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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恶性肿瘤发病高危因素研究进展&

张
!

萍9

!李
!

霞9

!王
!

瑶9综述!莫
!

霖:

$审校

"

9!

重庆医科大学儿科学院
D###9M

$

:!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特需门诊(儿童发育疾病研究教育部

重点实验室(儿童发育重大疾病国家国际科技合作基地(儿科学重庆市重点实验室
D###9D

%

!!

!关键词$

!

儿童$恶性肿瘤$高危因素$病因学

!中图法分类号$

!

?>"#!:"9

!文献标识码$

!

A

!文章编号$

!

9M>9C;"D;

"

:#9>

%

"#CD:;;C#<

!!

儿童恶性肿瘤是指儿童时期发生的恶性肿瘤"包括血液系

统恶性肿瘤和非血液系统恶性肿瘤"其中白血病占
"#N

"脑肿

瘤占
:<N

"淋巴瘤占
9<N

)

9

*

(根据国际儿童协会报道"儿童恶

性肿瘤已经成为除意外伤害外"造成儿童死亡的第二大原因(

随着现代医疗技术的发展和多学科联合诊治模式的应用"儿童

恶性肿瘤的诊治水平和生存率有所提高(但是在全世界范围

内"儿童恶性肿瘤的发病率仍然呈上升趋势(近五年"我国儿

童恶性肿瘤发病率每年以
:!;N

的速度增加"每年新增恶性肿

瘤儿童约
"####

!

D####

)

9

*

(目前"儿童恶性肿瘤发病的病因

机制尚不明确"但
>#N

的儿童恶性肿瘤在
"

岁前发病"表明儿

童恶性肿瘤的病因与成年人有明显差异(因此"本文将对近五

年来儿童恶性肿瘤发病高危因素的研究进展从先天因素和后

天因素两方面进行综述"现介绍如下(

!

!

儿童恶性肿瘤发病高危因素

!!!

!

先天因素

!!!!!

!

遗传基因
!

在儿童恶性肿瘤病因学中"遗传基因因素

占有重要地位(由于遗传原因会导致染色体和基因异常"从而

使儿童恶性肿瘤发病机会大大增加(

?.T,%

=

V+]Z-/%&T.

等)

9

*

的研究表明"在儿童恶性肿瘤中"因遗传性因素所致占
<N

!

9#N

(甲基化$基因多态性$基因易感性是国内外学者研究的

焦点"并已证实为儿童恶性肿瘤发病的高危因素(其发病相对

危险度见表
9

(

近年来研究发现甲基化与基因多态性对儿童恶性肿瘤的

发病有着促进作用(在一项有关外周血白细胞甲基化与肿瘤

发病相关性的
(+*-

分析中"李培)

:

*发现外周血白细胞甲基化

与肿瘤发生存在相关性(在一项有关代谢基因
@GRh9

与儿童

髓母细胞瘤发病相关性的病例对照研究中"

BV

Y

.

等)

"

*发现携

带母亲
@GRh9

基因的儿童髓母细胞瘤发病的相对危险度

#

%%

%为
"!:M

"证实其是儿童髓母细胞瘤发病的高危因素(在

一项有关叶酸通路基因多态性与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发病

;;:D

重庆医学
:#9>

年
9#

月第
DM

卷第
"#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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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9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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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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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

儿童恶性肿瘤发病基因高危因素相对危险度

类型 高危因素 恶性肿瘤类型
E%

#

%%

%

H<N<= #

易感性 家族史 儿童霍奇金淋巴瘤
"!M9 #!;#

!

9<!#9

"

#!#9

易感性 家族史 脑肿瘤
"!<D 9!"#

!

H!M#

"

#!#9

多态性
@GRh9

基因 儿童髓母细胞瘤
"!:M 9!#<

!

<!;#

"

#!#9

多态性
(7R8?M>>77

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9!;9 9!#M

!

"!#>

"

#!#9

多态性
(7R8?M>>J7

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9!D9 9!#:

!

9!H"

"

#!#9

甲基化 甲基化 儿童恶性肿瘤
9!"D 9!9:

!

