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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腺肽 α1 联合阿帕替尼对原发性肝癌 TACE 
术后患者免疫功能及疗效的影响 *

段瑞芳，杨道坤，魏帅，陈宝鑫，司常云

（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感染科，河南 新乡 453000）

摘要：目的 研究胸腺肽 α1 联合阿帕替尼对经导管动脉栓塞化疗（TACE）术后的原发性肝癌（PHC）

患者免疫功能和疗效的影响。方法 选取 2016 年 1 月—2018 年 4 月于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就诊的 84

例确诊为 PHC 并接受 TACE 治疗的患者，使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及实验组。所有患者在 TACE 术后

第 1 天开始口服阿帕替尼，而实验组同时给予胸腺肽 α1 治疗。比较两组的免疫功能、肝功能和不良反应。 

结果 对照组随访 1 年后病死率较实验组高（P <0.05），两组治疗前和治疗后 1、3 及 6 个月的 CD3+、CD4+

及 CD8+ 水平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随着治疗时间的延长，患者血清 CD3+、CD4+ 水平均呈升

高趋势，血清 CD8+ 水平呈下降趋势（P <0.05）。两组患者治疗前和治疗后 1、3 及 6 个月的 ALT 和 AST 比较，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随着治疗时间的延长，两组 AST 和 TBIL 呈降低趋势（P <0.05）。两组治疗后

Child-pugh 分级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实验组疾病控制率较对照组高（P <0.05）。两组患者不

良反应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结论 胸腺肽 α1 联合阿帕替尼可显著提高 TACE 后 PHC 患者

的免疫力和疾病控制率，肝功能恢复效果佳，且无难以控制的不良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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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thymosin α1 combined with Apatinib on immune function 
and therapeutic effect in patients with primary 

 hepatic carcinoma after TACE*

Rui-fang Duan, Dao-kun Yang, Shuai Wei, Bao-xin Chen, Chang-yun Si
(Department of Infectious Diseases,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Xinxiang Medical University, 

Xinxiang, Henan 45300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effect of thymosin α1 combined with apatinib on immune function and 
efficacy in patients with primary hepatic carcinoma (PHC) after TACE. Methods From January 2016 to April 2018, 
84 patients with primary hepatic carcinoma who underwent TACE at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Xinxiang Medical 
College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ll patients received oral apatinib 
on the first day after TACE, while the experimental group received thymosin α1 treatment. The immune function, 
liver function and adverse reaction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recorded. Results The mortality of the control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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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发性肝癌（primary hepatic carcinoma, PHC）为

全球发病率极高的肿瘤之一，其恶性程度高，患者预

后极差 [1-3]。因为 PHC 的发生隐匿，进展迅速，所以被

诊断时已错失手术切除机会，但患者可以接受经导管

动脉栓塞化疗（transcatheter arterial chemoembolization, 

TACE）[4]。 通 过 肝 动 脉 化 疗 栓 塞 阻 碍 血 液 到 肿 瘤

组织，引起组织坏死，是 TACE 治疗的主要原理 [5]。 

但是在肿瘤组织被阻断供血时，肿瘤血管再生及侧

枝循环形成风险增加，这也是肿瘤易复发的主要原 

因 [6]。而阿帕替尼能够与肿瘤血管生成密切相关的

血管内皮细胞生长因子 -2（vascular endothelial cell 

growth factor-2, VEGF-2） 结 合， 抑 制 肿 瘤 血 管 形

成，抗肿瘤效果显著 [7-8]。但是很多 PHC 患者在接受

TACE 及阿帕替尼治疗后，仍有复发可能，这可能与患

者肿瘤生物学特性、机体免疫功能低下等密切相关 [9]。 

胸腺肽 α1 能够激活免疫细胞，已被证明可刺激淋巴

细胞的产生和调节免疫 [10]。为达到综合治疗效果，本

文主要研究胸腺肽 α1 结合阿帕替尼对 TACE 术后

PHC 患者免疫功能和疗效的影响。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6 年 1 月—2018 年 4 月于新乡医学院第

