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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证型非小细胞肺癌患者肿瘤组织代谢组学研究

马俊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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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会平#

!

&

摘要#目的#研究非小细胞肺癌"

.1.

"

B<=22 C/22 2-.G C=.C/H

!

4I'8'

#中医证型与肿瘤组织代谢组

学的相关性$ 方法#

#!"

例
4I'8'

患者按照中医辨证分为虚证组和实证组!每组
%"

例%同期收集体检为

肺部结节良性者
%"

例作为对照组$ 运用胸腔镜技术获取
&

组肿瘤或良性结节组织!运用气相色谱"质谱

"

G=B CJH1<=K1GH=LJM

"

<=BB BL/CKH1</KHM

!

N'

"

,I

#法观察其代谢物成分的变化!运用主成分分析

"

O'P

#及偏最小二乘法"

O8I

"

DP

#对其进行差异性研究!在此基础上!对虚证&实证组具有差异性的代谢化

合物进行
QE'

曲线分析!并计算曲线下面积"

PR'

#以进一步评估其对证型诊断的敏感性$ 结果#两肿瘤

组"虚证组&实证组#与对照组比较'

#%

个化合物存在差异!其中十六酸&柠檬酸&丙酮酸&丙氨酸&磷酸胆碱&

甘油磷酸胆碱&亚油酸&油酸&乳酸&肌醇含量肿瘤组高于对照组!缬氨酸&葡萄糖&谷氨酰胺&亮氨酸&异亮氨

酸&赖氨酸含量对照组高于肿瘤组%虚证组与实证组比较'

#"

个化合物存在差异!其中柠檬酸&丙酮酸&丙氨

酸&磷酸胆碱&甘油磷酸胆碱&乳酸&肌醇含量虚证组高于实证组!缬氨酸&葡萄糖&谷氨酰胺含量实证组高于

虚证组$ 差异化合物的
QE'

曲线分析示'乳酸及葡萄糖
PR' S"

!

5

"

O T"

!

"#

#!肌醇&磷酸胆碱及甘油磷

酸胆碱
PR' S"

!

6

"

O T"

!

"#

#!而缬氨酸&柠檬酸&谷氨酰胺&丙氨酸及丙酮酸
PR' S"

!

%

"

O T"

!

"$

#$ 结论

4I'8'

中医证型与肺癌组织代谢组学存在一定相关性%乳酸&葡萄糖&肌醇&磷酸胆碱&甘油磷酸胆碱&缬氨

酸&柠檬酸&谷氨酰胺&丙氨酸及丙酮酸为其敏感的诊断化合物!而以前
:

者最为敏感$

关键词#胸腔镜%中医证型%非小细胞肺癌%代谢组学

,/K=U121<>CB IK-VM 1. 41.

"

I<=22 '/22 8-.G '=.C/H O=K>/.KB W>KJ D>XX/H/.K 'J>./B/ ,/V>C=2 IM.

"

VH1</B

#

,P (-.

"

?>/

#

!

!

!

+P4N Y>=1

"

21.G

!

!

=.V 8)R Z->

"

L>.G

#

!

&

#

# 9=B>C ,/V>C=2 '122/G/

!

4=.?>.G R

"

.>[/HB>KM 1X *',

!

4=.?>.G

$

!#""!&

%!

'J>.=

&

! D/L=HK</.K 1X E.C121GM

!

(>=.GB- IJ-M=.G Z1BL>K=2

!

(>=.

"

GB-

$

!!&%""

%!

'J>.=

&

& D/L=HK</.K 1X *J1H=C>C I-HG/HM

!

9/.\ Z1BL>K=2

!

4=.?>.G ,/V>C=2 R.>[/HB>KM

!

4=.?>.G

$

!#""!#

%!

'J>.=

P9I*QP'*

$

EU?/CK>[/

$

*1 BK-VM KJ/ H/2=K>1.BJ>L U/KW//. 'J>./B/ </V>C=2 BM.VH1</ KML/B =.V

</K=U121<>CB 1X .1.

"

B<=22 C/22 2-.G C=.C/H

$

4I'8'

%

L=K>/.KB 3 ,/KJ1VB

$

*1K=22M #!" 4I'8' L=K>/.KB

W/H/ =BB>G./V K1 =BKJ/.>= BM.VH1</ GH1-L =.V BKJ/.>= BM.VH1</ GH1-L

!

