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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白细胞介素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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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丝裂霉素
K

"

XXK

%膀胱灌注预防国内膀胱癌术后复发的效果&

方法
!

检索国内已公开发表的关于
ZK,

联合
P;)"

与
XXK

膀胱灌注治疗国人膀胱癌术后复发的比较性研究资料!采用
W/IXE3

A#"

软件对纳入研究的资料进行统计学综合"

X/1E

分析%!采用优势比"

ST

%及其
=9U

可信区间"

=9UKP

%作为评价比较疗效的指

标!并评估发表偏倚&结果
!

筛选后有
!%

个文献纳入研究!涉及总病例数
&!!

例!其中进行
ZK,

灌注治疗
%!"

例!

XXK

治疗
"==

例$在总的
!%

组入选研究中!有
!"

组研究显示
ZK,

联合
P;)"

优于
XXK

!有
!

组研究显示二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X/1E

分析结

果提示
ZK,

组预防膀胱癌术后复发作用统计学上优于
XXK

组"

ST$#%"

!

=9UKP$#"

$

$#9

!

?d$#$$$$!

%&结论
!

ZK,

联合

P;)"

膀胱灌注预防国人膀胱癌术后复发作用优于
XX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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膀胱肿瘤是中国发病率最高的泌尿系统肿瘤)尽管大部

分膀胱肿瘤可以通过手术得到治疗#然而膀胱癌的高复发率经

常使病人感到沮丧)其中#膀胱内灌注是当前预防膀胱癌术后

复发最常用的方法#膀胱内灌注主要药物有调节免疫药物和化

疗药物#灌注的方法多种多样#有单独一种药物灌注#也有多种

药物联合灌注或者不同药物序贯灌注#本文主要对国内应用卡

介苗$

ZK,

&联合白细胞介素
)"

$

P;)"

&灌注与丝裂霉素$

XXK

&

灌注预防膀胱癌术后复发进行
X/1E

分析)

@

!

材料与方法

检索国内已发表的关于
ZK,

联合
P;)"

与
XXK

膀胱灌

注治疗预防膀胱癌复发的比较性研究资料#对获得的关于终末

点$复发率&为数据进行
X/1E

分析%检索的数据库主要有中国

生物文献数据库$

KZX<70J

&及
,66

8

5/

学术#检索策略!

,

!ZK,

联合
P;)"

#

,

"XXK

#

,

%

,

!E3<

,

"

#检索年限为
"$$$

$

"$!$

年)并对获得的文献的参考文献进行扩大检索#然后根据标准

从中选择研究)统计学处理采用
K6JC2E3/

协作网提供的
X/)

1E

分析软件
W/IXE3A#"

进行)评价指标选用优势比$

ST

&及

其
=9U

可信区间$

KP

&)研究筛选的标准!$

!

&国内正式刊物已

公开发表的中文文献%$

"

&涉及
ZK,

联合
P;)"

与
XXK

膀胱灌

注预防膀胱癌复发的比较性研究#不论是否采用随机化及设盲

的方法%$

%

&

ZK,

联合
P;)"

与
XXK

均为术后惟一辅助治疗#

未接受其他可能影响终末事件的治疗%$

A

&参与者为膀胱癌患

者#不考虑年龄及种族差异)

A

!

结
!!

果

按纳入标准对检索到的研究进行选择#得到符合要求的

!%

个研究'

!)!%

(

#根据
K6JC2E3/

协作网的定义对研究质量进行

评价#均为
Z

级#即属队列研究*病例对照研究或随机化信息

不全的随机对照研究)分别涉及
%!"

例行
ZK,

联合
P;)"

治

疗和
"==

行
XXK

治疗#从以上研究中提取关于复发的数据#

采用
W/IXE3

进行统计学处理#见图
!

)

对纳入研究的关于复发的数据进行齐性检验#

?

$

$#$9

#

即各研究的
ST

值齐性#提示研究间无异质性#因此选用固定

效应模型$

*/16

法&进行分析$表
!

&)由表
!

可见#其中有
"

个

研究优势比
ST

的
=9UKP

小于
!

$在
!

的左侧&#具有统计学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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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即认为
ZK,

联合
P;)"

预防膀胱癌术后复发的疗效在统计

学上优于
XXK

%其余
!!

个研究
ST

的
=9U KP

跨过
!

$位于
!

的两侧&#即认为
ZK,

与
XXK

的疗效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进

行
X/1E

分析汇总的结果提示
ZK,

组
STd$#%"

#

=9UKP

$

$#"

#

$#9

&在
!

的左侧#具有统计学意义$

?d$#$$$$!

&#表示
ZK,

组复发率是
XXK

的
%"U

#即
ZK,

组肿瘤复发风险比
XXK

降低
&?U

)

图
!

