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普遍认为早期盆底肌康复治疗对预防治疗产后尿失

禁ꎬ盆底脏器脱垂以及提高生活质量都有重要意义ꎮ
现在我国生活水平不断的提高ꎬ由于妊娠分娩造成的

ＰＦＤ 引起的压力性尿失禁ꎬ便秘ꎬ性生活质量下降都

引起重视ꎬ所以我们要尽早关注 ＰＦＤ[５]ꎮ 本文研究证

明盆底肌电刺激联合生物反馈治疗是一种经济ꎬ无创

的治疗方法ꎬ压力性尿失禁症状改善率高达 ９２％ꎬ明
显高于对照组ꎬＰ<０.０５ꎬ具有统计学意义ꎻ阴道松弛好

转ꎬ性生活质量提高率达 ８４％ꎬ明显高于对照组ꎬ具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ꎻ子宫脱垂及阴道壁膨出也比对

照组明显好转ꎮ 盆底肌纤维肌力的恢复有效率达到

８５％ꎬ两组对比差异明显ꎬ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ꎬ
本研究还发现治疗组ⅠꎬⅡ类肌纤维的肌电活动值也

明显高于对照组ꎮ 综上所述ꎬ盆底康复仪联合生物反

馈治疗对恢复盆底肌的肌力ꎬ改善压力性尿失禁ꎬ恢复

阴道紧致度提高性生活质量ꎬ缓解子宫脱垂及阴道壁

膨出疗效确切ꎬ缓解了产后女性因 ＰＦＤ 带来的痛苦ꎬ
提高了生活质量ꎬ而且产后越早治疗ꎬ效果越好[６]ꎮ

所以为了远离压力性尿失禁带来的痛苦与尴尬ꎬ让我

们广泛推广盆底肌康复治疗在产后早期应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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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吉奥与黄芪多糖注射液联合用于头颈部肿瘤放疗的增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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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观察替吉奥与黄芪多糖注射液联合用于头颈部肿瘤放疗的增效作用ꎮ 方法:选取

本院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至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收治的头颈部肿瘤患者 ８６ 例ꎬ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ꎬ
各 ４３ 例ꎮ 对照组采取调强放疗ꎬ疗程 ５~７ 周ꎬ观察组在调强放疗基础上予替吉奥胶囊与黄芪多糖注射

液ꎮ 比较两组总缓解率、治疗前后的 Ｔ 细胞亚群(包括 ＣＤ４＋、ＣＤ８＋、ＣＤ４＋ / ＣＤ８＋)与自然杀伤细胞

(ＮＫ)活性、黏膜损伤、皮炎损伤、口干、恶心呕吐、腹泻等毒副反应发生率ꎮ 结果:观察组总缓解率为 ８３.
７２％ꎬ高于对照组 ６２.７９％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ꎮ 对照组治疗前后的 ＣＤ４＋、ＣＤ８＋、ＣＤ４＋ / ＣＤ８
＋、ＮＫ 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ꎻ观察组治疗后的 ＣＤ４＋、ＣＤ４＋ / ＣＤ８＋与 ＮＫ 均较治疗前增大ꎬ且高

于对照组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ꎻＣＤ８＋均较治疗前减小ꎬ且低于对照组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ꎮ 两组腹泻与恶心呕吐的严重程度分级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ꎻ观察组黏膜损伤、皮炎损

伤、口干的严重程度分级低于对照组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ꎮ 结论:替吉奥联合黄芪多糖注射液

可有效提高头颈部肿瘤患者的放疗疗效并增强患者免疫、减轻毒副反应ꎬ值得推广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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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头颈部是恶性肿瘤常见发病部位之一ꎬ在全身各