%" >. /=CJ GH1-L3 ,/=.WJ>2/

!

%" C=B/B 1X U/.>G. L-2<1.=HM .1V-2/B >. LJMB>C=2 /]=<>.=K>1.B W/H/ H/CH->K/V =B KJ/ C1.KH12 GH1-L3

*-<1H K>BB-/B 1H U/.>G. L-2<1.=HM .1V-2/B K>BB-/B W/H/ 1UK=>./V UM KJ1H=C1BC1L/3 'J=.G/B 1X KJ/>H </

"

K=U12>K/B W/H/ 1UB/H[/V -B>.G G=B CJH1<=K1GH=LJM

"

<=BB BL/CKH1</KHM

$

N'

"

,I

%

3 *J/>H V>XX/H/.C/B W/H/

BK-V>/V -B>.G LH>.C>L=2 C1<L1./.K =.=2MB>B

$

O'P

%

=.V L=HK>=2 2/=BK

"

B^-=H/B V>BCH><>.=.K =.=2MB>B

$

O8I

"

DP

%

3 QE' C-H[/ =.=2MB>B W=B L/HX1H</V >. V>XX/H/.K </K=U12>C C1<L1-.VB 1X BKJ/.>= =.V =BKJ/.>= BM.

"

VH1</B GH1-LB3 *J/ =H/= -.V/H KJ/ C-H[/

$

PR'

%

W=B C=2C-2=K/V K1 /[=2-=K/ KJ/ B/.B>K>[>KM 1X V>=G.1B>.G

BM.VH1</ KML/B3 Q/B-2KB

$

'1<L=H/V W>KJ KJ/ C1.KH12 GH1-L

!

V>XX/H/.C/ /]>BK/V >. #% C1<L1-.VB3 EX

KJ/<

!

C1.K/.KB 1X C>KH>C =C>V

!

LMH-[>C =C>V

!

=2=.>./

!

CJ12>./ LJ1BLJ=K/

!

G2MC/H12 LJ1BLJ=K/ CJ12>./

!

2>.1

"

2/>C =C>V

!

12/>C =C>V

!

2=CK>C =C>V

!

>.1B>K12 W/H/ <1H/ >. KJ/ KW1 K-<1HB GH1-L KJ=. >. KJ/ C1.KH12 GH1-L3

D>XX/H/.C/ /]>BK/V >. #" C1<L1-.VB U/KW//. KJ/ BKJ/.>= BM.VH1</ GH1-L =.V KJ/ =BKJ/.>= BM.VH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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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H1-L3 EX KJ/<

!

C>KH>C =C>V

!

LMH-[>C =C>V

!

=2=.>./

!

CJ12>./ LJ1BLJ=K/

!

G2MC/H12 LJ1BLJ=K/ CJ12>./

!

2=CK>C

=C>V

!

=.V >.1B>K12 W/H/ <1H/ >. KJ/ =BKJ/.>= BM.VH1</ GH1-L KJ=. >. KJ/ BKJ/.>= BM.VH1</ GH1-L3 '1.

"

K/.KB 1X [=2>./

!

G2-C1B/

!

=.V G2-K=<>./ W/H/ <1H/ >. KJ/ BKJ/.>= BM.VH1</ GH1-L KJ=. >. KJ/ =BKJ/.>=

BM.VH1</ GH1-L3 QE' C-H[/ =.=2MB/B 1X V>XX/H/.K C1<L1-.VB >.V>C=K/V KJ=K PR' 1X 2=CK>C =C>V =.V G2-

"

C1B/ W=B <1H/ KJ=. "

&

5

$

O T"

&

"#

%&

PR' 1X >.1B>K12

!

CJ12>./ LJ1BLJ=K/

!

=.V G2MC/H12 LJ1BLJ=K/ CJ12>./

W=B <1H/ KJ=. "

&

6

$

O T"

&

"#

%&

PR' 1X [=2>./

!

C>KH>C =C>V

!

G2-K=<>./

!

=2=.>./

!

=.V LMH-[>C =C>V W=B <1H/

KJ=. "

&

%

$

O T "

&

"$

%

3 '1.C2-B>1.B

$

*J/H/ /]>BK/V C/HK=>. C1HH/2=K>1. U/KW//. ', BM.VH1</ KML/B =.V

</K=U121<>CB 1X 2-.G C=.C/H3 8=CK>C =C>V

!

