
有效率高于对照组（χ２＝４５９，Ｐ＜００５）。见表１。
２２　２组患者生命质量比较　与治疗前比较，对照
组在治疗后得分有所改善，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观察组较治疗前得分明显提高，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前 ２组患者得分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后观察组的
各指标得分高于对照组，２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见表２。
２３　２组患者生化指标比较　与治疗前比较，２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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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治疗后ＭＭＰ２、ＶＥＧＦ、Ｓ１００Ａ４和ＴＮＦα明显降
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且治疗后观察
组的ＭＭＰ２、ＶＥＧＦ、Ｓ１００Ａ４和ＴＮＦα水平较对照组
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３。
２４　２组患者肿瘤标志物比较　与治疗前比较，２
组患者治疗后 ＣＥＡ、ＣＡ７２４和 ＣＡ１９９明显降低，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且观察组ＣＥＡ、ＣＡ７２４

和ＣＡ１９９指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见表４。
２５　２组患者 Ｔ淋巴细胞亚群比较　与治疗前比
较，２组患者 ＣＤ３＋、ＣＤ４＋和 ＣＤ４＋／ＣＤ８＋比值明显
升高，ＣＤ８＋明显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且以上指标观察组较对照组升高或降低更为
明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５。

表１　２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例（％）］

组别 ＣＲ ＰＲ ＳＤ ＰＤ 治疗有效率

观察组（ｎ＝３０） ７（２３３３） １６（５３３３） ５（１６６７） ２（６６７） ２３（７６６７）

对照组（ｎ＝３０） １（３３３） １４（４６６７） １０（３３３３） ５（１６６７） １５（５０００）

　　注：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表２　２组患者ＳＦ３６量表评分比较（珋ｘ±ｓ，分）

组别 躯体健康 躯体角色功能 躯体疼痛 总体健康 精力

观察组（ｎ＝３０）
　治疗前 ６３２１±１１３１ ３４３５±１６５４ ６０８３±１０８１ ４９７５±９８３ ５９２５±１００８
　治疗后 ６９４２±８６△ ４９０７±１７２４△ ６８９７±１２８５△ ５６８６±１１４４△ ６６２４±１０２４△

对照组（ｎ＝３０）
　治疗前 ６２６５±１０１８ ３２０６±１５０２ ６１０４±１０４ ５０４９±９３８ ５９５５±８９７
　治疗后 ６０９３±１１２９ ３１１８±１４６７ ６１９０±１０３８ ５０２２±９８７ ６０３８±９４４

组别 社会功能 情绪角色功能 心理健康 健康转换

观察组（ｎ＝３０）
　治疗前 ６１９４±１２４７ ４９６９±２１４０ ６３８３±９５６ ３９７８±２０７２
　治疗后 ６９６５±１３７８△ ６７９５±２３１０△ ７０９６±１１０９△ ５３９４±１８２４△

对照组（ｎ＝３０）
　治疗前 ６１０５±１２１２ ４８３３±１９１６ ６２８９±８８５ ３９１７±１７３５
　治疗后 ６２２４±１２６６ ４７１４±２００４ ６３５７±７９６ ３８６４±１６６１

　　注：与本组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Ｐ＜００５

表３　２组患者生化指标比较（珋ｘ±ｓ）

组别 ＭＭＰ２（ｍｇ／Ｌ） ＶＥＧＦ（ｐｇ／ｍＬ） Ｓ１００Ａ４（ｎｇ／ｍＬ） ＴＮＦα（ｐｇ／ｍＬ）

观察组（ｎ＝３０）
　治疗前 １０６８９±２４６９ ３２７８６±４２３８ ８９１２±２２１３ ３６２５９±３５３５
　治疗后 ５９７５±１１０２△ ２９１７７±２６６７△ ６１２２±２０５６△ ２３８６４±３２６１△

对照组（ｎ＝３０）
　治疗前 １０９１２±３３１５ ３３０９９±３９６１ ８６０３±２３１９ ３５３８７±４４９３
　治疗后 ８７９３±１０９５ ３１２４５±３０９９ ７２６６±１８９７ ２６３８９±２９２３

　　注：与本组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Ｐ＜００５

表４　２组患者治疗前后肿瘤标志物比较（珋ｘ±ｓ）

组别 ＣＥＡ（μｇ／Ｌ） ＣＡ７２４（Ｕ／ｍＬ） ＣＡ１９９（Ｕ／ｍＬ）

观察组（ｎ＝３０）
　治疗前 ２２７１±４３５ ８０９４±４１３ ２４９２５±２４８３
　治疗后 １４７５±３２９△ ６６４１±４２１△ １６３７６±２１７３△

对照组（ｎ＝３０）
　治疗前 ２１８３±４４２ ８１２５±４６７ ２５１７０±２１８５
　治疗后 １８９１±３３４ ７５１８±４５６ １９７０１±１９０８

　　注：与本组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Ｐ＜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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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２组患者Ｔ淋巴细胞亚群比较（珋ｘ±ｓ）

