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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为更好改善晚期卵巢癌患者机体免疫功能，提高机体免疫力，延长病人的生存时间，对中西医结合治疗的

效果作进一步探究。方法：以 2020 年 1 月 -2022 年 12 月为研究时间，并择取期间内在我院诊治的晚期卵巢癌患者中的 80

例作为研究目标，依照患者治疗时间顺序予以分组，常规西医治疗的对照组（40 例）、中西医结合治疗的观察组（40 例），

对比临床治疗效果（从临床治疗有效率、T 细胞亚群水平、治疗后 3 年的生存率及死亡率展开研究）。结果：统计研究表明，

采用中西医结合治疗的观察组 CD3、CD4、CD4/CD8 水平与对照组相比较更高，CD8 水平、治疗后 3 年死亡率观察组数据

相比较于对照组更低，且观察组临床治疗有效率、治疗后 3 年生存率更高，数据差异明显，P ＜ 0.05，存在对比意义。结论：

总结研究得出，为更好改善晚期卵巢癌患者机体免疫功能，提高机体免疫力，延长病人的生存时间，晚期卵巢癌患者的机

体免疫功能可通过中西医结合治疗进行改善和提高，延长生存期限，治疗效果显著，应用价值良好，建议推广应用此治疗

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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卵巢癌是一种源于卵巢上皮的恶性肿瘤，是妇科疾病

中的一种，是女性生殖器常见的三大恶性肿瘤之一，该疾

病的危害非常大，给女性患者的身体健康及生命安全带来

非常大的影响。卵巢癌发病原因不明，有研究表明卵巢癌

可能与体内激素紊乱、周围环境、辐射等因素有关 [1]。卵

巢癌早期阶段的时候没有什么明显的症状，即使有症状也

并非特异性表现，因此早期诊断比较困难，如果出现腹胀、

消化不良等情况，经消化内科检查无原因的情况下，建议

行妇科相关检查。只有到了中晚期阶段的时候卵巢癌的症

状才会表现出来，患者一旦出现腹胀、腹部肿块及腹水症状，

多属于卵巢癌晚期，需要高度警惕。卵巢癌如果不能早发

现早治疗，疾病发展到晚期，会给患者造成很严重的后果。

在妇科恶性肿瘤中晚期卵巢癌患者的 5 年死亡率居首位，

是目前威胁女性生命与健康的主要肿瘤疾病 [2-3]。目前患

有卵巢癌的患者非常多，发现卵巢癌要及时采取有效的治

疗措施，这样卵巢癌疾病才能够得到有效的控制。卵巢癌

到了晚期阶段的时候已经非常严重了，治疗难度也会大大

加大，因此，有效的治疗对延长晚期卵巢癌患者的生命时间，

改善生活质量十分重要。目前医疗技术非常发达，卵巢癌

的治疗方法也多种多样，中医治疗是卵巢癌晚期患者常见

的治疗方式之一，中药对治疗卵巢癌有很好的效果，在卵

巢癌晚期的治疗中应用的非常广泛。部分卵巢癌患者通过

中药治疗，抑制癌细胞生长，可慢慢的提高患者自身免疫力，

增强体质，提高卵巢癌晚期患者的生存质量，从而起到延

长生命的作用。中医治疗既可以单独治疗，也可以联合放

化疗进行综合治疗，目前临床卵巢癌晚期患者的治疗多采

用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方式，本文对 80 例晚期卵巢癌患者采

用中西医结合治疗与常规西医治疗对照研究，对治疗后患

者的 T 细胞亚群水平、治疗后 3 年的生存率及死亡率、临

床治疗有效率作进一步对比分析，具体内容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次研究的病例数为 80 例，均为 2020 年 1 月 -2022

