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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联合全身化疗和$或%动脉灌注化疗治疗

胰腺癌肝转移的回顾性研究

欧阳华强#

$潘战宇#

$刘$方!

$谢广茹#

$闫祝辰#

摘要$目的$评价中药联合全身化疗和!或"动脉灌注化疗治疗胰腺癌肝转移 !

D:.?E/:F;? ?:.?/E

G;FH 2;I/E 9/F:JF:J/J

#

K'6,

"的疗效及安全性$ 方法$回顾性分析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
!""#

%

!"#"

年
#"

年间采用中药联合全身化疗和!或"区域性动脉灌注治疗的
!L!

例
K'6,

患者#其中西医治疗组
#$B

例#中西医治疗组
#&$

例$ 对西医治疗组患者采用含吉西他滨 !

M8,

"的方案化疗#其中部分患者接受区域

性动脉灌注治疗&中西医治疗组在接受上述治疗的同时持续口服清热消积中药
7

周以上$ 观察中位生存时

间 !

9/N;:. J-EI;I:2 F;9/

#

,O*

"'不良反应及并发症发生率$ 结果$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 !

K P "

!

"$

"$ 西医治疗组和中西医治疗组的
,O*

分别为
7

!

Q

'

$

!

$

个月#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K R"

!

"$

"$全组无化疗或动脉灌注治疗相关性死亡#毒副反应均可耐受$ 结论$中药联合全身化疗和

!或"动脉灌注治疗安全有效#可作为
K'6,

姑息治疗的优先选择$

关键词$胰腺癌&肝脏&转移&动脉灌注化疗&全身化疗&中西医结合

S T/FE1JD/?F;I/ OF-N< 1U 'H;./J/ V/EW:2 ,/N;?;./ '19W;./N G;FH O<JF/9;? 'H/91FH/E:D< :.NC1E

T/X;1.:2 SEF/E;:2 K/EU-J;1. U1E K:.?E/:F;? ':.?/E G;FH 6;I/E ,/F:JF:J/J

$

AY5S4M V-:

"

=;:.X

#

"

KS4 ZH:.

"

<-

#

"

6)Y [:.X

!

"

\)8 M-:.X

"

E-

#

"

:.N 5S4 ZH-

"

?H/.

#

$

# @/D:EF9/.F 1U ).F/XE:F;I/ A.?121

"

X<

"

*;:.];. ,/N;?:2 Y.;I/EJ;F< ':.?/E V1JD;F:2

"

4:F;1.:2 '2;.;?:2 T/J/:E?H '/.F/E 1U ':.?/E

"

^/< 6:W1E:

"

F1E< 1U ':.?/E KE/I/.F;1. :.N *H/E:D<

"

*;:.];.

$

&"""%"

%"

'H;.:

&

! @/D:EF9/.F 1U ).F/EI/.F;1.:2 *H/E:

"

D<

"

*;:.];. ,/N;?:2 Y.;I/EJ;F< ':.?/E V1JD;F:2

"

4:F;1.:2 '2;.;?:2 T/J/:E?H '/.F/E 1U ':.?/E

"

^/< 6:W1E:

"

F1E< 1U ':.?/E KE/I/.F;1. :.N *H/E:D<

"

*;:.];.

$

&"""%"

%"

'H;.:

S_O*TS'*

$

AW]/?F;I/

$

*1 /I:2-:F/ FH/ /UU;?:?< :.N J:U/F< 1U 'H;./J/ H/EW:2 9/N;?;./ ?19W;./N

G;FH J<JF/9;? ?H/91FH/E:D< :.NC1E E/X;1.:2 :EF/E;:2 D/EU-J;1. U1E D:.?E/:F;? ?:.?/E G;FH 2;I/E 9/F:JF:J/J

$

K'6,

%

3 ,/FH1NJ

$

+/ E/FE1JD/?F;I/2< J/2/?F/N !L! D:F;/.FJ G;FH K'6, GH1 G/E/ FE/:F/N W< 'H;./J/

H/EW:2 9/N;?;./ ?19W;./N G;FH J<JF/9;? ?H/91FH/E:D< :.NC1E E/X;1.:2 :EF/E;:2 D/EU-J;1. :F *;:.];. ,/N;