G2-C1B/

!

>.1B>K12

!

CJ12>./ LJ1BLJ=K/

!

G2MC/H12 LJ1BLJ=K/ CJ1

"

2>./

!

[=2>./

!

C>KH>C =C>V

!

G2-K=<>./

!

=2=.>./

!

LMH-[>C =C>V W/H/ B/.B>K>[/ V>=G.1BK>C C1<L1-.VB

!

=.V KJ/

X>HBK X1-H _>.VB W/H/ <1BK B/.B>K>[/ C1<L1-.VB3

`;a+EQDI

$

KJ1H=C1BC1L/

&

'J>./B/ </V>C=2 BM.VH1</ KML/

&

.1.

"

B<=22 C/22 2-.G C=.C/H

&

</K=U1

"

.1<>CB

##代谢组学是目前中医药机制研究的热点!其从代谢

网络终端表象的整体角度反映生物体的功能水平!与中

医整体观念相一致'

#

(

) 近年来!该技术被广泛运用于中

医证型的研究中!其通过分析不同证型患者体内异常代

谢状态的差异性!为*证+的研究提供了相对客观的物质

基础'

!

(

!然前期临床代谢组学研究较多围绕患者血清或

者尿液进行!对病变组织进行代谢组学研究却较少涉

及'

&

(

!此大大影响了对中医*证+的认识) 鉴于此!本研

究在临床收集
#!"

例非小细胞肺癌$

4I'8'

%患者

$虚,实证各
%"

例%!运用胸腔镜技术!对其肿瘤组织进

行代谢组学分析!以期揭示可能存在的代谢化合物差

异!为临床该病中医诊疗提供新线索!现报道如下)

资料与方法

#

#诊断标准

#

!

#

#西医诊断标准#

4I'8'

诊断标准参照
!"":

年
+ZE

肺及胸膜肿瘤组织学分类修订方案'

:

(

!并根据

R)''

及
P(''

专家组提出的诊断标准对其进行分期和

病理学分型!

*4,

分期!诊断为
4I'8'

!病理分型为腺

癌!形态分型为结节型!分期为
!P

,

!9

期'

$

(

!所有病例均

通过
&

名高年资病理医师复查取得一致病理诊断&肺部

良性孤立性结节由结节组织病理活检确诊)

#

!

!

#中医诊断标准#参照-中药新药临床指导

原则.

'

%

(

!诊断为虚证,实证) 其中虚证主要表现为神

疲懒言!倦怠乏力!语声低微!或伴口干咽燥!潮热盗

汗!脉细无力等&而实证主要表现为咳嗽多痰!大便干

结!尿液偏黄!发热口渴!舌质红!舌苔黄腻!或伴舌质

紫黯有瘀斑!舌下静脉曲张明显!脉涩实有力等)

!

#纳入标准#

4I'8'

#$

#

%符合
4I'8'

诊断标

准及中医辨证分型标准&$

!

%分期为
!P

,

!9

期&$

&

%病

理分型为腺癌&$

:

%形态分型为结节型&$

$

%初次手术!

尚未行化疗,放疗及分子靶向治疗&$

%

%年龄
#5 b 6$

岁&$

6

%体力状况$

`OI

% 评分
!%"

分!估计存活时间
!

%

个月&$

5

%愿意签署知情同意书患者)

肺部良性孤立性结节#$

#

%组织病理活检确诊者&

$

!

%年龄
#5 b6$

岁&$

&

%愿意签署知情同意书患者)

&

#排除标准#$

#

%术后发生远处转移!并得到病

理或影像学$

'*

,

,Q)

,

;'*

,

O;*

"

'*

等% 证实&$

!

%

有先天性疾病&$

&

%精神病患者&$

:

%合并有心脑血管,

肝,肾和造血系统等严重原发性疾病&$

$

%妊娠,哺乳

期妇女及过敏体质患者)

:

#一般资料#

#!"

例均为
!""7

年
#

月/

!"#!

年
#!

月就诊于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南京明基医院及江

苏省沭阳中医院的
4I'8'

患者!按照中医不同证型

分成两组!虚证组,实证组各
%"

例&同期收集体检肺部

良性结节者
%"

例!设为对照组!经胸腔镜取出组织病

理证实为肺部良性孤立性结节!