组别 ＣＤ３＋（％） ＣＤ４＋（％） ＣＤ８＋（％） ＣＤ４＋／ＣＤ８＋

观察组（ｎ＝３０）
　治疗前 ５７４３±４９８ ３９３８±４３４ ３３１５±４０１ １３２±０３４
　治疗后 ６４８１±３６０△ ４７７６±４２７△ ２５７１±３５１△ １７１±０３９
对照组（ｎ＝３０）
　治疗前 ５６２６±４４３ ４０１２±４０９ ３２８７±４２５ １３４±０４２
　治疗后 ５８０５±３２５ ４２３８±４２３ ２８５９±３４４ １５３±０３８

　　注：与本组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Ｐ＜００５

３　讨论
胃肠道恶性肿瘤主要包括胃癌和结直肠癌。胃

肠道恶性肿瘤起病隐匿，不易察觉，在癌症早期往往

没有任何症状。胃癌患者多在伴发锁骨上淋巴结增

大、腹水、黄疸等严重表现的进展期才引起重视［１１］；

结直肠癌患者多在排便习惯及大便性状改变，伴发

贫血、发热和消瘦等全身表现的中后期才引起重

视［１２］。因此，胃肠道恶性肿瘤患者手术很难完全清

除癌细胞，术后的放疗、化疗对胃肠道恶性肿瘤患者

来说是一把“双刃剑”［１３］。患者容易出现诸多不良

反应，如免疫力下降、骨髓抑制、消化障碍及其他肝

肾功能影响［１４］。如何能够最大程度地灭杀癌细胞，

限制肿瘤进展的同时减少不良反应，成为了胃肠道

恶性肿瘤治疗的关键。

肿瘤细胞特征就是缺乏自主的程序性凋亡机

制［１５］。近年来，诱导细胞凋亡成为了肿瘤治疗的新

途径，中药诱导肿瘤细胞凋亡具有抗癌作用强、不良

反应小等优点［１６］，本研究选用的复方苦参注射液就

是一种纯中药制剂的抗肿瘤药物，主要成分为苦参、

白土芩及其他辅料，研究结果发现，加用的复方苦参

注射液的观察组治疗效果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这可能与苦参清热毒、润肠燥、散结等

功效有关，其富含的苦参碱可以在不破坏正常细胞

的同时，通过诱导肿瘤细胞正常分化，促进肿瘤细胞

程序性凋亡，刺激抑转移因子表达，提高机体免疫功

能以发挥抗癌作用［１７］。通过多靶点、多机制联合作

用，包括对原癌基因及抑癌基因、细胞信号传导通路

等多层面、多环节、多部位的综合调控。相较于传统

的放化疗方案，复方苦参注射液治疗效果更好，能够

明显改善患者预后。

本研究采用ＳＦ３６简表全面综合评价患者生命
质量。研究结果显示治疗后观察组患者生命质量评

分显著高于对照组，进一步肯定了复方苦参注射液

在胃肠道恶性肿瘤患者放疗、化疗期间整体生理状

况的综合调控作用。白土芩性味甘、淡、平，具有祛

风解毒、清热除湿的功效，联合苦参使用可有效控制

癌肿发展，减轻放化疗不良事件，并在一定程度上保

护肝肾功能［１８］。Ｔ淋巴细胞亚群比较，２组患者
ＣＤ３＋、ＣＤ４＋和ＣＤ４＋／ＣＤ８＋比值明显升高，ＣＤ８＋明
显降低，且观察组升高或降低更为明显，２组比较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这与复方苦参注射液调节免疫应

答、增强免疫功能的功效有关，苦参注射液所含的生

物碱类物质能够活化免疫系统，降低化疗药物对免

疫功能的抑制作用，调节免疫相关因子的合成和释

放，对自然杀伤细胞和 Ｔ细胞也有一定的刺激作
用，是化疗过程中良好的免疫调节剂［１９］。

肿瘤生长过程中有多种细胞因子共同参与、相

互作用［２０２１］。２组患者治疗后 ＭＭＰ２、ＶＥＧＦ、
Ｓ１００Ａ４、ＴＮＦα生化指标和 ＣＥＡ、ＣＡ７２４、ＣＡ１９９肿
瘤标志物明显降低，且观察组显著低于对照组，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说明复方苦参注射液抗肿瘤效果优