9!M#

"

#!#9

相关性的病例对照研究中"

(%/&+

等)

D

*发现
(7R8?M>>J7

和

(7R8?M>>77

的发病的比数比#

E%

%分别为
9!D9

和
9!;9

"

证实叶酸通路基因多态性是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的发病

高危因素(

基因易感性是指子代遗传了家族成员的发病高风险"当家

族成员携带了疾病基因或暴露了疾病高危因素"其子代遗传了

相应的疾病发病风险(因此"家族史成为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

因素"尤其是直系亲属的恶性肿瘤家族史(在一项有关家族史

与儿童霍奇金淋巴瘤风险的病例对照研究中"

B%&-0+,

2

等)

<

*发

现有肿瘤家族史的儿童霍奇金淋巴瘤发病
E%

为
"!M9

"证实肿

瘤家族史尤其是直系亲属肿瘤史是儿童霍奇金淋巴瘤发病的

高危因素(在一项有关儿童脑肿瘤发病高危因素的病例对照

研究中"

J,V$

Y

等)

M

*发现有肿瘤家族史儿童脑肿瘤发病
E%

为

"!<D

"证明肿瘤家族史尤其是直系亲属肿瘤史是儿童脑肿瘤发

病的高危因素(

!!!!"

!

围孕期环境
!

孕前父母$孕期母亲的高危环境因素暴

露都可能造成基因损伤"增加儿童恶性肿瘤发病风险(围孕期

环境以物理环境$化学环境和生物环境为主(不同时期和不同

高危因素的暴露对儿童的恶性肿瘤发病有不同的影响(其发

病危险度见表
:

(

表
:

!!

儿童恶性肿瘤发病围孕期高危因素相对危险度

类型 高危因素 恶性肿瘤类型
E%

#

%%

%

H<N<= #

物理因素 吸烟 儿童脑肿瘤
D!M9 9!#;

!

9H!M"

#

#!#<

化学因素 苯
儿童急性髓细胞

白血病
:!MH 9!D>

!

D!H"

"

#!#9

化学因素 乙醇 儿童白血病
9!D> #!;;

!

:!DM

#

#!#<

化学因素 油漆 儿童神经胶质瘤
9!": #!H#

!

9!H:

"

#!#9

!!!!"!!

!

物理环境
!

近年来有关围孕期物理高危因素的研究

主要集中在汽车尾气$污染空气$核电$辐射$香烟与烟雾等方

面"除香烟与烟雾因素外"其余因素均会增加儿童恶性肿瘤发

病风险"但有关暴露的频次$剂量和部位尚未明确(

国际癌症机构已经将汽车尾气列为
:

类致癌物质(

ZK.1K

等)

>

*研究表明"母亲孕早期暴露于含有一氧化氮$二氧

化氮和氧化氮的污染空气中会增加儿童急性淋巴瘤发病风险"

孕中晚期暴露会增加儿童视网膜母细胞瘤发病风险(

8-%,/%+

等)

;

*研究表明母亲孕期核电环境暴露会增加儿童恶性肿瘤发

病风险(

'-%/+

2

等)

H

*研究表明"孕期母亲大于或等于
9

次
h

线

暴露会增加儿童急性淋巴瘤发病风险"孕前父亲肾盂造影与钡

剂检查会增加儿童急性淋巴瘤发病风险"但孕前父亲大于或等

于
9

次
h

线暴露不会增加儿童淋巴瘤发病风险(

虽然香烟与烟雾环境中含有亚硝酸$多环芳烃和杂环胺等

致癌物质"但是围孕期香烟$烟雾暴露与儿童恶性肿瘤发病的

相关性还存在一定争议(

(%/&+

等)

9#

*的研究表明"孕期父母吸

烟会增加儿童急性淋巴瘤发病风险"随着父亲烟量的增加儿童

患病风险增加"但是随着母亲烟量的增加儿童发病风险并未增

加(在一项有关吸烟与儿童脑肿瘤发病相关性的研究中"

(%/&+

等)

99

*发现孕期母亲吸烟的儿童脑肿瘤发病
E%

为
D!M9

"

但进行非条件
B.

=

%1*%51

回归分析后"发现孕期母亲吸烟并不

是儿童脑肿瘤发病的高危因素(

!!!!"!"

!

化学环境
!