"

?:2 Y.;I/EJ;F< ':.?/E V1JD;F:2 UE19 (:.-:E< !""# F1 @/?/9W/E !"#"3 S22 D:F;/.FJ G/E/ :JJ;X./N F1 FH/

+/JF/E. 9/N;?;./ FE/:F9/.F XE1-D

$

#$B ?:J/J

%

:.N FH/ ;.F/XE:F;I/ 9/N;?;./ FE/:F9/.F XE1-D

$

#&$ ?:

"

J/J

%

3 K:F;/.FJ ;. FH/ +/JF/E. 9/N;?;./ FE/:F9/.F XE1-D G/E/ FE/:F/N G;FH X/9?;F:W;./

$

M8,

%"

W:J/N

?H/91FH/E:D<

"

:.N D:EF;:2 1U FH/9 E/?/;I/N E/X;1.:2 :EF/E;:2 D/EU-J;1.3 *H1J/ ;. FH/ ;.F/XE:F;I/ 9/N;?;./

FE/:F9/.F XE1-D :NN;F;1.:22< F11` 'H;./J/ H/EWJ 1U ?2/:E;.X H/:F :.N /2;9;.:F;.X 9:JJ U1E :F 2/:JF 7

G//`J3 *H/ 9/N;:. J-EI;I:2 F;9/

$

,O*

%"

:NI/EJ/ E/:?F;1.J :.N FH/ ;.?;N/.?/ 1U ?19D2;?:F;1.J G/E/ 1W

"

J/EI/N3 T/J-2FJ

$

*H/E/ G:J .1 JF:F;JF;?:2 J;X.;U;?:.?/ ;. X/./E:2 N:F: W/FG//. FH/ FG1 XE1-DJ

$

K P"

%

"$

%

3 *H/E/ G:J JF:F;JF;?:2 N;UU/E/.?/ ;. ,O* W/FG//. FH/ FG1 XE1-DJ

$

7

%

Q 91.FHJ IJ $

%

$ 91.FHJ

"

K R"

%

"$

%

3 41 N/:FH 1??-EE/N N-E;.X ?H/91FH/E:D< 1E E/X;1.:2 :EF/E;:2 D/EU-J;1.3 S22 F1a;? 1E :NI/EJ/ E/

"

:?F;1.J G/E/ F12/E:W2/3 '1.?2-J;1.

$

'H;./J/ H/EW:2 9/N;?;./ ?19W;./N G;FH J<JF/9;? ?H/91FH/E:D<

:.NC1E E/X;1.:2 :EF/E;:2 D/EU-J;1. G:J /UU/?F;I/ :.N J:U/

"

:.N ;F ?1-2N W/ 1DF;9:22< J/2/?F/N :J D:22;:F;I/



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

(-./ !"#$

"

0123 &$

"

41

!

%

!!""$$!

FH/E:D< U1E K'6,3

^85+AT@O

$

D:.?E/:F;? ?:.?/E

&

2;I/E

&

9/F:JF:J;J

&

:EF/E;:2 D/EU-J;1. ?H/91FH/E:D<

&

J<JF/9;?

?H/91FH/E:D<

&

;.F/XE:F;I/ 9/N;?;./

$$胰腺癌是恶性程度极高的消化系统癌肿"近年来

其发病率在世界范围内呈上升趋势'

!"##

年全球胰

腺癌病死率居所有恶性肿瘤第
Q

位"每年约有
!%

万

死亡病例(

#

)

' 大多数胰腺癌患者在确诊时已属局部

晚期或已出现远处转移"而转移性胰腺癌中半数以上

为肝脏转移' 由于失去手术机会"胰腺癌肝转移

$

D:.?E/:F;? ?:.?/E G;FH 2;I/E 9/F:JF:J/J

"

K'6,

%患者预后极差"迄今尚缺乏有效治疗手段(

!

)

'

本文回顾性分析了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
#"

年来治

疗的
!L!