于放疗、化疗方案，其作用靶点多，可以有效限制吞

噬细胞释放ＴＮＦα，调节ＶＥＧＦ的促血管形成作用，
减缓瘤体血管内皮增生及血管重塑，从而降低肿瘤

血供、防止瘤体增大。预测胃癌患者预后的独立因

子ＣＡ７２４、肿瘤进展密切相关的ＣＡ１９９及ＣＥＡ也显
著降低，说明复方苦注射液有效限制了癌肿进程，抑

制了肿瘤相关细胞因子的高表达状态，长远来看改

善了患者预后。

综上所述，在胃肠道恶性肿瘤治疗中，相对于单

一放化疗的对照组，加用复方苦参注射液的观察组

抗癌效果更好，患者生命质量更高，肿瘤相关生化指

标降低更明显，肿瘤标志物水平更低，Ｔ淋巴细胞亚
群调节更有效。针对胃肠道恶性肿瘤，复方苦参注

射液联合放疗、化疗的治疗方案能够增强抗肿瘤效

果、调整患者免疫状态，最终改善患者生命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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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者联合应用具有协同作用。

ＮＴＰｒｏＢＮＰ主要由左心室分泌，当心脏负荷增
加，导致心室壁张力和心室压力增加时，心肌细胞会

将ｐｒｏＢＮＰ裂解为 ＮＴＰｒｏＢＮＰ和 ＢＮＰ，ＮＴＰｒｏＢＮＰ比
ＢＮＰ更能反映心室功能不全［１０］。ｈｓＣＲＰ是临床常
用的炎性指标，可有效反映心力衰竭病情的严重程

度［１１］。本研究中，治疗后，观察组血清 ＮＴＰｒｏＢＮＰ、
ｈｓＣＲＰ水平均显著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说明
经过治疗，冠心病心力衰竭患者的整体功能得到有

效改善，心功能改善，炎性程度降低，因此在养心氏

片联合比索洛尔既能有效缓解心力衰竭症状，还能

从整体上调节患者的机体状态，从多个方面促进病

情恢复。

综上所述，养心氏联合比索洛尔常规治疗基础

上提高冠心病心力衰竭患者临床疗效，能进一步改

善其心功能，临床效果显著，是冠心病心力衰竭患者

中西医结合治疗的良好选择，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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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ｏｇｙ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Ｊ］．ＷｏｒｌｄＪＴｒａｄｉｔＣｈｉｎＭｅｄ，２０１８，４（４）：