在儿童恶性肿瘤发病的化学高危因素

中"室内外化学环境$药物$食物是国内外研究的热点"包括苯

类$家用化学品$药物$咖啡$茶$酒(除食物具有争议外"其余

均会增加儿童恶性肿瘤发病的风险(#

9

%室内外化学环境!近

年来研究已经证实苯类$家用化学品是儿童恶性肿瘤发病的高

危因素"但其高危性与母亲接触时期$化学品类型有密切相关(

苯类包括甲苯$二甲苯$三氯苯"主要源于室内装修(孕前父母

油漆暴露$孕期母亲苯暴露后会增加儿童恶性肿瘤发病风险(

在来自一项澳大利亚的的病例对照研究中"

Z,++&.

Y

等)

9:

*发现

孕前父母室内油漆暴露的儿童神经胶质瘤发病
E%

为
9!":

"证

实孕前父母室内油漆暴露会增加儿童脑肿瘤发病风险(在一

项有关先天性纤维肉瘤儿童病因学队列研究中"

6,*+

=

-CZ-,%-

等)

9"

*发现孕期孕妇苯暴露会增加儿童先天性纤维肉瘤发病风

险(在一项有关苯与儿童急性白血病相关性的病例对照研究

中"

F/-*+,

等)

9D

*发现孕期孕妇室内苯暴露会增加儿童急性白血

病发病风险"但未发现孕前接触会增加患病风险(随着人民物

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家用化学物品的使用越来越普遍(家用化

学物品主要包括杀虫剂$除草剂$农药(

7V,&+,

等)

9<

*的研究表

明"围孕期父母杀虫剂$农药$除草剂暴露均会增加儿童急性淋

巴瘤发病风险"不同类型发病风险高低不同"其中昆虫类比除

草类的发病风险高(#

:

%药物!近年来研究表明围孕期药物的

使用会增加儿童恶性肿瘤发病风险"但是药物类型$暴露的时

期$浓度$剂量未明确(

_,+$+%3+

等)

9M

*研究表明"孕前母亲服

用了苯丙胺或减肥药$镇静药会增加儿童急性白血病发病风

险"孕期系统性抗感染药物$止痛药的使用会增加儿童恶性肿

瘤发病风险(但孕期孕妇维生素$矿物质$叶酸$铁剂等营养元

素的补充并未增加儿童恶性肿瘤发病风险(#

"

%食物!近年来

有关儿童恶性肿瘤发病的围孕期食物因素以咖啡$茶$酒为主"

均具有争议"其中暴露量与暴露时期是其主要的争议点(咖啡

和茶中含有丰富的咖啡因"而咖啡因具有抑制抑癌基因
G<"

的作用"从而促进癌症发生"但是有关咖啡$茶与儿童恶性肿瘤

发病相关性尚不明确(

Z,++&.

Y

等)

9>

*的研究表明"怀孕期间母

亲适量喝咖啡与饮茶不会增加儿童脑肿瘤发病风险"尤其
M

个

月以后(但是
(%/&+

等)

9;

*研究显示孕期母亲每天饮用咖啡大于

或等于
>:#$B

会增加儿童急性白血病风险(在一项有关

H;:D

重庆医学
:#9>

年
9#

月第
DM

卷第
"#

期



表
"

!!

儿童恶性肿瘤发病后天高危因素相对危险度

类型 高危因素 恶性肿瘤类型
E%

#

%%

%

H<N<= #

物理因素
%

"D

伽马辐射 儿童基底细胞癌
"H!;# ;!M#

!

9;<

"

#!#9

化学因素 油漆 儿童神经胶质瘤
"!"9 9!:H

!

;!<:

"

#!#9

生物因素 感染 儿童脑肿瘤
:!H" 9!<>

!

<!<<

#

#!#<

化学因素 苯 儿童急性髓细胞白血病
:!MH 9!D>

!

D!H"

"

#!#9

物理因素
c9

伽马辐射 儿童基底细胞癌
9!#H #!DH

!

:!MD

"

#!#9

免疫因素 过敏症 儿童神经胶质瘤
#!>M #!<"

!

9!99

#

#!#<

孕期母亲饮酒量与儿童白血病发病相关性的病例对照研究中"

8+,,+%,-

等)

9H

*发现每周小于或等于
:##$B

的
E%

为
9!"#

"每

周大于
:##$B

的
E%

为
9!D>

"但进行非条件
B.

=

%1*%51

回归分

析后"发现孕期饮酒并不是儿童白血病发病的高危因素(但

6,1%

等)

:#

*的研究显示孕妇饮酒会增加儿童急性白血病发病

风险(

!!!!"!#

!