&

组间基线比较

$表
#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O S"

!

"$

%) 研究由江苏

省沭阳中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伦理批号#

!"#"I8

$

"!"

$

"!

!符合伦理规范)

表
#

$各组一般资料比较$$

]

%

B

%

组别 例数
年龄

$岁%

性别$例%

男 女

*4,

分期$例%

!P !9

肿瘤$结节%

直径$

C<

%

切口数$例%

&

个
:

个
$

个

手术时间

$

<>.

%

术中出血量

$

<8

%

对照
%" $$

&

&$

%

#!

&

$: :! #5

/ /

!

&

57

%

#

&

!7 &# #7 #"

/ /

实证
%" $%

&

#$

%

#$

&

!! &7 !# && !6 !

&

7&

%

#

&

!5 &" #5 #! #&#

&

$5

%

:!

&

&5 ##%

&

$%

%

:!

&

#!

虚证
%" $&

&

&!

%

#&

&

!% :# #7 &: !% &

&

"#

%

#

&

:# !7 #7 #! #!7

&

!&

%

&6

&

&5 #"!

&

6$

%

&%

&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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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研究方法

$

!

#

#胸腔镜肺癌组织及良性结节组织活检术

采用
IK1Hc !%"

型胸腔镜及
IKHM_/H

成像系统) 麻醉

成功后!标准侧卧位!腰桥抬高!使术侧的肋间隙相对

扩大) 常规消毒铺巾!术中单肺通气) 于腋中线第
6

或第
5

肋间做一
#

!

! C<

小切口为观察孔!置入直径

#" <<

的
"

'胸腔镜!探查胸腔并依据需活检的靶组织

位置及毗邻关系!在胸腔镜引导下做其余操作孔) 术

中定位找出靶组织后!置入卵圆钳于病灶周围定出楔

形切除范围!用直线切割缝合器将活检靶组织切除)

切除的标本置入内镜标本袋后取出!送病理检查'

6

(

)

$

!

!

#新鲜取的肺癌组织及良性结节组织代谢组

学研究

$

!

!

!

#

#气相色谱"质谱$

N'

"

,I

%样本预处理#

新鲜取的相同部位肺癌组织及良性结节组织用
O9I

洗
&

次!

# G

肿瘤组织放入
# <8 O9I

中!并在小玻璃

皿中匀浆!组织匀浆
# !"" H F<>.

!

# <>.

离心后收集

上清液备检查! $

!"

(保存) 试验时取
#"" "8

匀浆

液!加入
#" "8

内标$

#6

碳脂肪酸
% <GF<8

%!加入

# """ "8

乙腈!涡旋混合
# <>.

!冰浴超声
#" <>.

!

#5 """ H F<>.

!

:

(离心
$ <>.

) 取上清置干净试管

中!氮 气 吹 干) 加 入
$" "8

甲 氧 胺 吡 啶 溶 液

$

#$ <GF<8

%!混匀!

&"

(

! J

) 加衍生化试剂$

,I*

"

dP

)

*,'I e#""

)

#

!

0F0

%

$" "8

!混匀静置)

# J

后移

取上清液到微量进样管!供
N'

"

,I

分析)

$

!

!

!

!

#

N'

"

,I

分析#具体实验条件如下#气相

条件#分流比为
!

)

#

&进样量
"

!

$ "8

) 进样口温度#

!5"

(&接口温度#

!$"

() 升温程序#

5"

(!保持

! <>.

!以
#"

(

F<>.

升至
#:"

(!以
:

(

F<>.

升至

!:"

(!再以
#"

(

F<>.

升至
!5"

(!保持
& <>.

) 离

子源温度#

!""

() 载气#高纯度氦气) 质谱条件#载气

流速!

#

!

" <8F<>.

) 电离方式#

;)

!电子能量
6" /0

) 扫

描范围#

$"

*

5"" <Fc

)

根据
N'

"

,I

总离子流图中各峰保留时间挑选共

有峰!获取各峰与内标峰的峰面积数据!用相对峰面积

$与内标峰的比值%表示代谢物的相对含量!并运用

O'P

以及
O8I

"

DP

区分各种间差异性) 精密度实验#

取同一样品连续进样
%

次!计算各相对峰面积的相对

标准偏差$

QID

%) 代谢物鉴定#利用
4)I*

质谱数据

库对共有的内源性代谢物作鉴定!以通常匹配度
S

5"f

的鉴定结果作为较为可信的物质)

$

!