１３７１４６．

［２］国际心脏病学会和协会ＷＨＯ命名标准联合专题组．缺血性心脏

病命名及诊断标准［Ｊ］．中华心血管杂志，１９８１，９（１１）：７５７７．

［３］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试行）

［Ｓ］．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２００２：７７８５．

［４］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心血管疾病专业委员会，中国医师协会中

西医结合医师分会心血管病学专家委员会．慢性心力衰竭中西医

结合诊疗专家共识［Ｊ］．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２０１６，２（２）：１３３

１４１．

［５］周鑫，梁亚州，胡天勇，等．β受体阻滞剂在心力衰竭治疗中的应

现状［Ｊ］．中西医结合心血管病杂志，２０１６，４（１５）：２３２５．

［６］刘伟，曹雪滨．充血性心力衰竭中医证候的研究进展［Ｊ］．中西医

结合心脑血管杂志，２０１０，８（１０）：１２２７１２２８．

［７］张德芹，高学敏，张聪，等，“养心理论”构建与养心氏片组方理论

探析［Ｊ］．中西医结合心脑血管病杂志，２０１７，１５（２）：２４４２４７．

［８］张金龙．养心氏片对慢性心力衰竭患者心功能、血浆脑钠肽的影

响［Ｊ］．世界中医药，２０１８，１３（９）：２１４８２１５０．

［９］陈安妮，高越，赵亚红，等．养心氏片药理作用机制与临床研究进

展［Ｊ］．解放军药学学报，２０１７，３３（２）：１７２１７５，１８２．

［１０］李秋菊，朱剑，何明，等．血浆 ＮＴｐｒｏＢＮＰ在舒张性心力衰竭中

的意义［Ｊ］．浙江中医药大学学报，２０１０，３４（５）：６７０６７１．

［１１］原永明，王慧，尹良平，等．慢性心力衰竭患者ＢＮＰ、ｈｓＣＲＰ水平

检测的临床意义［Ｊ］．检验医学，２０１５，３０（６）：５９１５９２．

（２０１９－１１－０５收稿　责任编辑：徐颖）

（上接第３２７７页）
［３］曹晓刚．晚期胃癌Ｄ２根治术后化疗联合放疗的有效性及不良反

应［Ｊ］．实用肿瘤杂志，２０１５，３０（６）：５３３５３６．

［４］陈修平，唐正海，石哲，等．肿瘤生物学研究热点与抗肿瘤中药研

发策略［Ｊ］．中国中药杂志，２０１５，４０（１７）：３４１６３４２２．

［５］苗贤媛，王晓稼．中药防治恶性肿瘤化疗所致骨髓抑制的机制与

疗效［Ｊ］．中国药物经济学，２０１９，１４（６）：１１９１２２．

［６］苏向前，杨宏．提高胃肠道肿瘤临床分期诊断正确率的意义及对

策［Ｊ］．中国实用外科杂志，２０１５，３５（１）：５７６１．

［７］王贞．Ｋａｒｎｏｆｓｋｙ活动状态评分在肿瘤患者护理中的应用［Ｊ］．护

士进修杂志，２０１２，２７（９）：８２７８２８．

［８］叶为德，邹丽芳，姚一芸，等．胃肠道恶性肿瘤患者凝血功能的研

究［Ｊ］．血栓与止血学，２０１５，２１（４）：２２２２２４．

［９］曹文君，化前珍，王庸晋，等．ＳＦ３６量表在中国老年人群中应用

的心理学特征测评［Ｊ］．现代预防医学，２０１４，４１（６）：９６４９６７，

９７１．

［１０］董坚．实体肿瘤靶向药物疗效评价标准的现状和展望［Ｊ］．中国

肿瘤生物治疗杂志，２０１５，２２（４）：４１３４１９．

［１１］ＫａｒｉｍｉＰ，ＩｓｌａｍｉＦ，ＡｎａｎｄａｓａｂａｐａｔｈｙＳ，ｅｔａｌ．Ｇａｓｔｒｉｃｃａｎｃｅｒ：ｄｅ

ｓｃｒｉｐｔｉｖｅ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ｙ，ｒｉｓｋｆａｃｔｏｒｓ，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ａｎｄ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Ｊ］．

Ｃａｎｃｅｒ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ＢｉｏｍａｒｋｅｒｓＰｒｅｖ，２０１４，２３（５）：７００７１３．

［１２］张慧，饶向东，徐桂涛．大肠癌１２６例的临床分析［Ｊ］．现代消化

及介入诊疗，２０１５，２０（３）：２８９２９１．

［１３］苏瑞，李玲，徐宏彬．复方苦参注射液对胃肠道恶性肿瘤辅助治

疗的临床观察［Ｊ］．中国医院药学杂志，２０１５，３５（４）：３２２３２５．

［１４］周婉，许勤，言克莉，等．消化道肿瘤化疗患者营养状况与生活

质量及化疗不良反应的相关性分析［Ｊ］．护理学报，２０１５，２２

（９）：１４．

［１５］付杨，杨莉莉，韩凤娟．理冲生髓饮对卵巢癌 ＳＫＯＶ３细胞周期

和凋亡影响［Ｊ］．世界中医药，２０１９，１４（６）：１３８２１３８７．

［１６］陈修平，唐正海，石哲，等．肿瘤生物学研究热点与抗肿瘤中药

研发策略［Ｊ］．中国中药杂志，２０１５，４０（１７）：３４１６３４２２．

［１７］陈晓峡，向小庆，叶红．苦参碱及氧化苦参碱抗肿瘤作用的研究

进展［Ｊ］．中国实验方剂学杂志，２０１３，１９（１１）：３６１３６４．

［１８］谢茂高，吴中平．复方苦参注射液对晚期胃癌化疗患者疗效、免

疫功能、血清肿瘤标志物及毒副反应的观察［Ｊ］．中国中西医结

合消化杂志，２０１６，２４（１２）：９３３９３７．

［１９］亓宪银，刘民杰．复方苦参注射液对肺癌术后化疗患者免疫功

能的影响［Ｊ］．现代肿瘤医学，２０１４，２２（１）：８４８６．

［２０］操珍，苏文．胃癌相关细胞因子研究进展［Ｊ］．中国肿瘤，２０１６，

２５（２）：１２５１３１．

［２１］王洋，王欢，莫佳美，等．血清肿瘤标志物在胃癌诊断中的价值

［Ｊ］．现代肿瘤医学，２０１４，２２（４）：８８３８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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