生物因素
!

生物因素主要包括细菌$真菌$病毒的感

染(孕期母亲病毒感染与儿童恶性肿瘤发病密切相关"如人类

免疫缺陷病毒#

R)b

%与卡波西肉瘤有关"乙型肝炎病毒与肝癌

有关"

@'

病毒与伯基特淋巴瘤$霍奇金淋巴瘤有关"乙型肝炎

病毒可能与非霍奇金淋巴瘤有关"但发病机制尚未明确(

!!!!#

!

胎盘因素
!

胎盘是母体与胎儿进行物质交换的重要器

官"是胚胎与母体组织的结合体"部分与胎儿在生物学和基因

学上同源"胎盘病变可能会导致胎儿处于疾病发生的高危状

态(胎盘间质发育不全#

G(W

%"是一种特殊的胎盘病变(它

可能导致胎儿滞产$宫内生长受限$

:<N

!

"#N

的患者有贝克

威恩
C

韦德曼综合征#

0+53\%*KC\%+T+$-&&1

2

&T,.$+

"

'QF

%(

'QF

是最常见的生长过度综合征之一"可能会引起儿童罹患

Q%/$1

瘤$肝母细胞瘤$神经母细胞瘤$横纹肌肉瘤等胚胎性恶

性肿瘤(在
_.

=

-

等)

:9

*的报道中"

'QF

儿童在
>

岁之前发生

恶性肿瘤的概率为
D!#N

!

>!<N

"可见胎盘因素在儿童恶性

肿瘤发病中具有不可忽视作用(

!!"

!

后天因素

!!"!!

!

物理因素
!

近年来儿童恶性肿瘤发病物理高危因素的

研究主要集中在氨$辐射$放射线$紫外线照射方面"除氨$非电

离辐射外"其余均证实为儿童恶性肿瘤发病高危因素"但是暴

露强度并不明确(其发病相对危险度见表
"

(

!!

氨是一种天然辐射源"被列为一类致癌物质"但是在一项

有关氨暴露与儿童急性淋巴瘤发病相关性的
(-*+

分析研究

中"

7.&

=

等)

::

*发现氨并不是儿童急性淋巴瘤发病的高危因

素(电离辐射作为致癌物质得到了广大研究人员的共识"但是

非电离辐射与儿童恶性肿瘤发病的关系尚不明确(在一项有

关辐射与儿童基底细胞癌发病相关性的研究中"

Q-**

等)

:"

*发

现大于或等于
"D

伽马辐射暴露儿童基底细胞癌的发病
E%

为

"H!;#

"每增加
9

伽马辐射强度儿童基底细胞癌的发病
E%

为

9!#H

"证实辐射是儿童基底细胞癌发病的高危因素"同时其高

危性随着暴露量增加而增加(在一项关于皮肤紫外线照射与

黑色素瘤发病的相关性研究中"

R-&1+&

等)

:D

*发现儿童皮肤紫

外线照射后会增加痣与黑素瘤发病的风险(

!!"!"

!

化学因素
!

近年来儿童恶性肿瘤发病化学高危因素的

研究主要集中在室内外化学环境方面"包括油漆$杀虫剂$金属

微粒"除金属微粒外"其余均是儿童恶性肿瘤发病高危因素(

其发病相对危险度见表
"

(在一项有关室内油漆暴露与儿童

脑肿瘤的发病研究中"

Z,++&.

Y

等)

:<

*发现暴露组儿童神经胶质

瘤发病
E%

为
"!"9

"证实室内油漆暴露会增加儿童神经胶质瘤

发病风险(在一项有关杀虫剂暴露与儿童急性淋巴瘤发病相

关性的病例对照研究中"有研究发现在病例组
""N

儿童曾暴

露于有杀虫剂的室内环境中"实验组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

"

#!#<

%"杀虫剂暴露是儿童急性淋巴瘤发病的高危因

素)

:M

*

(在一项有关金属微粒暴露与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发病相关性的病例对照研究中"

QK%*+K+-T

等)

:>

*发现砷$镉$

铬$铜$铅$镍$锡$锌等
;

种金属微粒暴露均不会增加儿童急性

淋巴细胞白血病发病风险(

!!"!#

!

生物因素
!