部位肿瘤中的占比达 ２０％ ~３０％[１]ꎮ 由于头颈部涉及

较多的重要器官ꎬ故手术方案在该类患者中的应用受

到限制ꎮ 已有证据显示[２]ꎬ头颈部肿瘤具有特殊的肿

瘤生物学特性ꎬ包括低分化、局部浸润与扩展、恶性程

度高等ꎬ且对放射线较为敏感ꎬ故放疗成为头颈部肿瘤

的重要治疗手段ꎮ 调强放疗可完全覆盖肿瘤区域ꎬ利
于缩小肿瘤ꎬ局部控制率较高ꎬ成为减毒、增效的主要

手段ꎬ但正常组织受损、毒副反应的问题仍不可避

免[３]ꎮ 除物理防护措施可以预防及减轻放射性损伤

外ꎬ药物治疗的效果也成为当前的研究热点之一ꎮ 替

吉奥不仅可减轻放疗毒副反应ꎬ同时还具有增敏作

用[４]ꎮ 黄芪多糖注射液具有抗病毒、抗肿瘤的作用ꎬ
目前已在临床上得到广泛应用ꎬ但有关替吉奥联合黄

芪多糖注射液在头颈部肿瘤患者放疗中的应用研究并

不多见ꎮ 本研究以 ８６ 例头颈部肿瘤患者为研究对象ꎬ
探讨替吉奥与黄芪多糖注射液联合用于头颈部肿瘤放

疗的增效作用ꎬ以期为头颈部肿瘤的临床治疗提供参

考ꎬ使更多的患者获益ꎬ现报告如下ꎮ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选取本院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至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收治的 ８６ 例头颈部肿瘤患者进行前瞻性研究ꎬ按随机

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ꎬ各 ４３ 例ꎮ 观察组男

２３ 例、女 ２０ 例ꎻ年龄 ３５ ~ ６６ 岁ꎬ平均(４３.６５±１０.７４)
岁ꎻＫＰＳ 评分 ６６~８４ 分ꎬ平均(７３.８５±３.９８)分ꎻ肿瘤类

型:鼻咽癌 ２０ 例、脑转移癌 １２ 例、上颌窦鳞癌 ９ 例、脑
胶质瘤 ２ 例ꎻ临床分期:Ⅲ期 ２７ 例、Ⅳ期 １６ 例ꎮ 对照

组男 ２５ 例、女 １８ 例ꎻ年龄 ３９ ~ ６９ 岁ꎬ平均(４４.７７±１１.
８２)岁ꎻＫＰＳ 评分 ６４ ~ ８６ 分ꎬ平均(７２.６１±４.３６)分ꎻ肿
瘤类型:鼻咽癌 ２１ 例、脑转移癌 １３ 例、上颌窦鳞癌 ６
例、脑胶质瘤 ３ 例ꎻ临床分期:Ⅲ期 ２５ 例、Ⅳ期 １８ 例ꎮ
两组基线资料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ꎬ具有可

比性ꎮ 纳入标准:①经病理组织学或穿刺细胞学确诊

的头颈部肿瘤患者ꎻ②入组后的血常规和肝肾功能检

查结果均显示正常ꎻ③临床分期为Ⅲ、Ⅳ期ꎻ④ＫＰＳ 评

分 ６０~９０ 分ꎻ⑤对研究知情并签署知情同意书ꎮ 排除

标准:①预计生存期不足 ３ 个月者ꎻ②合并其他部位肿

瘤者ꎻ③对治疗药物过敏者ꎻ④合并糖尿病、高血脂症

者ꎻ⑤入组前 ２ 个月内应用过可能影响本研究效果观

察的药物者ꎻ⑥间质性肺炎或既往有间质性肺炎病史

者ꎻ⑦伴心脏病或既往有心脏病史者ꎮ
１.２　 方　 法

１.２.１　 对照组:采取调强放疗首先采取增强 ＣＴ 扫描

进行定位ꎬ勾画靶区与重要器官并进行三维重建ꎮ 其

中高危临床靶体积在原发灶外 １ｃｍ 内ꎬ淋巴引流区给

予预防性照射ꎬ计划靶体积则在临床靶体积基础上外

扩 ５ｍｍꎮ 采用 ＶＡＲＩＡＮ 直线加速器及 ＭＬＣ 技术实施

调强放疗ꎬ６ＭＶ 高能 Ｘ 射线 ９ 野照射ꎬ靶区在 ９５％的

等剂量曲线范围ꎬ总剂量 ＤＴ５０ ~ ７０Ｇｙꎬ２Ｇｙ / 次ꎬ１ 次 /
ｄꎬ５ 次 / 周ꎬ共治疗 ５ 周 ~ ７ 周ꎮ 危及器官主要包括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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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晶体、视神经、脑干、垂体、脊髓等ꎬ采用剂量体积直

方图评估危及器官的剂量ꎮ
１.２.２　 观察组:在调强放疗基础上予替吉奥胶囊(江
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生产ꎬ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Ｈ２０１００１３５ꎬ规格:２０ｍｇ∗１２ｓ)与黄芪多糖注射液(天
津赛诺制药有限公司生产ꎬ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Ｈ２００４００８６ꎬ规格:２５０ｍｇ):①替吉奥:口服ꎬ２０ｍｇ / 次ꎬ２
次 / ｄꎬ分别于早饭、晚饭后各服 １ 次ꎬ连服 ４ 周ꎮ ②黄