!

!

&

#针对虚证,实证组具有差异性的代谢化

合物绘制
QE'

曲线!并计算
PR'

以进一步评估其对

证型诊断的敏感性)

%

#统计学方法#采用
IOII #%

!

"

软件分析!计

量资料采用
]

%

B

表示!两组间比较采用
K

检验!计数

资料采用
#

! 检验!多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

O'P

及
O8I

"

DP

应用
I),'P

"

O ##

!

$

软件&采用

QE'

曲线
PR'

分析各差异化合物虚实证间敏感性)

O T"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

#

&

组样品的代谢谱分析$图
#

%#总离子流色谱

图显示#

&

组样品中
QID T&"f

的色谱峰的峰面积总

和占该样品总峰面积的比例均
S5"f

!说明这些方法的

重复性较好!满足代谢组学方法的要求)

!

#

&

组样品的
O'P

及
O8I

"

DP

分析$图
!

$

:

%

对
&

组样品的代谢数据进行了
O'P

及
O8I

"

DP

分

析!表示模型解释能力的参数
Q

!

a e"

!

65

和表示模型

预测能力的参数
\

!

a e "

!

:$

!而且
Q

!

a

"

>.K/HC/LK e

"

!

:!

和
\

!

a

"

>.K/HC/LK e

$

"

!

!7

!这些参数说明不存

在过拟合现象$图
!

%)

图
#

$

N'

"

,I

分析总离子流色谱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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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图
!

$

O8I

"

DP

模型判别图

进一步利用
4)I*

质谱数据库对共有的内源性代

谢物作鉴定!以通常匹配度
S5"f

的鉴定结果作为较

为可信的物质!共发现
56

种代谢化合物!并运用
O'P

及
O8I

"

DP

分析其差异性!其中主成分积分值集中分

布于椭圆形得分图的不同区域$图
&

,

:

%)

##注#

'N

为对照组&

;IN

为实证组&

DIN

为虚证组&图
:

同

图
&

$

&

组患者肿瘤组织代谢物的
O'P

分析图

图
:

$

&

组患者肿瘤组织代谢物的
O8I

"

DP

分析图

&

#

&

组具有差异性的代谢产物含量比较$图
$

%

按照
0)O

值$

S#

为重要因素%依次排列
&

组样品的

差异化合物!两肿瘤组$虚证组,实证组%与对照组比

较#

#%

个化合物存在差异!其中十六酸,柠檬酸,丙酮

酸,丙氨酸,磷酸胆碱,甘油磷酸胆碱,亚油酸,油酸,乳

酸,肌醇含量肿瘤组高于对照组!缬氨酸,葡萄糖,谷氨

酰胺,亮氨酸,异亮氨酸,赖氨酸含量对照组高于肿瘤

组&虚证组与实证组比较#

#"

个化合物存在差异!其中

柠檬酸,丙酮酸,丙氨酸,磷酸胆碱,甘油磷酸胆碱,乳

酸,肌醇含量虚证组高于实证组!缬氨酸,葡萄糖,谷氨

##注#与对照组比较!

"

O T"

!

"#

&与实证组比较!

#

O T"

!

"#

图
$

$

&

组患者肿瘤组织代谢产物的差异

酰胺含量实证组大于虚证组)

:

#虚,实证组患者差异化合物敏感性评估$图
%

!

表
!

%#进一步对虚证,实证组具有差异性的
#"

个化合物

进行
QE'

曲线
PR'

分析比较差异性!并按照
PR'

面

图
%

$虚,实证组患者肿瘤组织代谢化合物

相对含量差异
QE'

曲线

表
!

$虚,实证组患者肿瘤组织代谢化合物相对含量

差异
QE'

曲线的
PR'

比较

代谢化合物
PR'

I

]

O

值
7$f')

乳酸
"

&

7"$ &" "

&

":" !$ %

&

$"6%& ;

$

7 "

&

5!6 :"

$

"

&

75$ !"

葡萄糖
"

&

5$" :% "

&

"$" 5! $

&

$5%#6 ;

$

6 "

&

6$" 5#

$

"

&

7$" "&

肌醇
"

&

6%5 "5 "

&

"%# #6 #

&

!5656 ;

$

: "

&

%:5 #6

$

"

&

556 76

磷酸胆碱
"

&

6&5 $% "

&

"%& 6: 6

&

!5&$5 ;

$

: "

&

%## %!