生物因素主要是指儿童被病毒$细菌$真

菌$寄生虫等感染可能导致肿瘤发生(随着医疗技术水平的提

高"儿童感染性疾病的诊治水平大幅度提高"感染已不再是儿

童死亡的主要原因"但是有关儿童早年感染与儿童恶性肿瘤发

病的相关性尚未明确(在一项有关儿童感染性疾病暴露与儿

童脑肿瘤发病相关性的研究中"

A&T+,1+&

等)

:;

*发现虽然暴露

组
E%

为
:!H"

"但进行非条件
B.

=

%1*%51

回归分析后"发现儿童

感染并不会增加儿童脑肿瘤发病风险(

!!"!E

!

免疫因素
!

免疫因素作为恶性肿瘤发生的高危因素"

有其独特的意义(当免疫缺陷时"恶性肿瘤细胞逃脱机体的免

疫监视"促进恶性肿瘤的发生发展(但近年来研究显示"免疫

缺陷并不是儿童恶性肿瘤发病的高危因素(在一项有关过敏

症与儿童神经胶质瘤发病相关性的多国家的病例对照研究中"

FKV

等)

:H

*发现过敏症儿童神经胶质瘤发病的
E%

为
#!>M

"证

实过敏症并不是儿童神经胶质瘤发病的高危因素(

"

!

儿童恶性肿瘤的防治

!!

在儿童恶性肿瘤发病高危因素中"先天因素与后天因素均

占有一定地位"因此防治应从先天因素与后天因素两个方面进

行(在先天高危因素中"防治措施以遗传基因筛查$围孕期保

健)

"#

*

$胎盘功能监测为主(#

9

%遗传基因方面"宣传倡导孕前

遗传高危基因筛查"对于高危家庭进行优生咨询与孕期优生健

康检查"及早期筛查"鼓励早期干预"促进其健康孕育(#

:

%围

孕期保健"在物理环境方面"母亲应避免或减少汽车尾气$污染

空气$核电$辐射高危因素暴露'在化学环境方面"母亲应避免

室内外苯类$油漆$杀虫剂等有机溶剂高危因素暴露'限制烟

酒$咖啡的摄入"避免主动或被动吸烟'避免或减少高危药物的

使用(对于带病妊娠的母亲"应根据孕前疾病的严重程度$药

物安全性与致畸有关的暴露时间等方面综合考虑决定药物的

使用与剂量)

:;

*

(在生物环境方面"应避免
R)b

$

@'

病毒$

R'b

$

RJb

的感染"若发现感染"围孕期应降低病毒负荷量"

减少不良反应(#

"

%胎盘功能检测"加强有关孕期胎盘功能检

测重要性的健康教育"引导围孕期父母正确认识胎盘功能定期

检测的重要性"鼓励定期胎盘功能检测(在后天高危因素中"

#H:D

重庆医学
:#9>

年
9#

月第
DM

卷第
"#

期



防治措施以保护儿童远离高危环境为主(保护儿童远离油漆$

杀虫剂$电离辐射等儿童恶性肿瘤发病高危因素"采取科学的

防晒措施防止紫外线过度照射"同时积极防治"并控制孩子感

染"合理用药(积极开展健康教育"提高公众对儿童恶性肿瘤

主要高危因素的知晓率'针对高危因素"制定防治和控制计划(

其主要内容如下!编写.儿童抗癌手册/及.儿童抗癌宣传大

纲/(在高发区逐步开展儿童恶性肿瘤高危因素的监测工作"

根据其变化预测儿童恶性肿瘤的流行趋势"为防治提供科学依

据)

"9

*

(

#

!

展
!!

望

!!

近年来有关儿童恶性肿瘤发病高危因素的研究已经不断

深入"已明确很多儿童恶性肿瘤发病的高危因素(在先天因素

中"以遗传基因因素$围孕期环境因素$胎盘因素为主"在后天

因素中"以环境因素为主(在先天因素中"遗传基因高危因素

包括甲基化$基因多态性$基因易感性(围孕期环境因素包括

汽车尾气$污染空气$核电$辐射物理高危因素"苯类$家用化学

品$药物化学高危因素"病毒感染生物高危因素(胎盘因素主

要是胎盘间质发育不全(在后天因素中"环境因素包括电离辐

射$放射线$紫外线物理高危因素"油漆$杀虫剂化学高危因素(

通过对近些年来有关儿童恶性肿瘤发病高危因素的分析"

已经明确了儿童恶性肿瘤发病的高危因素"这为进一步制定儿

童恶性肿瘤防治策略提供依据"指明了儿童恶性肿瘤防治的方

向"为更有效的病因防治打下坚实基础"给儿童恶性肿瘤防治

带来新的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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薏苡仁油对呼吸及泌尿生殖系统肿瘤的药理作用与临床应用&

梁欣妍9综述!丁筑红:

$审校

"

9!