年 12 月在本院接受治疗的晚期卵巢癌患者，按患者治疗时

间顺序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各 40 例）。所有参与研

究的患者均自愿参与，并全部签署了同意书。所有患者均

符合晚期卵巢癌的诊断标准，预测患者生存时间＞ 3 个月，

排除标准：先天疾病；严重心脑血管疾病；肝、肾等其他

严重脏器疾病；严重神经系统障碍；认知障碍；语言沟通

障碍；不愿配合研究。观察组患者年龄区间 33-65 岁，均

值（51.29±5.72）岁；病程 0.5-3 年，均值（1.92±0.53）

年；肿瘤分型，黏液性囊腺癌 13（32.50%）例，浆液性囊

腺癌 9（22.50%）例，未分化细胞癌 8（20.00%）例，胚

胎癌 5（12.50%）例，颗粒细胞癌 5（12.50%）例；临床分

期， Ⅲ A 期 20（50.00%） 例， Ⅲ B 期 12（30.00%） 例，

Ⅳ期 8（20.00%）例。对照组患者年龄区间 32-63 岁，均

值（50.37±5.65）岁；病程 0.5-2.5 年，均值（1.73±0.61）

年；肿瘤分型，黏液性囊腺癌 15（37.50%）例，浆液性囊

腺癌 12（30.00%）例，未分化细胞癌 7（17.50%）例，胚

胎癌 4（10.00%）例，颗粒细胞癌 2（5.00%）例；临床分期，

Ⅲ A 期 22（55.00%）例，Ⅲ B 期 11（27.50%）例，Ⅳ期 7

（17.50%）例。两组数据比较，p ＞ 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1.2.1 对照组采用常规西医化疗治疗。

给予患者紫杉醇、卡铂 + 贝伐珠单抗化疗，治疗 6 个

疗程 [4]。化疗前给予患者口服地塞米松、苯海拉明等药物

[5-6]。第 1 天静滴紫杉醇 135-175mg/m2，第 2 天顺铂 70-

100mg/m2；贝伐珠单抗 7.5mg/kg，每 3 周 1 次。

1.2.2 观察组采用中西医结合治疗。

西医治疗方法同对照组，中药治疗，组方：白术 20g，

茯苓 20g，党参 20g，薏苡仁 20g，白花蛇舌草 15g，鸡内

金 15g，甘草 15g，瓜蒌皮 10g，半枝莲 10g，八月札 10g，

猫爪草 10g。将以上所有药物混合后加入适量的清水进行煎

煮，煎煮好取药汁服用，每日一剂，200mL/ 次 [7-8]。连续

治疗 6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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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观察指标 

在本次研究的过程中，整合分析两组不同治疗方案的

效果，对两组 T 细胞亚群（CD3、CD4、CD8、CD4/CD8）

水平、治疗后 3 年生存率及死亡率、临床治疗有效率进行

对比，以此作为研究价值体现依据。

1.4 统计学方法

利用 x2 对计数资料 (n，%) 进行检验；利用 t 对计量

（x±s）检验。文中所体现的数据均借用 SPSS23.0 数据包

深入处理，若显示 P ＜ 0.05， 说明有统计学意义，若无统

计学意义则 P ＞ 0.05。

2 结果2 结果

2.1 两组患者治疗后的 T 细胞亚群水平比较  见表 1 

表 1 两组 T 细胞亚群水平比较  （x±s）

组别 例数 CD3（%） CD4（%） CD8（%） CD4/CD8

观察
组

40 73.23±9.42 32.53±5.07 23.69±6.12 1.47±0.25

对照
组

40 66.08±6.56 22.61±4.05 32.11±7.18 1.03±0.42

2.2 两组患者治疗后 3 年的生存率及死亡率比较  见表

2 

表 2 两组患者治疗后 3 年的生存率及死亡率比较  （n，%）

组别 例数 生存率 死亡率

观察组 40 36（90.00%） 4（10.00%）

对照组 40 21（52.50%） 19（47.50%）

2.3 两组临床治疗有效率比较  见表 3

表 3 两组临床治疗有效率比较   （n，%）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观察组 40 13 20 7
33