一附属医院就诊的 84 例确诊为 PHC 并接受 TACE 治

疗的患者。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患者分成对照组和实

验组，每组 42 例。随访 1 年后，实验组 2 例患者病死，

对照组 9 例患者因疾病进展病死，故最后对照组和实

验组分别为 33 和 40 例。对照组男性 21 例，女性 12 例；

平均年龄（58.61±6.53）岁 ；平均病灶直径（3.80± 

0.55）cm ；肝 功 能 Child-pugh 分 级 B 级 患 者 23 例， 

C 级 10 例。实验组患者中男性 32 例，女性 8 例 ；平

均 年 龄（57.03±6.82） 岁， 平 均 病 灶 直 径（3.88± 

0.60）cm ；肝 功 能 Child-pugh 分 级 B 级 患 者 27 例， 

C 级 13 例。纳入标准 ：①患者符合影像学（B 超或

CT）及和 / 或穿刺活检的要求，并确诊为肝癌 [11-12] ；

②患者必须满足接受 TACE 治疗的条件 [12] ：a. 患者一

般情况较差，综合评估后不能够耐受外科手术，或者

小肝癌患者虽可接受手术治疗但不愿意进行手术和其

他方式的局部治疗 ；b. 肝功能 Child-pugh 分级 A 或

B 级，C 级肝癌患者经积极治疗后达到 A 或 B 级；c. 肿

瘤占整个肝脏的比例需 <70% ；d. 患者癌结节数量较

多（≥ 3 个），外科手术治疗不是最佳选择 ；e. 存在

没有被完全阻塞的门静脉主干，或者是肝动脉和门静

脉之间有代偿性侧支血管出现。排除标准 ：①对阿帕

替尼、胸腺肽 α1 过敏；②严重心功能不全（3、4 级）、

免疫缺陷和凝血功能严重减退，难以恢复治疗 ；③外

周血白细胞和血小板严重减少，白细胞 <3.0×109/L，

血小板 <60×109/L（不包括脾功能亢进所致）；④肿瘤

广泛转移，预计生存期 <3 个月 ；⑤存在活动性的感

染不能够同时接受治疗 ；⑥服药依从性差。

1.2    方法

两组均接受 TACE 治疗，采用 Seldinger 穿刺技术，

将注射用顺铂 60 mg 稀释后缓慢灌注，后将注射用表

柔比星 30 mg、罂粟乙碘油注射液 3 ml 乳化后缓慢推

注肿瘤供血动脉并形成血管栓塞。从术后第 1 天开始，

两组患者均口服阿帕替尼（艾坦），250 mg/d。实验组

同时皮下注射胸腺肽 α1 1.6 mg 治疗，2 次 / 周，间隔

3 d，28 d 为 1 个周期。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fter one-year follow-up (P  < 0.05). There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levels of CD3+, CD4+ and CD8+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and 1,3 and 6 months after treatment 
(P  < 0.05). With the prolongation of the treatment time, the concentrations of CD3+, CD4+ in the serum of the patients 
increased, and the levels of CD8+ in the serum decreased (P  < 0.05). The difference of ALT and AST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and 1, 3 and 6 months after treatment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There w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child Pugh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  < 0.05). The disease control rate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adverse reaction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  > 0.05). Conclusions Thymosin α1 combined with apatinib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immunity 
and disease control rate of PHC patients after TACE. The effect of liver function recovery is good, and there is no 
adverse reaction that is difficult to control.