例
K'6,

"并初步评价了中西医疗法在

K'6,

多学科综合治疗中的意义'

资料与方法

#

$诊断标准$胰腺癌肝转移的诊断标准可参照

!"#7

年*胰腺癌综合诊治中国专家共识+

(

&

)

"在有影

像学检查结果支持$胰腺及肝脏占位性病变%的前提

下"组织病理学和$或%细胞学检查是确诊胰腺癌的唯

一依据和金标准' 获得组织病理学或细胞学标本的方

法有手术,脱落细胞学检查和穿刺活检术等'

!

$纳入标准与排除标准$纳入标准#$

#

%符合胰

腺癌肝转移诊断标准"有明确病理学诊断提示为起源

于胰腺导管上皮的恶性肿瘤&$

!

%住院期间曾接受以

吉西他滨$

M/9?;F:W;./

"

M8,

%为基础的全身化疗和

$或%区域性动脉灌注化疗'

&

$排除标准$$

#

%伴神经内分泌癌&$

!

%主要研

究资料不全者'

7

$临床资料$

&LQ

例均为
!""#

年
#

月
#

日-

!"#"

年
#!

月
&#

日在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经病理

确诊的
K'6,

患者' 其中采用以
M8,

为基础的全身

化疗和$或%区域性动脉灌注化疗者共
!L!

例"另
#"%

例患者接受化疗以外的其他姑息治疗'

!L!

例患者

中"男
!""

例"女
L!

例"男女比例为
!

!

#B

%

#

' 年龄

#$ bQ7

岁"中位年龄
$Q

岁"其中
%"

岁以上者
#!%

例

$

7&

!

!c

%' 肿 瘤 部 位# 胰 头
C

胰 颈 部
##%

例

$

&L

!

Bc

%"胰体
C

胰尾部
#7#

例 $

7Q

!

&c

%"全胰腺
&$

例 $

#!

!

"c

%' 胰腺癌及肝转移灶由
_

超,

'*

或术中

探查发现"并经术后病理和
C

或胰腺
C

肝脏穿刺活检证

实' 全部病例中明确诊断为导管腺癌者
!!L

例

$

BQ

!

7c

%"黏液腺癌
$

例 $

#

!

Bc

%"囊腺癌,小细胞

癌,腺泡细胞癌,鳞状细胞癌及促结缔组织增生性小圆

细胞肿瘤各
#

例"见癌细胞或有恶性证据者
$&

例

$

#Q

!

!c

%' 其中同时性肝转移
!!B

例 $

BB

!

Bc

%"异

时性 $胰腺癌与肝转移发病间隔时间
! &

个月%肝转

移
%$

例 $

!!

!

&c

%'

%&

例 $

!#

!

%c

%患者既往曾接

受胰腺癌根治性手术"全部患者的
^KO

评分均
!B"

分"治疗前均无明显的肝,肾功能异常"骨髓储备和造

血功能良好' 依据治疗方案的不同"

!L!

例患者分为

!

组#西医治疗组 $

#$B

例%与中西医治疗组 $

#&$

例%'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表
#

%"差异均无统计学

意义 $

K P"

!

"$

%'

表
#

$两组患者的临床资料与治疗方式比较

项目
西医治疗组

$

#$B

例%

中西医治疗组

$

#&$

例%

K

值

性别$男
C

女%

#"7C$& L$C7" "

&

7$

年龄$岁"

a

'

J

%

$B

&

L

'

L

&

" $B

&

&

'

##

&

$ "

&

%"

^KO

评分$分%

BL

&

7

'

L

&

L Q"

&

Q

'

Q

&

B "

&

!#

胰腺原发肿瘤直径$

?9

%

$

&

!

'

!

&

! 7

&

L

'

#

&

& "

&

"L

肝转移位置$肝左叶
C

右叶
C

双叶%

#"C7$C#"! #!C!%CLB "

&

$$

转移灶数目$

#C!C&

个以上%

!BC##C##L !!C#LCL7 "

&

$&

肝转移瘤最大径$

?9

"

a

'

J

%

&

&

!

'

!

