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过 DC 细胞介导 实现对肿瘤病

灶攻击

生物治疗所利用的树突状细胞 (DC)是

人体内最强的抗原递呈细胞，也是唯一能激

活幼稚 T 细胞的抗原递呈细胞， 通过负载

肿瘤抗原，提呈给 T 淋巴细胞，从而介导强

大的特异性抗肿瘤细胞免疫。 通俗地讲，DC

相当于信使，能够将抗原信息传递给发挥免

疫杀伤功能的 T 细胞。 从而有效打破机体

对肿瘤的耐受，激活 T 细胞，杀伤并清除肿

瘤细胞，启动机体的主动免疫机制，监控和

清除新生肿瘤细胞，减少肿瘤复发几率。

而作为打击肿瘤细胞的主力的 CIK 细

胞则是一种广泛应用的抗肿瘤免疫活性细

胞，增殖能力强，细胞毒作用强，在 DC 细

胞的引导下，能够实现精确“点射”肿瘤细

胞，不会伤及“无辜”的正常细胞。尤其对手

术后或放化疗后的患者， 能消除残留转移

病灶，防止癌细胞扩散和复发，提高机体免

疫力。

“DC 与 CIK 细胞的联合运用，降低了

肿瘤转移复发的几率，尤其在术后、放化疗

间歇期的使用，能够起到提高疗效，降低副

反应，改善生活质量，延长生存期的作用。 ”

兰大一院东岗院区赵达副院长说。

5 种细胞联合治疗成“新主力”

在肿瘤的生物治疗中，能起到作用的免

疫细胞越多，治疗效果也就越好。 在西北地

区较早开展生物免疫治疗的兰大一院东岗

院区肿瘤生物临床诊疗中心，一种联合 5 种

免疫细胞的生物治疗方案已经为近千名患

者带去了健康， 成为生物治疗的新主力。 5

种细胞生物治疗除了原有的 DC/CIK 细胞

以外， 又加上了 NK 细胞、γ δ T 细胞和

CD3AK 细胞，在发挥每种免疫细胞各自杀

瘤优势的基础上，互相促进、互相影响，形成

了多角度、多方位的立体杀伤优势，使得肿

瘤细胞凋亡的速度更加迅速，人体抗肿瘤的

能力也得到成倍增加。

灵活搭配 适用于各个时期的肿瘤

治疗

复发是术后患者最为担心的问题， 在常

规治疗不能够有效预防的情况下， 生物治疗

是最理想的选择。生物治疗用于术后的患者，

可以全面清除手术残留的肿瘤细胞， 散落于

血液、淋巴中的肿瘤细胞，消除了肿瘤复发的

可能性，提高了早期肿瘤治疗的康复率。

肿瘤中期患者一般都伴随着多处不易

发现的转移， 并且已经开始了放化疗的治

疗。但为什么很多患者并没有控制病情反而

加重了呢。 主要原因在于，放化疗的局部治

疗不能够全覆盖患者的转移病灶。 另一方

面，放化疗的副作用又破坏了免疫，这使得

没有免疫限制的肿瘤细胞更加疯狂生长。生

物治疗用于中期患者可以有效消除转移病

灶，防止转移。 同时能够消除放化疗的副作

用，提高化疗药效，增加免疫耐受。

带瘤生存或延长存活时间是晚期肿瘤

患者最理想的结果，并且大多数患者的身体

条件都不适用放化疗等反应较大的治疗手

段， 生物治疗以其安全无副作用最为理想。

生物治疗可以有效控制晚期患者病情，改善

生活质量。 减轻疼痛，增加食欲，增加体重，

树立信心。 同时也能够让瘤体缩小或者不

长，让转移灶消失，实现较长时间的带瘤生

存，以良好的状态进行其它治疗。

特别提醒：

现在因兰大一院东岗院区床位紧张，每月仅能接受 30 名患者治疗，来院需提

前预约， 以免对患者的病情进行不必要的延误。 预约电话： 0931-8357222��

（乘车路线：兰州市区内乘坐 4 路、12 路、301路到兰大一院东岗院区站下车。 ）

兰大一院东岗院区开展大规模肿瘤义诊和专题讲座活动

生物免疫治疗给肿瘤“温柔一刀”

新闻导读：

在过去一段时间里， 人们一

直希望通过扩大根治的手术、强

化或冲击化疗、 根治性放疗等来

达到消灭肿瘤的目的。 然而事与

愿违， 上述治疗所能达到的疗效

仅仅是暂时的稳定， 肿瘤的复发

和转移仍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

题， 而且患者在治疗后普遍出现

生存质量下降， 甚至因不能耐受

继续治疗而死亡。 近 20 年来，生

物治疗在肿瘤的治疗中充分发挥

了安全、高效、无副作用的优势，

在防止转移复发的作用上取得了

突破性的效果， 实现了对传统治

疗不足的完美补充， 为肿瘤患者

的治疗打开了一扇“希望之门”。

生物免疫治疗是以自体免疫

细胞为基础， 通过体外培养自体

抗肿瘤免疫细胞， 使其数量与功

能大幅提高， 再以静脉回输的方

式将免疫细胞回输患者体内。 由

于免疫细胞的功能分工不同，免

疫细胞在到达体内后， 发挥各自

的作用， 识别并杀伤体内肿瘤细

胞，达到有效的治疗目的。相比于

传统治疗带有创伤性的治疗，生

物治疗温和、安全，犹如给了肿瘤

“温柔一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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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生气 容易导致甲状腺癌