Keywords:  liver neoplasms; immune; therapeutic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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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观察指标

① T 细 胞 亚 群 水 平（CD3+、CD4+ 及 CD8+） 检

测 ：抽取患者接受 TACE 前和治疗 1、3 及 6 个月后

晨起空腹（未活动状态）外周静脉血 2 ml，置于肝素

抗凝管中，然后进行染色、洗涤及上机。1 500 r/min 

离心 5 min，去除上清液，100μl PBS 重悬细胞，再加

入 100μl 萤光抗体 PBS，遮光摇匀放置 30 min，加入

500μl PBS，混匀后 5 000 r/min 离心 5 min，除去上清

液，再进行上述方法洗涤 1 次，移入流式管后上机检

测。所应用的仪器来自于美国 BD 公司的六色流式细

胞仪。②肝功能（ALT、AST 和 TBIL）检测 ：采集患

者晨起空腹状态下 TACE 术前及治疗 1、3 和 6 个月

后静脉血，交由本院检验科检测。应用美国 Beckman

公司的全自动生化分析仪进行酶动力法检测。同时

追踪 Child-pugh 评分，记录 1 年后患者转归。③根据

RECIST 1.1 制定的实体瘤疗效标准：完全缓解（complete 

response, CR）、 部 分 缓 解（partial response, PR）、 疾

病 稳 定（stable disease, SD） 及 疾 病 进 展（progressive 

disease, PD）。疾病控制率 =（CR+PR+SD）例数 / 总例

数 ×100%[13]。④参照 WHO 抗癌药物不良反应分级 [14]：0、

Ⅰ、Ⅱ、Ⅲ及Ⅳ级，研究进行期间密切观察两组患者所

发生的不良反应，并及时给予适度干预。

1.4    统计学分析

数据分析采用 SPSS 21.0 统计软件。计量资料以

均数 ± 标准差（x±s）表示，比较用 t 检验或重复测

量设计的方差分析；计数资料以率（%）或构成比表示，

比较用 χ2 检验 ；等级资料以等级表示，比较用秩和

检验，P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一般资料比较

两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

（见表 1）。实验组随访 1 年后病死率为 4.76%，对照组

为 21.43%，经 χ2 检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5.126，

P =0.024），对照组较实验组高。

表 1    两组基本资料比较

组别 n 年龄 /（岁，x±s） 男 / 女 / 例
肿瘤直径 /（cm，

x±s）

Child-Pugh 分级 / 例

A 级 B 级 C 级

对照组 33 58.61±6.53 21/12 3.80±0.55 0 23 10

实验组 40 57.03±6.82 32/8 3.88±0.60 0 27 13

t/χ2/Z 值 -1.005 2.434 0.563 0.040

P 值 0.318 0.119 0.575 0.841

表 2    两组血清 T 细胞亚群水平比较    （%，x±s）

组别 CD3+ CD4+ CD8+

对照组

 治疗前 55.38±10.79 25.84±3.78 33.58±4.95

 治疗后 1 个月 61.04±11.72 29.30±5.91 30.60±6.12

 治疗后 3 个月 64.41±7.27 31.38±6.93 30.34±6.40

 治疗后 6 个月 66.17±6.20 37.62±6.50 26.47±8.38

实验组

 治疗前 50.05±11.66 25.51±4.32 31.16±8.52

 治疗后 1 个月 66.15±8.60 36.79±8.42 26.43±5.35

 治疗后 3 个月 72.92±5.99 49.03±8.46 23.25±3.91

 治疗后 6 个月 79.93±11.00 59.71±9.35 20.29±2.87

2.2    两组血清 T 细胞亚群水平比较

对照组和实验组患者治疗前和治疗后 1、3 及

6 个月的 CD3+、CD4+ 及 CD8+ 水平比较，使用重复

测量设计的方差分析，结果如下 ：①不同时间点的

CD3+、CD4+ 及 CD8+ 水平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 =43.995、177.042 和 22.078，均 P =0.000）；②两组

患者血清 CD3+、CD4+ 水平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 =9.474 和 48.958，均 P =0.000）；③两组患者血清

CD3+、CD4+ 及 CD8+ 水平变化趋势比较，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F =25.572、204.667 和 55.636，均 P =0.000），