&

& &

&

7

'

#

&

Q "

&

77

肝外转移$有
C

无%

77C##& &QCLB "

&

7B

全身化疗$例%

L!C#$B BBC#&$ "

&

#$

动脉灌注化疗$例%

QLC#$B Q&C#&$ "

&

#!

全身化疗联合动脉灌注化疗$例%

!QC#$B !!C##$ "

&

7L

$

$治疗方法$全部患者均接受含
M8,

的化疗

方案' 根据患者就诊时的具体情况$医生临床个体化

治疗决策差异及征求患者方面意愿等%分别选择动脉

灌注治疗和$或%全身化疗' 其中
#!&

例患者接受动

脉灌注治疗#以
M8,

$

# """ 9XC9

!

%联合奥沙利铂

$

Aa:2;D2:F;.

"

6

"

AVK

"

#&" 9XC9

!

%腹腔动脉及肝动

脉灌注化疗为主"若肿瘤局部血供丰富则予超液化碘

油或海藻酸钠微球超选择性栓塞' 该组患者共完成

#QL

次灌注化疗$含
#!$

次局部栓塞%'

##L

例患者

接受全身化疗#

M8, # """ 9XC9

!

"

&" 9;.

静脉滴

注"每周
#

次"连续
&

周"

!Q

天为
#

周期"部分患者根

据体能状况联合
6

"

AVK

$

#&" 9XC9

!

%第
#

天化疗'

另外
$"

例患者先行动脉灌注治疗"即将
M8,

每周期

第
#

周用药改为
M8,

$

# """ 9XC9

!

%联合
6

"

AVK

$

#&" 9XC9

!

%腹腔动脉及肝动脉灌注化疗"若肿瘤局

部血供丰富则配合超液化碘油或海藻酸钠微球超选择

性栓塞' 第
!

周起予以
M8, # """ 9XC9

!

"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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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脉滴注"每周
#

次"连续
!

周"

!Q

天为
#

个周期' 中

西医治疗组
#&$

例患者同时接受了以清热消积,健脾

祛湿为治法的中草药治疗"中药主方为清胰健脾方

$自拟%# 白花蛇舌草
&" X

$半枝莲
#$ X

$蛇六谷

&" X

$三七
% X

$红景天
#! X

$八月札
&" X

$白豆

蔻
% X

' 有黄疸者配伍茵陈蒿汤$茵陈
!" X

$大黄
% X

栀子
#" X

%&腹痛加延胡索
&" X

"木香
#" X

&腹有痞块

加干蟾皮
#" X

"蜂房
#" X

"山慈菇
#$ X

&便秘加大黄

#" X

"虎杖
#$ X

"蒲公英
#$ X

&腹泻加防风
#" X

"土茯

苓
#$ X

&厌食加山楂
&" X

"神曲
&" X

"炒麦芽
&" X

&有

腹水加车前子
!" X

"大腹皮
&" X

"泽泻
#$ X

' 中药饮

片由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中药房提供"每天
#

剂"每

剂药煎至
!

袋"

#!" 96C

袋"早,晚两次温服"连服
!

周

为
#

个疗程"本组患者服药均在
!

个疗程以上'

%

$观察指标$观察并比较两组中位生存时间

$

9/N;:. J-EI;I:2 F;9/

"

,O*

%"即从影像学确诊肝

转移之日起至患者死亡或随访截止日期"失访的患者

以末次随访时间作为截尾值' 评估并比较各组患者不

良反应及并发症发生率'

B

$病例随访$患者出院后通过信件和电话方式

每
&

个月随访
#

次"末次随访日期为
!"#!

年
#!

月

&#

日'

Q

$统计学方法$采用
OF:F: #!

!

"

统计软件' 计

量资料用
a

'

J

表示"组间一般资料的比较根据正态性

与方差齐性采用
!

! 检验或秩和检验"两组构成比及

样本率的比较采用
!

! 检验或秩和检验"样本均数间

的两两比较采用
J;N:`

法' 生存率以年计算"从确诊

肝转移癌到死亡或随访截止日期为准' 用
^:D2:.

"

,/;/E

法计算生存期"

61X

"

E:.`

法进行组间比较"

K R"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

$生存率比较$全部病例中位随访时间为
B%

!