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广州
<9#DD#

$

:!

贵州大学酿酒与食品工程学院!贵阳
<<##:<

%

!!

!关键词$

!

薏苡仁油$呼吸系统$泌尿生殖系统$肿瘤$药理作用

!中图法分类号$

!

?>"D

$

?>">

!文献标识码$

!

A

!文章编号$

!

9M>9C;"D;

"

:#9>

%

"#CD:H:C#D

!!

薏苡仁#

F+$+&J.%5%1

%"又称薏苡$薏仁$薏仁米等"属禾本

科植物"一年生或多年生草本植物"是一种营养价值高$具有多

种药理作用的滋补保健食品(我国薏苡仁营养较齐全"种仁蛋

白质和多糖类物质含量较高"蛋白质具有较好的氨基酸组成"

属于较优质蛋白质'外壳和种皮的纤维含量高'根中维生素
'

9

和维生素
'

:

含量较高'矿质元素中以
_

$

U-

$

J-

$

(

=

等常量元

素含量较高'脂肪酸分析中"种皮$茎$叶的不饱和脂肪酸相对

含量达到
>#N

以上)

9

*

(

薏苡仁油作为薏苡仁的有效提取物和主要活性成分"主要

化学成分是中性油脂"包括酯类化合物和脂肪酸"主要成分为

三酰甘油#

H9!D;I"!D"

%

N

"含薏苡仁酯$薏苡内酯及多种氨基

酸"含酯量为#

H;#!M>I"!MH

%

$

=

+

=

"其主要的脂肪酸为棕榈

酸$亚油酸$油酸和硬脂酸"其中硬脂酸含量较少)

:

*

(各成分中

薏苡仁酯属于公认的抗癌有效成分而备受重视"且其为天然的

化学产物"不良反应小(因此目前国内外学者对薏苡仁油在抗

肿瘤方面进行了相关基础与临床应用研究(其中"薏苡仁油在

抗呼吸及泌尿生殖系统肿瘤活性方面被多方研究和证实"也成

为薏苡仁油的重要药理作用(薏苡仁油作为一种新兴的$效果

较好的药物越来越显现出良好的应用价值与开发前景(本文

就薏苡仁油在抗呼吸及泌尿生殖系统肿瘤活性功效方面进行

综述(

!

!

抗呼吸系统肿瘤的功效

!!!

!

鼻咽癌
!

薏苡仁酯可直接抑制癌细胞的增殖$促进细胞

凋亡"以及通过调节免疫功能间接促进抗癌(研究表明"薏苡

仁提取物可抑制鼻咽癌
JU@9

$

JU@:

$

7Q6"

和
JMMMC9

细胞

的增殖"其作用具有时间和浓度依赖性"显示其在体外实验中

抗鼻咽癌细胞增殖的作用)

"

*

(其间接抗癌作用体现在增强机

体免疫功能(

G-&

等)

D

*采用裸鼠移植瘤淋巴转移模型发现薏

苡仁酯以量效方式抑制人鼻咽癌细胞
JU@C:g

的转移"使

JU@C:g

的侵袭能力降低"与淋巴结转移率下降同步"同时能

促进荷瘤小鼠自然杀伤#

U_

%细胞活性的恢复"提高免疫力(

临床上"薏苡仁酯对于放化疗抑制人鼻咽癌细胞增殖具有

增效作用(在放疗方面"赵冉等)

:

*采用
h

射线
c

薏苡仁酯对

9:M

例中老年鼻咽癌患者进行治疗"在短期内"观察组#放射治

疗
c

薏苡仁酯"

M"

例%的治疗有效率显著高于对照组#放射治

疗"

M"

例%"不良反应发生率显著低于对照组#

#

"

#!#<

%(放射

治疗后"观察组的白细胞$血红蛋白$清蛋白$

JWD

c

+

JW;

c 比

值$

"

年生存率均显著高于对照组患者#

#

"

#!#<

%(因此"中老

:H: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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