芪多糖注射液:将 ２５０ｍｇ 黄芪多糖注射液加入到

５００ｍＬ 的生理盐水中进行静脉滴注ꎬ１ 次 / ｄꎬ每周 ５ｄꎬ
于每次放疗后用药ꎬ疗程与放疗一致ꎮ
１.３　 观察指标

１.３.１　 近期疗效:于完成治疗后 １ 个月参照 ＷＨＯ 的

实体瘤疗效评价评估两组疗效:分为完全缓解(ＣＲ)、
部分缓解(ＰＲ)、病情稳定(ＳＤ)及病情进展(ＰＤ)ꎮ 总

缓解率＝(ＣＲ＋ＰＲ) / ｎ×１００％ꎮ
１.３.２　 免疫功能:于治疗前后检测两组患者的 Ｔ 细胞

亚群(包括 ＣＤ４＋、ＣＤ８＋、ＣＤ４＋ / ＣＤ８＋)与自然杀伤细

胞(ＮＫ)活性ꎬ其中 Ｔ 细胞亚群采用流式细胞仪测定ꎬ
ＮＫ 细胞采用同位素 ３Ｈ－ＴｄＲ 释放法测定ꎮ
１.３.３　 毒副反应:记录两组治疗过程中出现的毒副反

应ꎬ其中黏膜损伤与皮炎损伤、口干等参照 ＲＴＯＧ 急性

放射损伤分级标准[５] 分为 ０ 级、１ 级、２ 级、３ 级与 ４
级ꎻ恶心呕吐、腹泻等参照 ＣＴＣ３.０ 不良反应评价表[６]

分为 ０ 级、１ 级、２ 级、３ 级与 ４ 级ꎮ 以毒副反应出现过

的最高分级计ꎮ
１.４　 统计学方法:采用 ＳＰＳＳ１９.０ 处理数据ꎮ 计量资

料用(ｘ±ｓ)表示ꎬ比较采取 ｔ 检验ꎻ分类变量用 ｎ(％)
表示ꎬ采取 χ２ 检验或秩和检验ꎮ 以 Ｐ<０.０５ 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ꎮ
２　 结　 果

２.１　 近期疗效:观察组总缓解率高于对照组ꎬ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ꎬ见表 １ꎮ

表 １　 两组总缓解率的比较 ｎ(％)

组别 ＣＲ ＰＲ ＳＤ ＰＤ 总缓解率

观察组 １５(３４.８８) ２１(４８.８４) ７(１６.２７) ０ ３６(８３.７２)

对照组 １１(２５.５８) １６(３７.２１) １５(３４.８８) １(２.３３) ２７(６２.７９)

χ２ ４.８０８

Ｐ ０.０２８

２.２　 免疫功能:两组治疗前的 ＣＤ４＋、ＣＤ８＋、ＣＤ４＋ /
ＣＤ８＋、ＮＫ 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ꎻ对照组

治疗前后的 ＣＤ４＋、ＣＤ８＋、ＣＤ４＋ / ＣＤ８＋、ＮＫ 的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ꎻ观察组治疗后的 ＣＤ４＋、ＣＤ４＋ /

ＣＤ８＋与 ＮＫ 均较治疗前增大、ＣＤ８＋均较治疗前减小ꎬ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ꎮ 观察组治疗后的 ＣＤ４
＋、ＣＤ４＋ / ＣＤ８＋与 ＮＫ 高于对照组、ＣＤ８＋低于对照组ꎬ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ꎬ见表 ２ꎮ

表 ２　 两组治疗前后的免疫功能比较(ｘ±ｓ)

组别 时间 ＣＤ４＋(％) ＣＤ８＋(％) ＣＤ４＋ / ＣＤ８＋ ＮＫ(％)

观察组 治疗前 ３０.５２±３.３４ ２２.３４±４.００ １.３８±０.４４ １７.８６±３.１１

治疗后 ３３.２０±３.４１∗＃ ２０.１２±３.４４∗＃ １.６５±０.５１∗＃ ２０.２５±３.３９∗＃

对照组 治疗前 ３１.０１±３.５２ ２１.８９±３.６６ １.４２±０.４９ １８.０７±３.２０

治疗后 ２９.６５±３.４９ ２３.２５±３.５１ １.２８±０.４６ １６.９８±３.０６

　 　 注:与治疗前比较ꎬ∗Ｐ<０.０５ꎻ与对照组比较ꎬ＃Ｐ<０.０５

２.３　 毒副反应:两组腹泻与恶心呕吐的严重程度分级

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ꎻ观察组黏膜损伤、皮
炎损伤、口干的严重程度分级低于对照组ꎬ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ꎮ 详见表 ３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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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两组毒副反应发生情况的比较 ｎ(％)

