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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腺肽o【。预防化疗所致自细胞减少的疗效观察 

段虎平 孟红霞 

(甘肃省白银市第一人民医院，甘肃白银 730900) 

·药物与临床· 

[摘要】目的 观察胸腺肽 对预防化疗所致细胞减少作用的疗效。方法 用胸腺肽 预防曾接受化疗出现Ⅲ、Ⅳ度骨髓 

抑制胃癌 l1例，与未用胸腺肽 ll例胃癌患者，对二者相同方案进行化疗后的白细胞减少情况进行对比观察。结果 (1)使 

用胸腺肽 患者化疗后白细胞有所下降，均在 I、II度 ，未用升白药物(粒细胞集落制激因子 GM—CSF，或VI服利血生、鲨肝 

醇等)，下次化疗如期进行。(2)未用胸腺肽 O／．。患者，化疗后白细胞下降在Ⅲ、IV度 ，须使用“GM—CSF”升自治疗后，才可行 

下次化疗，其中 2例患者升自治疗效果不佳终止化疗。两组对比有显著胜差异(P<0．01)。结论 胸腺肽 可以拮抗恶性肿 

瘤病人化疗所致的骨髓抑制，加速中性粒细胞的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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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疗是肿瘤的一种治疗手段 ，常见的最危险的不良反应是 

骨髓抑制。随着粒细胞集落制激因子的问世 ，化疗所致的骨髓 

抑制白细胞减少得到有效解决 ，本文观察了另一种预防化疗所 

致的严重骨髓抑制的药物一胸腺肽 ，疗效可靠 ，保证化疗有 

序进行。 

1 材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治疗组(A组 )：上次化疗后，白细胞低于 2 X 10 者用瑞 白 

(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 、国产)使白细胞恢复至 4 X 109／L以上，共 

ll例，男 8例，女 3例；均为胃癌 ，其中腺癌 9例，粘液癌 2例；年 

龄48～69岁，中位年龄52岁。对照组(B组)：为同期化疗条件类似 

的患者共 ll例，男性 10例，女性 1例；均为胃癌，其巾腺癌 9例， 

粘液癌 1例，印戒细胞癌 1例；年龄 36～73岁，中位年龄 58岁。以 

上两组病例本次化疗前白细胞均大于 4．0×109／L以上，KPS评 

分／>65分 ，既往无糖尿病、高血压病等慢性病史，无药物过敏史。 

1 2 化疗方案 

方案均采用“Dc”方案(泰索蒂75mg／m2,顺铂75～85mg／me,d。)。 

1．3 胸腺肽 o【 (日达仙，美国赛生药品股份国际有限公司生产) 

化疗前 3d开始 1．6mg，皮下注射，每天 1次，连用 6d。 

1．4 检查项 目 

化疗前后复查血常规，治疗过程中每 2～3天复查白细胞计 

数 1次，白细胞下降程度按 WHO分度。 

2 结果 

2．1 化疗后白细胞下降的程度 

治疗组：I度7例 、Ⅱ度 4例、Ⅲ度 0例、Ⅳ度 0例。对照组 ： 

I度0例、Ⅱ度 0例 、Ⅲ度 8例、Ⅳ度 3例。 

2．2 未用升白细胞治疗，两组病人 自然回升的天数 

治疗组平均天数 13d，对照组平均天数 27d，两组有显著性 

差异(P<0．01)。 

2,3 毒副反应 

所有 22例患者均无不良反应。 

3 讨论 

胸腺肽 (日达仙)是一种免疫系统调节剂 ，它是 1977年 

由 Goldstein等学者首先发现的，是从部分纯化的胸腺提取物 

TH5中进一步纯化获得的含有 28个氨基酸的多肽物质。文献报 

道，在小鼠摸型中，胸腺肽 表现出有保护骨髓的作用，防止由 

5～Fu所引起的骨髓损害，这可见于骨髓细胞计数集落生成单位 

(CFU)和粒细胞一巨噬细胞前体生成单位(GM—CFU)的提升_11。 

同时在元胸腺小 鼠中，TO／．。通过刺激脾细胞分泌 白介素来增强 

造血的干细胞和其他前体细胞 GM—CFU、T—CFU、T前体细胞，B 

前体细胞的生成[21。 

据研究资料表明，胸腺肽 O／． 可以拮抗恶性肿瘤病人放化疗 

所致的骨髓抑制，加速中性粒白细胞恢复。本文观察治疗组和对 

照组 ，用胸腺肽 O／．。和未用胸腺肽 O／．。组的白细胞下降的程度截 

然不同，治疗组为 I、Ⅱ度的白细胞下降，而对照组Ⅲ、Ⅳ度的白 

细胞下降，并且未用升白药，两组细胞上升至正常的天数差别明 

显，两组比较有显著性差异(P<0．01)，表明胸腺肽 O／．。可以保护 

骨髓功能且可以明显缩短化疗患者白细胞低于正常值下持续的 

时间，减少感染的机会，更有利于化疗顺利进行 ，提高化疗疗效。 

最新的研究表明，胸腺肽 O／．。能通过 T辅助细胞介导增强同种和 

自身混合淋巴细胞反应的功能_31，进一步研究还证明胸腺肽 O／．． 

可以增强肿瘤治疗效果及疫苗接种的效果，但胸腺肽 O／． 对预防 

化疗病人骨髓抑制的机制尚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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