L

个月"共
#%

例患者失访"随访率为
L7

!

$c

'

!L!

例患

者的
"

!

$

,

#

,

&

年生存率分别为
&L

!

"c

,

#$

!

Bc

,

7

!

!c

'

,O*

为
$

!

#

个月' 西医治疗组的
"

!

$

,

#

,

&

年生存率分别为
&$

!

%c

,

#7

!

"c

,

"c

"

,O*

为
7

!

Q

个

月&中西医治疗组的
"

!

$

,

#

,

&

年生存率分别为

7&

!

"c

,

#%

!

%c

,

%

!

Lc

"

,O* $

!

$

个月"略优于西医

治疗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d%

!

&#

"

K R"

!

"$

%'

!

$不良反应和并发症发生情况$接受化疗 $含

动脉灌注治疗%的全部
!L!

例患者中"

"

度粒细胞减

少和
"

度血小板减少分别有
!B

例 $

L

!

!c

%和
!"

例

$

%

!

Qc

%"经对症治疗后均获得缓解' 接受选择性血

管栓塞的
##!

例患者中"有
#"B

例 $

L$

!

$c

%发生明

显的栓塞后综合征"主要表现为发热,肝区疼痛及胃肠

道反应等"大多发生于动脉灌注术后并持续
7Q b

B! H

'

#B&

例接受动脉灌注治疗的患者中"

"

度丙氨酸

氨基转移酶 $

:JD:EF:F/ FE:.J:9;.:J/

"

S6*

%升高

有
&"

例 $

#B

!

&c

%"经保肝治疗后均在
!

周之内恢复

正常' 全组病例中无化疗或动脉灌注治疗相关性

死亡'

&

$长期生存情况$本组病例中"生存时间
!#

年

者
7&

例"

!&

年者
%

例"

P$

年者
$

例"所有患者至随

访截止日期仍然存活者
L

例"生存时间最长的患者为

#"

!

!

年'

7&

例生存时间
! #

年的患者中"西医治疗

组
!#

例"

,O* #$

!

"

个月"中西医治疗组
!!

例"

,O*

为
!B

!

Q

个月"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d%

!

"$

"

K R

"

!

"$

%'

,O* P !7

个月的患者中"中西医治疗组
##

例"而西医治疗组
7

例'

,O* P&%

个月的
%

例患者"

均为中西医治疗组'

7

$两组主要生存相关因素分析$图
#

%$各因素

之间存在一定差异"尤以体能状况评分$

8'AM"#

%

较好者更受益于联合治疗"但总体上并未对疗效及生

存率造成阳性结果 $

K d"

!

LB#

%'

讨$$论

肝脏是胰腺癌远处转移最常发生的实质脏器'

K'6,

占晚期胰腺癌病例的半数以上"迄今尚无针对

K'6,

的前瞻性随机对照临床试验' 部分回顾性病例

分析提示"

K'6,

的
,O*

多在
&

(

%

个月(

7

#

%

)

"几无

手术机会"内科治疗为主要选择' 本研究初步评价了

以全身化疗和
C

或区域性动脉灌注$栓塞%化疗为主,部

分患者联合中药治疗
K'6,

的疗效"是目前国内外就

该病种最大样本量的临床分析"统计结果提示本组疗

效近似于或略优于既往文献报道(

7

"

$

)

'

胰腺癌发生肝转移时"往往同时合并有其他部位

如胃肠道,壶腹周围及腹膜后广泛淋巴结转移"无手术

适应症' 即便是对肝转移灶体积较小 $平均最大径仅

"

!

% ?9

%的患者实行局部切除"也无法延长总生存

期(

B

)

'

OHE;`H:.N/ O0

等(

Q

)研究指出"对部分有选择

性的患者予以肝转移灶切除连同腹膜后淋巴结清扫可

能有一定价值' 但迄今为止"手术切除
K'6,

的意义

仍未在学术界达成共识'

以
M8,

为基础的化疗依然是绝大多数
K'6,

患

者治疗的首选' 研究证实"

M8,

联合白蛋白结合型紫

杉醇,卡培他滨等可改善部分体能状况较好的转移性

胰腺癌患者的生存率 (

L

"

#"

)

' 一项有关转移性胰腺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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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两组主要生存相关因素分析

$其中
Q7c

为肝转移%的多中心
#

期随机对照临床试

验结果表明#

M8,

联合白蛋白结合型紫杉醇组的

,O*

比
M8,

单药组明显延长 $

Q

!