!!

ZK,

联合
P;)"

与
XXK

膀胱灌注预防膀胱癌术后复发的效果
X/1E

分析

B

!

发表偏倚分析

从漏斗图可以看出存在偏倚#在没有偏倚的情况下#治疗

效果估计值的准确性是随着研究样本量的增加而增加的#所以

小样本研究的效应值应散在*宽广地分布在图形底部#而大样

本研究的效应值相对集中地分布在图形中部或顶部#由于大样

本研究的效应值分布随着样本量的增加而逐渐集中变窄#图形

形状类似于一个倒置的对称的倒漏斗状%如果存在偏倚#比如

阴性结果的研究未能发表#就会出现图形缺角#见图
"

)

图
"

!!

偏倚图

C

!

讨
!!

论

对于膀胱癌的治疗#在外科手术后辅以灌注化疗或灌注免

疫治疗已获得共识#膀胱癌术后肿瘤复发率高达
?$U

'

!A

(

#而这

些辅助治疗能够显著地降低肿瘤复发率)常见的术后辅助疗

法包括免疫药物和化学药物膀胱内灌注#最常用的是
ZK,

和

XXK

#多数研究表明
ZK,

预防膀胱癌术后复发效果更好#但

同时具有更多的不良反应'

!9

(

)

ZK,

膀胱内灌注的抗肿瘤机

制#有人认为灌注
ZK,

可引起
P;)"

的改变#

P;)"

诱导的淋巴

细胞对肿瘤具有特异性杀伤作用)

P;)"

的肿瘤免疫原性尤为

显著#由
B

淋巴细胞合成#刺激
B

细胞增殖转化成特异性细胞

毒性
B

细胞#具有抗肿瘤效应)虽
ZK,

已被公认是膀胱肿瘤

术后最有效的免疫治疗手段之一#但仍有不理想之处#许多研

究认为联合应用
ZK,

与
P;)"

膀胱内灌注#可以减少
ZK,

并

发症和增强免疫治疗效果'

!&)!?

(

)本文应用
X/1E

分析方法对

涉及
ZK,

联合
P;)"

与
XXK

膀胱灌注预防膀胱癌复发的国

内
!%

组比较研究进行分析#从而了解
ZK,

联合
P;)"

与
XXK

膀胱灌注预防膀胱癌复发的效果#如图
"

所示#在总的
!%

个研

究中#有
"

个研究'

&

#

=

(显示
ZK,

联合
P;)"

在统计学上优于

XXK

#其他研究'

!)9

#

?

#

@

#

!$)!%

(均显示二者没有统计学差异)本文

对收集到的上述研究进行
X/1E

分析#通过综合多个研究的结

果*增大样本量来增加结论的把握度#解决上述研究结果的不

一致性)通过分析表明#

ZK,

联合
P;)"

与
XXK

比较#可降低

膀胱癌患者术后复发风险)

本研究不足之处首先为纳入国内的研究#多为非随机或随

机化方法不当或随机化信息不全的研究#研究的方法学质量参

差不齐#部分纳入研究方法学质量偏低#许多研究对随机化和

分配隐藏的描述十分有限#使我们无法判断试验是否正确进

行)如能获得设计良好的随机对照实验加入本研究进行
X/1E

分析#则可提供更可靠*更为稳健的证据#更好地指导临床

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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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认知功能的作用'

=

(

)其分子机制涉及增加脑源性神经生长

因子和胰岛素样生长因子
)

&

的表达#减少氧化应激相关基因

的表达#诱导神经可塑性相关转录因子等)还有研究还发现锻

炼有抗炎作用'

!$

(

)而炎症也介导了
*(

的发病'

!!

(

)这些发现

提示锻炼可能具有改善
*(

患者
_X'

的作用)本研究发现#

农村和城市
*(

患者的
_X'

发生都非常普遍#但农村
*(

患

者
_X'

得分相对较低#记忆力下降也较农村
*(

患者轻)这

可能与农村
*(

患者从事体力劳动相对较多有关)

此外#本研究
*(

患者出现的
_X'

中#除记忆减退外#城

市患者的注意力不集中*焦虑*抑郁*恐惧*幻觉等高级皮层功

能受损症状的比例也比农村患者高#但无统计学差异#这可能

与其所处的环境*思考问题方式等不同有关)

综上所述#

*(

的运动症状和
_X'

都严重影响着患者的

生活质量#但农村和城市
*(

患者的运动症状和
_X'

各有其

特点)因此#临床医生在治疗农村和城市
*(

患者时#应全面

正确地认识他们运动症状和
_X'

的各自特点#进行个体化的

治疗#以更好地提高
*(

患者的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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