（82.50%）

对照组 40 7 15 19
22

（52.50%）

3 讨论3 讨论

卵巢癌不同于其他癌症，由于卵巢位于盆腔深部，早

期常无明显症状，病变不易发现。大约 60%-70% 的卵巢癌

患者就诊时已发展到晚期，约 80% 的卵巢癌患者在 3 期末

以后才得到确诊，到了末期产生的症状有腹部发胀、腹水

及因卵巢肿块引起的腹部突出等腹部不便感，晚期卵巢癌

患者的治疗效果相对不佳。卵巢癌晚期临床西医采用化疗

治疗，可缓解患者不适症状，抑制病灶生长，具有提高患

者生存质量的效果。

虽然紫杉醇加含铂类药物化疗是治疗卵巢癌的一线药

物，但是易对患者机体产生耐药，并且还会引起细胞毒性

作用，导致患者机体免疫力下降，影响预后，不利于延长

患者生存期 [9]。中医药物治疗可控制晚期卵巢癌患者病情

发展，有效控制疾病，通过调节患者机体免疫功能，缓解

化疗给患者带来的毒副作用，预防癌细胞转移和复发，对

提高临床治疗效果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10-11]。中医治疗

晚期卵巢癌的方法主要是采取祛邪扶正的办法，就是增加

患者的机体免疫力，抑制癌细胞生长，有研究显示，中医

药物治疗对延长晚期乳腺癌患者的生存期限有一定的效果。

治疗晚期卵巢癌的中药具有多种，其中中药治疗方剂有：

白术、茯苓、党参、薏苡仁、白花蛇舌草、鸡内金、甘草、

瓜蒌皮、半枝莲、八月札、猫爪草，这些中药对治疗晚期

卵巢癌都具有很好的作用。药方中茯苓是含有一种为羧甲

基多糖的因子，对于抗肿瘤有很好的作用，可杀伤肿瘤细

胞，具有败毒抗癌效果，还有抗炎、增加免疫力等作用 [12]。

半枝莲在抗癌中药里名声显赫，其突出功效是治各类癌痛

和各种痛症，具有清热、解毒、定痛作用 [13]。甘草甘草

有抗肿瘤、抗病毒、抗氧化、抗炎等多种作用，可抑制病

灶生长及改善患者免疫功能，甘草是发挥抗肿瘤药效的重

要组成部分，辨证使用，运用药物配伍，效果会更好。薏

苡仁味甘、淡，性微寒，可健脾、补肺、渗湿、利尿、清热、

排脓，可增强细胞免疫功能、体液免疫功能，薏苡仁提取

物对肿瘤有一定抑制作用。党参性平，味甘，具有抗癌功效，

可以增强人体免疫力，提高巨噬细胞吞噬功能，预防癌细

胞复发和转移 [14]。猫爪草是一种药用功效特别出色的中

药材，性味甘、辛、温，有解毒、散结功效，猫爪草中含

有多种天然抗癌成分，它的提取物能用于癌症治疗，能消

灭人体内的致癌物质，并能抑制人体内癌症细胞的活性，

抑菌、杀菌、抗癌，能防止人体细胞癌变，降低癌症发病率。

八月札甘，寒，具有疏肝理气、消除肿块、活血、止痛作用，

还具有调节人体免疫功能，抗肿瘤血管生成等抗癌药理作

用 [15]。在晚期卵巢癌患者西医化疗的同时联合中医治疗，

可有效缓解化疗对患者机体产生的毒副作用，对提高患者

机体免疫力及延长生存期限，促进预后有良好效果。

综上所述，临床针对晚期卵巢癌患者采用中西医结合

治疗的效果显著，有效改善患者机体免疫功能，延长患者

的生存期限，疗效显著，临床价值、可行性较高。故值得

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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