$ IJ %

!

B

个月"

K R"

!

"#

%"且联合组显著改善无进展生存期,客观缓

解率及其他疗效终点"而不增加严重不良事件发生

率(

##

)

' 国内进行的
$C%

期临床试验也提示
M8,

联

合白蛋白结合型紫杉醇可延长中国人群中晚期胰腺癌

患者 $其中
%!c

为肝转移%的
,O*

达
#!

!

!

个月(

L

)

"

与上述结论相一致' 本组病例由于时间跨度较长"尚

未涉及白蛋白结合型紫杉醇的相关研究"但患者都接

受了以
M8,

为主的化疗'

除了全身化疗" 选择性经动脉化疗栓塞术

$

FE:.J:EF/E;:2 ?H/91/9W12;e:F;1.

"

*S'8

%"也是

K'6,

局部治疗的重要方法'

V199: V

等 (

#!

)通过

超选择性插管以微弹簧圈阻断部分胰腺血流"改变胰

腺的血流动力学"再将导管留置于脾动脉和
C

或肝动

脉"导管另一端连接化疗泵"经化疗泵进行持续灌注化

疗"共治疗
K'6,

患者
#%

例"

,O*

达
#%

!

&

个月"考

虑重建胰腺癌与肝转移灶的血供体系"增加局部血循

环中化疗药物浓度"对控制疾病进展与延长生存期具

有重要意义'

Se;e; S

等 (

#&

) 报道了
&!

例接受多次

*S'8

的
K'6,

患者"

,O*

达
#%

个月"提示反复行

*S'8

有利于控制肿瘤病灶"并有望使患者远期获益'

同样"本研究中行
&

次以上
*S'8

的
K'6,

患者"其

,O*

达
##

!

Q

个月"

#

年生存率为
$"c

"明显优于仅

行
#

次或
!

次
*S'8

者"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K R"

!

"#

%'结合具体病例分析可知"接受多次
*S'8

的患者"多因初始治疗有效"从而获得了更多的后续诊

治机会' 若在多次
*S'8

的基础上联合全身化疗及

中药治疗"患者临床获益的概率将进一步增加'

晚期胰腺癌属中医学.伏梁/,.积聚/等范畴"而

癌转移中医学多从.传舍/立论"除与经络流注有关"

还与脏腑本身的生理功能有一定联系' 参考中医肿瘤

学界对胰腺癌的病机认识"主要考虑为湿热毒邪互结"

气机阻滞所致(

#7

)

' 外感湿热毒邪"或恣食肥甘厚味"

损伤脾胃"脾虚生湿"湿郁化热"热毒内蓄"内外因相互

作用"湿,热,毒邪互结而积聚成瘤' 瘤之渐大"阻碍气

机"并可循经脉气血流窜' 因肝与胰紧密相连"故常先

于五脏而受其累' 治宜清热消积"健脾化湿' 据此制

订清热消积方药"联合化疗治疗
K'6,

"取得了较好疗

效(

7

)

' 本研究中"全身化疗及区域性动脉灌注治疗均

按标准剂量与操作规程进行"中药治疗则以清热消积,

健脾祛湿为治法' 清胰健脾方联合化疗和$或%动脉

灌注治疗均显示了良好的协同作用"中西医治疗组疗

效略优"且不良反应均可耐受' 值得关注的是"中西医

治疗组患者
,O*

的延长主要体现在远期生存方面"尤

其是
,O*

超过
&%

个月的
%

例患者均属中西医治疗

组' 由此可见中西医综合治疗
K'6,

给患者带来的

生存获益"并不限于局部控制肿瘤"且可能通过调节整

体状况,改善免疫微环境"从而为机体.正气抗邪/赢

得更宝贵的时间'

本研究进一步就各生存相关因素在两治疗组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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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权重进行亚组分析"结果表明体能状况良好的患者更

易于从中西医综合治疗模式中获益"但从整体上评价

两组间风险比的差异"尚待前瞻性的随机对照临床试

验加以证实'

参 考 文 献

(

#

)$

(/9:2 S

"

_E:< [

"

'/.F/E ,,

"

/F :23 M21W:2 ?:.?