随着治疗时间的延长，患者血清 CD3+、CD4+ 水平

呈升高趋势，血清 CD8+ 水平呈下降趋势。见表 2 和 

图 1 ～ 3。

段瑞芳，等 ：胸腺肽 α1 联合阿帕替尼对原发性肝癌 TACE 术后患者免疫功能及疗效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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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两组肝功能及 Child-pugh 分级比较

两组患者治疗前和治疗后 1、3 及 6 个月的 ALT、

AST 和 TBIL 比较，经重复测量设计的方差分析，结果

如下 ：①不同时间点的 ALT、AST 和 TBIL 比较，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F =123.351、254.619 和 77.229，均

P =0.000）。②两组 ALT 和 AST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F =9.474 和 7.704，P =0.004 和 0.000）；而两组

TBIL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 =1.731，P =0.169）。

③两组 AST、TBIL 变化趋势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 =26.035 和 21.312，均 P =0.000）；而两组 ALT 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F =0.447，P =0.506），随着治疗

时间的延长，两组 AST 和 TBIL 呈降低趋势。两组治

疗后 Child-pugh 分级比较，经秩和检验，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Z =-2.163，P =0.031）。见表 3、4 和图 4 ～ 6。

表 3    两组治疗前后肝功能比较    （x±s）

组别 ALT/（u/L） AST/（u/L） TBIL/（μmol/L）

对照组

 治疗前 73.02±9.92 90.15±12.74 62.00±16.25

 治疗后 1 个月 72.25±12.07 70.72±11.28 46.12±20.18

 治疗后 3 个月 57.58±9.32 55.00±17.94 38.64±13.56

 治疗后 6 个月 50.02±8.24 36.90±6.12 29.94±17.25

实验组

 治疗前 76.08±10.40 93.75±15.74 62.13±15.71

 治疗后 1 个月 77.36±11.26 58.50±22.28 36.27±13.97

 治疗后 3 个月 52.44±7.67 38.66±9.10 27.32±10.70

 治疗后 6 个月 43.77±10.58 28.76±13.70 22.81±6.45

表 4    两组治疗 1 年后的 Child-Pugh 分级比较    例

分组 n A 级 B 级 C 级

实验组 40 29 7 4

对照组 33 15 13 5

1：治疗前；2：治疗后 1 个月；3：治疗后 3 个月；4：治疗

后 6 个月。

图 1    两组血清 CD3+ 水平变化趋势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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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治疗前；2：治疗后 1 个月；3：治疗后 3 个月；4：治疗

后 6 个月。

图 2    两组血清 CD4+ 水平变化趋势

实验组
对照组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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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治疗前；2：治疗后 1 个月；3：治疗后 3 个月；4：治疗

后 6 个月。

图 3    两组血清 CD8+ 水平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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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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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治疗前；2：治疗后 1 个月；3：治疗后 3 个月；4：治疗

后 6 个月。

图 4    两组 ALT 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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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治疗前；2：治疗后 1 个月；3：治疗后 3 个月；4：治疗

后 6 个月。

图 5    两组 AST 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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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两组疾病控制率比较    （n =42）

组别 CR 例（%）PR 例（%）SD 例（%） PD 例（%）
疾病控制

率 /%

对照组 9（21.43） 6（14.29） 12（28.57） 15（35.71） 64.29

实验组 8（19.05） 13（30.95） 16（38.10） 5（11.90） 88.10

表 6    两组不良反应比较    例

组别 发热 白细胞减少 恶心呕吐 腹痛 肝损伤

对照组

 Ⅰ级 6 5 14 8 4

 Ⅱ级 6 5 8 6 2

 Ⅲ级 4 4 2 1 1

 Ⅳ级 0 0 0 0 0

实验组

 Ⅰ级 7 6 12 9 3

 Ⅱ级 5 5 7 5 4

 Ⅲ级 1 2 2 2 2

 Ⅳ级 0 0 0 0 0

χ2 值 1.930 0.764 3.129 0.220 0.018

P 值 0.165 0.382 0.077 0.639 0.895

1：治疗前；2：治疗后 1 个月；3：治疗后 3 个月；4：治疗

后 6 个月。

图 6    两组 TBIL 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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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两组疗效比较

