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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癌是临床常见的恶性肿瘤%包括原发性肝癌"

W

JOTCJ

X

IOKFJ&CD&FJ

%

(.-

#和继发性肝癌"

PF&MDLCJ

X

IOKFJ&CD&FJ

%

V.-

#

两种&我国是全球肝癌发病率和病死率最高的国家%发病人数

占全球
109

以上%肝癌相关死亡率占
719

%居全球第一(

%

)

&针

对
(.-

%手术是首选的治疗方式%但大多数患者发现时%已失

去手术时机(

*

)

&而对于
(.-

患者%一旦发生肝转移已属晚期%

手术切除难以实施%对于
(.-

患者经皮肝动脉化学治疗栓塞

"

,$-[

#!射频消融"

:'$

#及中医药治疗等手段的应用可提高

患者的生存率%改善生活质量有一定帮助%但是远期疗效依然

得不到肯定(

2

)

&近年来%多个中心的多项研究结果表明%手术

前的新辅助化学治疗和术后的系统化学治疗可以较大地提高

根治性切除率%减少复发和转移%延长患者生存期%目前已广泛

应用于临床&然而全球范围内目前都没有公认的标准化学治

疗药物和方案&近年来%以奥沙利铂"

Y?$

#为主的联合化学

治疗方法在临床上越来越受到关注%

*0%0

年美国临床肿瘤学

"

$V-Y

#会议上公布的多柔比星系统化学治疗"

[$-"

#

'

期研

究结果首次证明%

'Y.'Y?7

化学治疗方案可以为晚期肝癌患

者带来病情局部控制和生存获益&

'Y.'Y?7

方案有望在未

来的肝癌治疗中%成为主流的一线化学治疗方案&为了进一步

全面把握
'Y.'Y?7

在肝癌治疗中的作用效果%现将近年来

'Y.'Y?7

化学治疗方案应用于肝癌治疗的相关研究作一

综述&

#

!

'Y.'Y?A

方案简介

早在
*0

世纪
10

年代%系统化学治疗就开始用于多种肿瘤

的治疗%并逐渐成为临床常用的姑息治疗手段%在肝癌中的治

疗效果也逐渐得到认可&既往的系统化学治疗中%铂类!氟尿

嘧啶类和蒽环类药物最为重要%其中顺铂"

(//

#!

1<

氟尿嘧啶

"

1<'̂

#和阿霉素"

/Y?

#是最为常用的
2

种药物%可以单独应

用%也常相互组合或与其他药物组成不同方案联合使用&但对

于晚期肝癌尤其是合并活动性肝炎或肝硬化的患者%三者均有

明显毒性%严重影响了临床应用和治疗获益$特别是对于心!

肝!肾功能不全的患者%其应用更是受到明显限制(

7

)

&

Y?$

的

问世和广泛应用使得消化道肿瘤的化学治疗发展有了长足的

进步%目前已经成为胃肠癌治疗的重要药物%因此%也启发和推

动了
Y?$

用于肝癌化学治疗的研究&

近年来多项实验研究均表明%

Y?$

对肝癌细胞系的增殖

有着明显的抑制作用%其机制可能是通过诱导凋亡相关基因表

达发挥作用&

Y?$

还可以与复方苦参注射液!通关藤注射液

等多种重要制剂联用来提高自身的抗肿瘤作用(

1<8

)

&因此选择

含
Y?$

方案治疗晚期肝癌可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在此基

0*%

重庆医学
*0%3

年
%

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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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
%

期



础上%

Y?$

联合
1<'̂

和亚叶酸钙"

.̀

#组成
'Y.'Y?7

方案

是近年开始应用于临床的系统化学治疗方案%因三者之间具有

协同增效的作用%治疗大肠癌时就取得了令人鼓舞的疗效%后

来发现这一方案在治疗肝癌方面疗效也较为显著&

'Y.'Y?7

方案具体方法*

Y?$81T

E

'

T

* 静脉滴注
*+

%第
%

天$

.̀ *00

T

E

'

T

* 静脉滴注$

1<'̂ 700T

E

'

T

* 静脉滴注
**+

%第
%

!

*

天$

1<'̂ 300T

E

'

T

* 注脉泵注%第
%

!

*

天%每
*

周重复
%

次&该方

案结合了
1<'̂

先静脉推注后持续输注能够维持较高血药浓

度的优点和与
Y?$

联用协同增效的优点%并且双周疗法提高

了剂量强度%可抑制对化学治疗耐药的肿瘤细胞的繁殖%提高

了有效率和生存时间(

6

)

&

!

!

治疗晚期
(.-

*001

年%秦叔逵等(

%0

)首次在国内报道
'Y.'Y?7

方案治

疗中晚期肝癌疗效较好%安全性较高%毒副反应相对较轻%患者

易于耐受&在此基础上%该研究小组继续组织开展了一项

'Y.'Y?7

方案治疗晚期肝癌的开放!单臂!国内多中心的
&

期临床研究(

%%

)

%疗效评价显示疾病控制率"

/-:

#高达
1;!;9

&

之后%该研究小组又牵头开展了一项随机对照的国际多中心
'

期临床研究(

%*

)

%对比
'Y.'Y?7

与单药
/Y?