"

/E JF:F;JF;?J

(

(

)

3 'S ':.?/E ( '2;.

"

!"##

"

%#

$

!

%#

%L

#

L"3

(

!

)$

K:-2J1. SO

"

*E:. ':1 VO

"

*/9D/E1 ,S

"

/F :23

*H/E:D/-F;? :NI:.?/J ;. D:.?E/:F;? ?:.?/E

(

(

)

3

M:JFE1/.F/E121X<

"

!"#&

"

#77

$

%

%#

#&#%

#

#&!%3

(

&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胰腺癌专家委员会
3

胰腺癌综合诊治

中国专家共识 $

!"#7

年版% (

(

)

3

临床肿瘤学杂志"

!"#7

"

#L

$

7

%#

&$Q

#

&B"3

(

7

)$

A-<:.X V

"

+:.X K

"

,/.X Z

"

/F :23 ,-2F;91N:2;F<

FE/:F9/.F 1U D:.?E/:F;? ?:.?/E G;FH 2;I/E 9/F:JF:

"

J/J -J;.X ?H/91FH/E:D<

"

E:N;:F;1. FH/E:D<

"

:.NC

1E 'H;./J/ H/EW:2 9/N;?;./

(

(

)

3 K:.?E/:J

"

!"##

"

7"

$

#

%#

#!"

#

#!$3

(

$

)$刘凤永" 王茂强"段峰"等
3

胰腺癌肝转移的介入治疗

(

(

)

3

中国肿瘤临床"

!"#!

"

&L

$

%

%#

&&#

#

&&$3

(

%

)$刘凌晓" 姬巍"王建华"等
3

胰腺癌肝转移患者综合性介

入栓塞治疗生存情况的回顾性分析(

(

)

3

复旦学报$医

学版%"

!"##

"

&Q

$

!

%#

#"#

#

#"%3

(

B

)$

M2/;J./E S6

"

SJJ-9D?:1 6

"

':9/E1. (6

"

/F :23 )J

E/J/?F;1. 1U D/E;:9D-22:E< 1E D:.?E/:F;? :N/.1?:E

"

?;.19: G;FH J<.?HE1.1-J H/D:F;? 9/F:JF:J;J ]-JF;

"

U;/N

(

(

)

3 ':.?/E

"

!""B

"

##"

$

##

%#

!7Q7

#

!7L!3

(

Q

)$

OHE;`H:.N/ O0

"

^2//UU (

"

T/;J/E '

"

/F :23 K:.?E/:F;?

E/J/?F;1. U1E ,# D:.?E/:F;? N-?F:2 :N/.1?:E?;.19:

(

(

)

3 S.. O-EX A.?12

"

!""B

"

#7

$

#

%#

##Q

#

#!B3

(

L

)$

ZH:.X @O

"

+:.X @O

"

+:.X Zf

"

/F :23 KH:J/ $C%

JF-N< 1U :2W-9;.

"

W1-.N .:W

"

D:?2;F:a/2 D2-J X/9

"

?;F:W;./ :N9;.;JF/E/N F1 'H;./J/ D:F;/.FJ G;FH :N

"

I:.?/N D:.?E/:F;? ?:.?/E

(

(

)

3 ':.?/E 'H/91FH/E

KH:E9:?12

"

!"#&

"

B#

$

7

%#

#"%$

#

#"B!3

(

#"

)$

'-..;.XH:9 @

"

'H:- )

"

OF1?`/. @@

"

/F :23 KH:J/

# E:.N19;e/N ?19D:E;J1. 1U X/9?;F:W;./ I/EJ-J

X/9?;F:W;./ D2-J ?:D/?;F:W;./ ;. D:F;/.FJ G;FH :N

"