肺癌排癌症死亡第一名

四种“气”易致肺癌

现在人人几乎都是谈癌色变，可

是我们却又不得不谈，尤其是肺癌。有

数据显示， 现在肺癌的发病率和死亡

率都是最高的。 这不得不让我们反思

下到底哪些原因会让肺癌变得如此的

严重。如今，全国城市地区癌症的发病

与死亡都已经超过心脑血管病排在第

一位。在恶性肿瘤死亡排序中，不管是

男性还是女性，肺癌都是第一位。说到

肺癌的诱因，不得不提到“气”这个字。

总结起来，有四种“气”可归结为肺癌

的高危因素。

烟气

烟草中有几百种有害物质， 这些

物质通过漫长的 20年以上的刺激，是

肺癌的首要发作因素，85%以上的肺

癌患者的死亡都与吸烟相关。

大气

大气污染、 环境污染是我国肺癌

高发的重要原因，PM2.5 严重超标地

区比烟草还厉害，因为 PM2.5 可以直

接吸入肺泡，停留在肺泡中，甚至通过

肺泡进入血液。

空气

室内空气包括二手烟、装修污染，

还有厨房油烟污染和燃气。 燃气本身

就有害，尤其北方地区，取暖、烧水、炒

菜都用它。

生气

经常生气， 心情不好的人发生癌

症的几率更大，这适合所有的癌症，肺

癌也一样。 （刘佳）

近年来，甲状腺结节发病率逐年升高，有报道称近几年结节发病率可达 50%-76%，

也就是说十个人里面有将近一半有甲状腺结节。 其中， 在所有的甲状腺结节中， 有 5%

-15%为恶性，并且结节的发生率随着年龄的增加明显升高。 甲状腺癌发病率这么高，可

是你知道它的致病原因之一就是不良情绪吗？ 专家认为，对于大多数人而言，预防甲状腺

癌，饮食、运动的预防效果并不明显，反而学会疏导情绪才是关键。

注意：甲状腺癌偏爱中青年女性

53 岁的李女士今年体检时发现血糖升

高，住院期间，医生在为其体检时发现她脖

子上有个小“疙瘩”。 李女士早就知道这个小

“东西”的存在，由于不疼不痒，一直没放在

心上。 经过进一步检查，发现她的喉结下方

还有一个小包块，摸起来硬硬的，还不容易

推动，在主治医生的要求下，李阿姨去 B 超

室做了甲状腺超声检查，结果提示右侧甲状

腺有一结节，直径约 1.5厘米，在为其进行了

超声引导下行甲状腺细针穿刺，结果提示为

可疑甲状腺癌，后接受手术治疗，术后病理

证实为甲状腺乳头状癌。

据了解，甲状腺癌是最常见的甲状腺恶

性肿瘤，女性的发病率比男性要高，尤其是

中青年女性是好发人群。 甲状腺是人体重要

的内分泌器官， 承担人体摄取和存储碘、合

成和分泌甲状腺素的功能，而包括雌激素和

孕激素在内的女性激素，很可能参与了甲状

腺癌的发生、发展，年轻女性处于生命旺盛

期， 体内激素水平是一生中最高的时候，激

发了甲状腺癌的发生。 此外，年轻女性尤其

是女白领大多精神压力过大， 生物钟打乱，

对甲状腺影响明显。

发现：防范甲状腺癌情绪是重点

近些年，甲状腺癌的发病越来越高。 大

部分人防范甲状腺癌时，都是从饮食和运动

这两个方面去着手。 然而，这些方法对防范

甲状腺癌的效果不是格外好，反而情绪才是

较重要的。 专家指出，一个人的情绪如果长

期处于压抑的状态，或者有极强的波动的时

候，生物钟会明显被打乱，这对甲状腺的影

响较大。 而且坏情绪对机体产生负性刺激，

持续时间越长，越会使自主神经系统功能紊

乱，进而细胞生长失控、突变，导致癌症发

生。 对此，专家强调，预防甲状腺癌可以通过

触摸颈部是否有硬块，发现应及时就医。 如

果确定为甲状腺增生或结节也要定期复查

以免发生癌变，随着年龄增长甲状腺良性肿

瘤发生恶性的比例大概为 10~20%。 即使甲

状腺没有结节，有条件每年做 1 次甲状腺彩

超，是最有效防御方法。

研究：情绪和癌症关系密切

癌症是一种慢性病， 具有很多诱发因

素，但总体来说，和人的内在机能紊乱有关，

情绪和个性是其中很重要的环节。 美国生理

学家最新研究发现， 人生气 10 分钟耗费掉

的精力不亚于参加一次 3000米赛跑。 与此

同时，人生气时的生理反应十分剧烈，分泌

物比在任何情绪时都复杂，且具毒性。

在国际上普遍认为，敏感、抑郁、多疑、

厌世是癌症的催化剂，这或许是因为抑郁大

大削弱了人的免疫功能，使人体机能处于低

质量运行状态， 当细胞突变时不易自我清

除。 比如有些女性癌症患者爱较真、性格内

向、爱生气又不擅表达，容易导致植物神经、

内分泌与免疫系统长期处于高度亢奋和紧

张状态，反复刺激，造成乳腺和卵巢受伤。 而

很多优秀男性拼命工作、压抑自我，患胃癌

与胰腺癌的较多，因为消化系统是情绪的晴

雨表，很易受损。

有专家也指出，爱生气的人日常血中氧

饱和度易低，和满面红光、血氧饱和度高的

人截然不同，生气时面色苍白、嘴唇发紫、手

脚冰凉，天长日久，会导致免疫功能低下，脏

器病变。 免疫功能高低是决定人是否患癌的

因素之一。 本报记者 刘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