用于不适于手术

或局部治疗的晚期肝细胞癌"

"--

#患者姑息性化学治疗的疗

效%两者相比较%

'Y.'Y?7

方案的中位生存时间"

TYV

#!中位

无进展生存期"

T('V

#!总有效率"

::

#!疾病控制率"

/-:

#等

评价指标均显示出
'Y.'Y?7

方案具有明显的优势&之后%多

个研究小组针对
'Y.'Y?7

治疗
(.-

进行了跟进研究&

*0%%

年龚新雷等(

%2

)开展了前瞻性!单臂!开放性!多中心的
&

期临

床研究%应用
'Y.'Y?7

方案对
**

例发生远处转移不可切除

的
(.-

患者进行化学治疗%结果依然显示该方案具有较好的

客观疗效和一定的生存获益&

*0%2

年
hOD

等(

%7

)的一项临床
'

研究表明%

'Y.'Y?7

方案或可为亚洲肝癌患者带来临床获

益&

*0%2

年杨柳青等(

%1

)报道了历时
8

年
;;

例中晚期
(.-

患

者接受
'Y.'Y?7

方案的系统化学治疗%观察疾病进展时间

"

,,(

#和总生存时间"

YV

#%结果显示
'Y.'Y?7

对中晚期

(.-

患者具有良好的病情控制和生存获益%且不良反应较轻&

*0%7

年王峰等(

%3

)的一项回顾性分析表明%对于索拉非尼耐药

的晚期
(.-

患者%

'Y.'Y?7

或
?[.Y?

方案具有一定疗效%

毒副反应可以耐受%值得进一步研究&也有研究证实%

'Y.<

'Y?7

与其他抗癌药物联合使用%可以进一步提高
'Y.'Y?7

方案的疗效&

*0%*

年程宏文等(

%;

)采用艾迪注射液联合
'Y.<

'Y?7

全身化学治疗%结果显示与单纯
'Y.'Y?7

方案的对照

组相比%联合治疗组的疗效较好%且可减轻不良反应%提高机体

的免疫功能%改善患者生存质量&

'Y.'Y?7

方案用于
(.-

术后辅助化学治疗%效果也较为满意&

*0%%

年陈捷等(

%8

)回顾

分析了
%%1

例
(.-

患者%采用根治性切除术联合
'Y.'Y?7

化学治疗的
*;

例%与单纯行根治性切除的
88

例患者相比%前

者联合治疗的肿瘤复发时间中位数"

,,:

#明显降低%

%

!

*

!

2

!

1

年总体生存率明显改善&

*0%*

年李科等(

%6

)开展的术后联合

'Y.'Y?7

辅助化学治疗的前瞻性随机对照研究显示
(.-

根

治术后行
'Y.'Y?7

方案辅助化学治疗能降低复发率%延长生

存时间&不仅如此%

'Y.'Y?7

在联合介入治疗
(.-

时%也体

现出了较好的疗效&

*0%2

年丁德权等(

*0

)比较了
'Y.'Y?7

方

案联合
,$-[

治疗与
'Y.'Y?7

单独静脉化学治疗的疗效%

结果显示联合方案在
%

年生存率!

,,(

方面改善更为明显%而

两者的毒副反应均较轻且可以治疗和改善&

*0%7

年李东升

等(

*%

)通过临床研究发现%对于肿瘤直径为
2

!

1&T

的多个病

灶结节合并门脉癌栓的
(.-

患者%

'Y.'Y?7

方案化学治疗

联合
:'$

治疗的疗效优于单纯
:'$

&

*0%*

年李斯锐等(

**

)的

一项回顾性分析表明%内支架植入联合
'Y.'Y?7

方案治疗肝

癌并下腔静脉及右心房癌栓%有效且安全&

据此%

'Y.'Y?7

方案为主的系统化学治疗已被中华医学

会%中国抗癌学会肝癌专业委员会和中国临床肿瘤学会

"

-V-Y

#共同制订的/中国原发性肝癌规范化诊疗专家共识0和

国家卫生部颁发的/原发性肝癌诊疗规范"

*0%%

年版#0所认可

并收录%推荐用于治疗国人晚期
(.-

&

"

!

治疗结直肠癌肝转移

有研究显示%结直肠癌肝转移患者经手术治疗后
1

年生存

率可达
*19

!

709

%未经手术治疗者仅为
0

!

19

(

*2

)

&然而%

仅有
%09

!

*09

的结直肠癌肝转移患者适合进行根治性手术

切除%大多数患者由于多方面原因%难以行手术切除&但辅助

化学治疗可降低复发率%提高手术有效率&通过辅助化学治疗

缩小转移病灶后%可提高肿瘤手术完全切除率%延长患者生存

期&

'Y.'Y?7

在提高肿瘤切除率%提高患者生存期上也具有

一定的优势&

*0%%

年白东晓等(

*7

)对
%%3

例结直肠癌肝转移患

者新辅助化学治疗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总结分析%客观有效

率"

Y::

#达到
71!;9

%

YV

达
*6!*

个月&

*0%*

年孙晴等(

*1

)通

过比较
'Y.'Y?7

方案和
'Y.'>:>

方案%发现两者在用于不

可切除结直肠癌肝转移患者时%均可一定程度提高患者
('V

!

YV

和手术根治性切除率"

:Y

#%而前者效果优于后者&更多的

研究也发现%联合应用分子靶向治疗%可进一步提高
'Y.<

'Y?7

的化学治疗效果&

*008

年
'OP+FJ

等(

*3

)报道
71

例未经

化学治疗的结肠癌肝转移患者行吉非替尼联合
'Y.'Y?7

方

案治疗%有效率达
;*9

%中位总生存期
*0!1

个月%中位无进展

生存期
6!2

个月%同时其毒副反应也明显降低&

*0%0

年张益

军等(

*;

)将同样具有抗癌作用的亚砷酸与
'Y.'Y?7

联用进行

常规化学治疗%发现可以取得较好的疗效%亚砷酸不会增加常

规化学治疗的毒副反应&

*0%2

年张斌等(

*8

)通过采用
'Y.<

'Y?7

方案联合利妥昔单抗辅助治疗结肠癌肝转移的
%8

例患

者%发现该方案安全有效%能够提高手术切除率%延长生存期%

其中
YV

为
20!7

个月%

('V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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