$

"

&

5%# :7

甘油磷酸胆碱
"

&

6!" #6 "

&

"%! !: "

&

""# %% "

&

$75 #5

$

"

&

5:! #%

缬氨酸
"

&

%5: :$ "

&

"%% "& "

&

""5 :& "

&

$$$ "&

$

"

&

5#& 55

柠檬酸
"

&

%6% "$ "

&

"%$ 6$ "

&

"## 7! "

&

$:6 #5

$

"

&

5": 7!

谷氨酰胺
"

&

%6& 7$ "

&

"%% 6! "

&

"#! 76 "

&

$:& #6

$

"

&

5": 6&

丙氨酸
"

&

%:6 :5 "

&

"%6 %$ "

&

"&$ #6 "

&

$#: 57

$

"

&

65" "6

丙酮酸
"

&

%&7 "5 "

&

"%5 #: "

&

":% 77 "

&

$"$ $&

$

"

&

6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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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积的大小评估化合物的敏感性!其中乳酸及葡萄糖

PR' S"

!

5

!肌醇,磷酸胆碱及甘油磷酸胆碱
S"

!

6

!而

缬氨酸,柠檬酸,谷氨酰胺,丙氨酸及丙酮酸
S"

!

%

)

讨##论

4I'8'

为目前临床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近年

来发病率呈上升趋势!而中西医结合治疗的优势日益

明显'

5

(

) 辨证作为治疗的前提!在临床具有重要指导

意义!由于现代疾病谱的发展,患者个体特异性及医者

主观性等各种因素!可能会影响辨证准确性!故中医诊

断方法亦应该与时俱进'

7

(

)

随着具有微创特点的胸腔镜技术在临床逐渐被普

及!中医对肺癌的辨证亦进入了微观辨证时代'

#"

(

!其

不仅可用于疾病的诊断治疗!同时亦可对患者各种内

在功能进行检测!为疾病预后判断提供线索!本课题组

前期在胸腔镜下取肿瘤组织进行研究!发现虚证患者

较实证患者肿瘤免疫较低'

##

(

!且其肿瘤更容易发生转

移'

#!

(

!此符合中医*有诸内者必形于诸外+的司揣思

想) 本研究在前期研究基础上! 胸腔镜下采集

4I'8'

虚,实证型患者的肿瘤组织!并结合代谢组学

这一目前肺癌研究的热点'

#&

(

!通过分析其证型相关代

谢化合物的差异性!更进一步充实中医微观辨证的

内涵)

正如本研究结果所示!不仅发现了
#%

种肺癌与

肺部良性结节组织之间的显著差异性化合物!同时亦

对
!

种不同证型肿瘤患者在代谢水平做出了科学鉴

别!丰富了传统中医的虚,实正邪观) 此外本课题组进

一步探索了虚实证型的敏感性诊断指标!其中以乳酸,

葡萄糖,肌醇及磷酸胆碱最为敏感的诊断化合物!而甘

油磷酸胆碱,缬氨酸,柠檬酸,谷氨酰胺,丙氨酸及丙酮

酸次之) 有学者研究发现!乳酸等代谢产物在肿瘤患

者中显著升高而葡萄糖的降低是由于
W=HU-HG

效应

的持续存在!是肿瘤细胞能量代谢异常即糖代谢增强

的结果'

#:

(

!而肌醇,磷酸胆碱作为肿瘤细胞能量代谢

及脂质代谢异常时的反应物!在机体免疫功能低下及

肿瘤细胞增殖时候显著增加'

#$

(

!本研究发现虚,实证

型最敏感的鉴别诊断物乳酸,肌醇及磷酸胆碱在虚证

中显著高于实证组!而葡萄糖则较低!此结果说明

4I'8'

虚证患者较实证患者肿瘤能量,糖类,脂质代

谢更为活跃!同时其机体免疫功能较差而肿瘤细胞增

殖速度更快!此也许可以从代谢组学角度解释前期我

们的研究结果)

综上所述!本研究对
4I'8'

常见中医证型进行

总结归纳!围绕正,邪相关的两大主证展开研究!并运

用胸腔镜技术!通过对两证型所对应代谢组学的差异

性研究!为中医证型研究提供微观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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