组别 分级 黏膜损伤 皮炎损伤 口干 腹泻 恶心呕吐

观察组 ０ 级 ２０(４６.５２) １８(４１.８６) ２３(５３.４９) ２６(６０.４７) ２２(５１.１６)

Ⅰ级 １０(２３.２５) １２(２７.９１) １６(３７.２１) １０(２３.２６) １２(２７.９１)

Ⅱ级 １１(２５.５８) １０(２３.２６) ３(６.９８) ７(１６.２７) ９(２０.９３)

Ⅲ级 ２(４.６５) ３(６.９８) １(２.３２) ０ ０

对照组 ０ 级 １３(３０.２３) ８(１８.６０) １６(３７.２１) ２０(４６.５２) １９(４４.１９)

Ⅰ级 １５(３４.８８) １０(２３.２６) １２(２７.９１) １０(２３.２６) １５(３４.８８)

Ⅱ级 １０(２３.２６) １７(３９.５４) １０(２３.２６) ８(１８.６０) ８(１８.６０)

Ⅲ级 ５(１１.６３) ８(１８.６０) ５(１１.６３) ５(１１.６３) １(２.３３)

Ｚ ８.４８０ ８.１７２ ８.２６４ ５.８４９ １.６１２

Ｐ ０.０３７ ０.０４３ ０.０４１ ０.１１９ ０.６５７

３　 讨　 论

放射治疗不仅会影响头颈部患者口腔健康ꎬ也会

导致患者免疫减弱ꎮ 调强放疗与传统放疗相比可调整

放疗的剂量分布ꎬ使剂量集中从而提高肿瘤控制率ꎬ并
最大限度地保护正常组织ꎬ已成为头颈部肿瘤患者的

常用减毒、增效手段[７]ꎮ 但目前因放疗所引起的黏膜

损伤、皮炎损伤及免疫力下降等仍是头颈部肿瘤患者

放射治疗的主要毒副反应ꎬ如何进一步减少并减轻毒

副反应成为当前研究特点[８]ꎮ
已有动物实验表明[９]ꎬ替吉奥胶囊对肺癌、头颈

部肿瘤、宫颈癌等多种癌症类型具有显著抑制肿瘤增

殖作用ꎮ 替吉奥是一种氟尿嘧啶衍生物口服抗癌剂ꎬ
由替加氟、吉美嘧啶、奥替拉西组成ꎬ其中替加氟是 ５－
Ｆｕ 的前体药物ꎬ口服生物利用度高ꎬ能在活体内转化

为 ５－Ｆｕꎬ且服用常规剂量即可达到甚至超过 ５－Ｆｕ 的

临界血浆浓度ꎬ对头颈部肿瘤起到抑制作用[１０]ꎮ 吉美

嘧啶、奥替拉西均为调节剂ꎬ前者可抑制二氢嘧啶脱氢

酶作用下从替加氟释放出来的 ５－Ｆｕ 发生分解与代

谢ꎬ从而维持机体血液及肿瘤组织中的 ５－Ｆｕ 浓度ꎬ获
得与持续输注 ５－Ｆｕ 相当的疗效ꎻ奥替拉西则可在一

定程度上抑制抗肿瘤药物替加氟的毒副作用ꎮ 替吉奥

的作用与化疗类似ꎬ可增强放疗的抗肿瘤效果ꎬ起到增

效作用ꎬ这是观察组总缓解率高达 ８３.７２％ꎬ显著高于

对照组 ６２.７９％的主要原因ꎮ
有研究认为[１１]ꎬ放射线可损伤黏膜细胞 ＤＮＡꎬ诱

导口腔黏膜细胞、唾液腺细胞及基底细胞凋亡、坏死ꎬ
从而造成黏膜损伤ꎬ因此提高唾液腺耐受力成为减轻

放疗毒副反应的主要思路ꎮ 黄芪多糖注射液的主要活

性成分黄芪多糖为免疫促进剂或调节剂ꎬ可抗病毒、抗

肿瘤、抗辐射、抗应激ꎮ 中医研究显示[１２]ꎬ黄芪可益气

固表、利水消肿ꎬ在头颈部肿瘤放疗患者中的应用可扶

正固本、益气养阴ꎬ增强机体免疫力ꎬ提高患者对放疗

的耐受力ꎬ故观察组治疗后的免疫功能优于对照组ꎬ随
着机体免疫功能的改善ꎬ观察组放射性损伤得以更轻ꎮ
有国外研究显示[１３]ꎬ替吉奥本身会引起胃肠道反应ꎮ
本研究的观察结果显示ꎬ两组腹泻与恶心呕吐的严重