两组疾病控制率比较，经 χ2 检验，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χ2=6.563，P =0.010），实验组较对照组高。

见表 5。

2.5    两组不良反应比较

两组发热、白细胞减少、恶心呕吐、腹痛及肝损

伤比较，经 χ2 检验，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

见表 6。

3    讨论

PHC 很常见，其发展速度迅猛，陈金东 [15] 统计显

示 2015 年中国新增癌症病人数为 429 万，其中肝癌

患者所占比例为 10.86%，癌症病死总人数为 281 万，

其中肝癌占 15.00%。由此可见，肝癌的预防和治疗将

继续成为中国肿瘤防控的重中之重。

经 TACE 治疗后的肝癌患者，肿瘤血管再生及

侧枝循环形成风险升高，故肿瘤复发率升高 [16]。而

VEGF-2 对于肿瘤血管形成至关重要，阿帕替尼和

VEGF-2 结合的高亲和力，使其能够抗肿瘤 [7-8]。但是

有研究表明很多肝癌患者在接受 TACE 及阿帕替尼治

疗后，仍有复发可能，这可能与机体免疫功能低下有

关。在肿瘤发生过程中最主要的细胞免疫过程是 T 淋

巴细胞所介导的免疫应答过程 [17]。刘晓芬等 [18] 研究

显示 TACE 治疗后肝癌患者 T 淋巴细胞和辅助性 T 淋

巴细胞数明显减少，抑制性 T 淋巴细胞明显增加，最

终抑制了拥有杀伤活性的 T 淋巴细胞产生，导致肝癌

患者免疫力低下。胸腺肽 α1 是一种免疫细胞激活剂，

它能够刺激淋巴细胞有丝分裂原加速 T 淋巴细胞成

熟，从而提高淋巴因子（α 干扰素、γ 干扰素、白

细胞介素 -2、白细胞介素 -3 等）的浓度，同时增加

T 细胞表面淋巴因子受体水平 [19-20]。

本研究结果可知，两组患者治疗后血清 CD3+、

CD4+ 浓度较治疗前升高，CD8+ 浓度较治疗前降低，实

验组下降更显著，CD3、CD4 T 淋巴细胞水平降低，通

常反映机体免疫功能状态的降低，而 CD8 为抑制性 T

细胞，水平升高，会降低机体免疫力，所以该研究表

明使用胸腺肽 α1 治疗后的患者免疫功能得到较好恢

复。实验组患者 ALT、AST 及 TBIL 水平随着治疗时

间的延长明显下降，且 Child-pugh 分级转 A 级患者较

实验组多，ALT、AST 及 TBIL 下降越显著，转 A 级患

者数越多显示肝功能恢复越好，故实验组患者肝功能

恢复更佳 ；治疗 1 年后，实验组的疾病控制率高于对

照组，而实验组病死患者数较少，所以该研究表明胸

腺肽 α1 能够为患者带来良好的疗效，降低病死率 ；

患者主要的不良反应为阿帕替尼所致，不良反应发生

率无差异。所以胸腺肽 α1 的应用能够显著提高患者

免疫力，改善肝功能，提高疾病控制率，降低病死率，

且不良反应的发生无明显差异。

综上所述，虽然本研究证实了胸腺肽 α1 对 PHC

段瑞芳，等 ：胸腺肽 α1 联合阿帕替尼对原发性肝癌 TACE 术后患者免疫功能及疗效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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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的治疗作用，但同时存在随访时间短、样本量少、

患者依从性差等问题，大样本、长期的研究需要进一

步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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