I:.?/N D:.?E/:F;? ?:.?/E

(

(

)

3 ( '2;. A.?12

"

!""L

"

!B

$

&&

%#

$$#&

#

$$#Q3

(

##

)$

01. V1UU @@

"

8EI;. *

"

SE/.: [K

"

/F :23 ).?E/:J/N

J-EI;I:2 ;. D:.?E/:F;? ?:.?/E G;FH .:W

"

D:?2;F:a/2

D2-J X/9?;F:W;./

(

(

)

3 4 8.X2 ( ,/N

"

!"#&

"

&%L

$

#Q

%#

#%L#

#

#B"&3

(

#!

)$

V199: V

"

@1; *

"

,/e:G: O

"

/F :23 S .1I/2 :EF/E;:2

;.U-J;1. ?H/91FH/E:D< U1E FH/ FE/:F9/.F 1U D:

"

F;/.FJ G;FH :NI:.?/N D:.?E/:F;? ?:E?;.19: :UF/E

I:J?-2:E J-DD2< N;JFE;W-F;1. I;: J-D/EJ/2/?F;I/

/9W12;e:F;1.

(

(

)

3 ':.?/E

"

!"""

"

QL

$

!

%#

&"&

#

&#&3

(

#&

)$

Se;e; S

"

4:X-;W 44

"

,W:2;J;`/ 8

"

/F :23 6;I/E 9/

"

F:JF:J/J 1U D:.?E/:F;? ?:.?/E

#

E12/ 1U E/D/F;F;I/

FE:.J:EF/E;:2 ?H/91/9W12;e:F;1.

$

*S'8

%

1.

F-91E E/JD1.J/ :.N J-EI;I:2

(

(

)

3 K:.?E/:J

"

!"##

"

7"

$

Q

%#

#!B#

#

#!B$3

(

#7

)$刘鲁明
3

胰腺癌的中医病因病机与辨病论治(

(

)

3

中西

医结合学报"

!""Q

"

%

$

#!

%#

#!LB

#

#!LL3

$收稿#

!"#7

#

"L

#

#Q

$修回#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十届全国中西医结合围手术期医学专题研讨会征文通知

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围手术期专业委员会定于
!"#$

年
#"

月
#%

%

#B

日在上海市举办(第十届全国中西医结合

围手术期医学专题研讨会)#以(围手术期中西医结合快速康复)为主题#通过学术探讨和经验交流'邀请我国相关领域

著名专家作专题报告#探讨围手术期新理论和新发展#推动围手术期中西医结合医学的发展$ 现征文如下*

征文内容$!

#

" 围手术期中西医结合快速康复发展趋势与展望&!

!

" 癌症的围手术期处理&!

&

" 感染防治学&!

7

"

营养支持学&!

$

" 器官功能保护学&!

%

" 医学心理学&!

B

" 中西医结合围手术期的其他相关内容$

征文要求$ !

#

" 论文内容真实可靠#具备科学性'先进性'实用性$ !

!

" 全文
&"""

字以内#需附
7""

字左右中文

摘要$ !

&

" 用
8

"

9:;2

传送电子版摘要至
%#"!"B7L7>==3?19

!请注明(围手术期征文)字样"$ !

7

" 来稿免收审稿

费#请务必注明作者姓名'工作单位'通讯地址'邮编和联系电话&是否同意参加大会交流$ !

$

" 论文截稿日期*

!"#$

年
L

月
#

日$

联系方式$ !

#

"联系人*王伟军#联系电话*

"!#

#

Q#QQ$$LB

#

8

"

9:;2

*

%#"!"B7L7>==3?19

#地址*上海市凤阳路

7#$

号!邮编
!""""&

"#上海长征医院普外一科
#Q

楼$ !

!

" 联系人*曹立幸#联系电话*

"!"

#

Q#QQB!&&

#

&$Q7"

#传

真*

"!"

#

Q#QB7L"&

#

8

"

9:;2

*

G/;JH1-JH-=;a;:.X9->#!%3?19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大德路
###

号!邮编

$#"#!"

"#广东省中医院研修楼
#Q#$

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