程度分级与对照组的差异之间未见统计学意义ꎬ提示

替吉奥的应用具有较高安全性ꎬ推测与替吉奥中的成

分奥替拉西具有一定减轻毒副反应的作用有关ꎮ
综上ꎬ替吉奥联合黄芪多糖注射液在头颈部肿瘤

放疗患者中的应用可起到增效作用ꎬ提高患者总缓解

率ꎬ并增强患者免疫ꎬ减轻毒副反应ꎬ使患者明显获益ꎬ
效果显著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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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 １００６－６２３３(２０１９)０６－１０２７－０４

外周血 Ｔｈ２２ 细胞在类风湿性关节炎中的作用及临床意义
唐　 艳１ꎬ　 朱良琼２ꎬ　 周　 丽１ꎬ　 徐春美１

(１.陆 军军医大学(第三军医大学)大坪医院(野战外科研究所)ꎬ　 重庆　 ４０００４２
２.重 庆 市 中 医 院 手 术 室ꎬ　 重庆　 ４０００１１)

【摘　 要】 目的:探讨外周血 Ｔｈ２２ 细胞在类风湿性关节炎(ＲＡ)中的作用及临床意义ꎮ 方法:以
１９０ 例 ＲＡ 患者为研究对象ꎬ根据 ＤＡＳ２８ 评分ꎬ将 ＲＡ 患者按病情活动程度分为 ＤＡＳ２８≤３.２ 两组(５２
例)、３.２<ＤＡＳ２８≤５.１ 组(６３ 例)、ＤＡＳ２８>５.１ 组(７５ 例)ꎬ同时选取 ６０ 例健康体检人群为对照组ꎮ 采用

流式细胞仪检测各组外周血 Ｔｈ２２ 细胞水平ꎻ酶联免疫吸附法检测相关细胞因子( ＩＬ－２２、ＩＬ－１７)水平ꎬ
分别比较各组外周血 Ｔｈ２２ 细胞水平的差异ꎬ评价外周血 Ｔｈ２２ 细胞水平对 ＲＡ 患者病情活动程度的预

测价值ꎮ 结果:与健康对照组比较ꎬＲＡ 组患者外周血 Ｔｈ２２ 细胞及细胞因子 ＩＬ－２２ 水平显著升高(Ｐ<０.
０５)ꎻ不同活动程度 ＲＡ 组间外周血 Ｔｈ２２ 细胞、ＩＬ－２２ 及 ＩＬ－１７ 水平比较ꎬ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
０５)ꎮ 其中ꎬＤＡＳ２８>５.１ 组上述指标水平最高ꎬ３.２<ＤＡＳ２８≤５.１ 组次之ꎬＤＡＳ２８≤３.２ 两组最低ꎬ(Ｐ<０.
０５)ꎮ ＲＡ 组患者外周血 Ｔｈ２２ 细胞水平与 ＩＬ－２２、ＩＬ－１７ 及 ＤＡＳ２８ 评分呈显著正相关( ｒ ＝ ０.８３１ꎬＰ ＝ ０.
０００ꎻｒ ＝ ０.５７５ꎬＰ ＝ ０.０２５ꎻｒ ＝ ０.６７３ꎬＰ ＝ ０.０１４)ꎮ ＲＯＣ 曲线分析显示ꎬ外周血 Ｔｈ２２ 细胞水平曲线下面积为

０.８７４(９５％ＣＩ ０.８０１~０.９４８)ꎬ其最佳工作点为 ８.５％ꎬ此时预测 ＲＡ 患者病情活动程度的敏感性和特异

性分别为 ８４.３８％和 ８１.４８％ꎮ 结论:外周血 Ｔｈ２２ 细胞水平与 ＲＡ 患者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ꎬ对于 ＲＡ
患者病情活动程度的预测ꎬ具有一定的应用价值ꎮ

【关键词】 　 Ｔｈ２２ 细胞ꎻ　 白介素－２２ꎻ　 白介素－１７ꎻ　 类风湿性关节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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