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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黄胶囊辅助化疗治疗结肠癌术后肝转移疗效及对患者外周血 IL-17 和 
IL-6 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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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  探讨 Xelox 方案联合西黄胶囊辅助治疗结肠癌术后肝转移的疗效及对患者外周血 IL-17 与 IL-6 水平的影响。

方法  结肠癌肝转移术后患者共 120 例，随机分为两组，每组各 60 例；对照组给予 Xelox 方案治疗，试验组在对照组的基

础上联合使用西黄胶囊辅助治疗，观察疗效，并检测患者治疗后不良反应和血清肿瘤标志物水平；采用酶联免疫吸附（ELISA）

法检测两组患者血清中 IL-6 和 IL-17 水平，并以 20 例正常人为正常对照组。结果  对照组和试验组结肠癌肝转移术后患者

近期治疗有效率分别为 35.59%和 56.67%，试验组的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试验组患者血清肿瘤标志物水平及

部分不良反应低于对照组（P＜0.05）。试验组和对照组患者血清 IL-17 和 IL-6 水平均高于正常对照组（P＜0.05），试验组及

对照组治疗后 IL-17 和 IL-6 水平均降低，但试验组较对照组降低更明显（P＜0.05）。结论  西黄胶囊辅助化疗治疗结肠癌

的疗效肯定，不仅在近期治疗有效率方面有明显的优越性，并可以降低化疗药的部分毒副反应及患者血清肿瘤标志物水平，

还可以降低患者外周血 IL-17 和 IL-6 水平，有效调节机体免疫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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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Xihuang Capsules in adjuvant treatment of colon cancer patients with 
liver metastases and on IL-17 and IL-6 in serum of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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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and side effects of Xelox program combined with Xihuang Capsules on therapy to liver 
metastasis after resection of colon cancer and its impacts on IL-17 and IL-6 levels in serum of patients. Methods  Patients with liver 
metastasis of colorectal cancer after operation (120 case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namely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60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Xerox program, while the patient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the Xelox program and Xihuang Capsules. Twenty healthy cases were controlled. ELISA was 
used to detect the changes of serum IL-6 and IL-17 of the patient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Detecting the toxic 
reaction and hematological tumor makers of the 120 cases after treatment and taking 20 healthy people as control. Results  The 
effective rate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were 56.67% and 35.59% respectively, which showed the higher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than the control group with th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P < 0.05). The part of toxic reaction and 
hematological tumor maker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which had significant difference. 
The levels of IL-17 and IL-6 in serum of the patiente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healthy group (P < 0.05). The levels of IL-17 and IL-6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decreased after the treatment, 
which the levels of them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more obviously decreased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Curative efficacy of Xihuang Capsules in adjuvant treatment to colon cancer is reliable, which can reduce chemotherapy 
part of toxicity and hematological tumor markers, decrease the levels of IL-17 and IL-6, and effectively regulate immune 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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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肠癌是常见的消化系统肿瘤，在我国其发病

率呈逐年上升趋势。结肠癌往往确诊时就已经存在

肝转移，姑息切除后的治疗手段主要为化疗。西黄

胶囊可以使机体气血通畅，癌毒排除，同时对肿瘤

也有抑制作用，现代药理实验证实，西黄胶囊具有

抗肿瘤、调节免疫及机体内环境、改善患者精神状

况等作用[1]。本院于 2010 年 3 月至 2012 年 6 月间

采用 Xelox 方案联合西黄胶囊治疗结肠癌肝转移术

后患者，观察治疗后的疗效、毒副反应及对患者白

细胞介素-17（IL-17）与 IL-6 水平的影响，阐述西

黄胶囊对结肠癌治疗的重要意义。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研究对象为 2010 年 3 月—2012 年 6 月本院收

治的结肠癌术后肝转移患者共 120 例，结肠癌患者

均由病理学证实，根据 CT 或（联合）核磁诊断为

肝转移，并通过病理学证实。肝转移病灶数目均大

于或等于 4 个，或转移灶直径大于 5 cm，均无法完

整切除。所有患者均行结肠癌原发灶切除术，未处

理肝脏转移灶。所有患者近 4 周未接受放疗、化疗

治疗，均有可测量的观察指标，治疗前患者血常规、

肝肾功能均正常，心电图无明显异常，Karnofsky
评分均＞60 分。 

120 例患者随机分为两组，每组各 60 例，所有

患者病理类型均为腺癌，TNM 分期均为 IV 期，试

验组男 35 例，女 25 例；年龄平均（69.25±5.62）
岁；右半结肠癌患者 22 例，横结肠癌患者 6 例，

左半结肠癌患者 32 例。对照组男 39 例，女 21 例；

年龄平均（65.73±8.21）岁；右半结肠癌患者 24
例，横结肠癌患者 7 例，左半结肠癌患者 29 例。 两
组一般资料对比，差别无统计学意义（P＞0.05），
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1.2.1  化疗前准备  化疗前血常规、肝肾功能、血

清癌胚抗原（CEA）、血清肿瘤抗原（CA199）、心

电图等检查正常。 
1.2.2  治疗方法  试验组和对照组均采用 Xelox 方

案（奥沙利铂＋卡培他滨）化疗，每 3 周为 1 个周

期。奥沙利铂（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批号

H20093811）静脉滴注给药，剂量 135 mg/m2，每次

滴注用时约 3 h，每天 1 次；卡培他滨（上海罗氏

制药有限公司，批号 H20073023）1 000 mg/(m2·d)，
每天分 2 次餐后 30 min 口服，1 个周期的第 1～14 

天服用。试验组在化疗基础上口服西黄胶囊（陕西

爱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批号 H20100301），2 g/
次，3 次/d，连续服用至化疗结束。每用药 2 个周

期后复查实验室检查和 CT，评价疗效，并监测患

者不良反应发生情况。 
1.2.3  疗效与不良反应评价  化疗后，定期进行血

常规、肝肾功能、心电图、血清 CEA、血清 CA199
检测。所有患者按照 WHO 1981 年制定的实体瘤客

观疗效评定标准[2]评价疗效，分为完全缓解（CR）、
部分缓解（PR）、无变化（SD）和进展（PD），以

CR＋PR 为有效。不良反应评价按照 WHO 抗癌毒

性分级（0～4）标准[3]进行。 
1.2.4  IL-17 和 IL-6 水平检测   酶联免疫吸附

（ELISA）法分别检测对照组和试验组患者每个化疗

周期外周血 IL-17 和 IL-6 水平，并以 20 位正常人

外周血 IL-17 和 IL-6 的水平为对照。 
1.2.5  统计分析  采用统计学软件 SPSS 18.0 对数

据进行分析，计数资料采用 χ2检验或秩和检验，计

量资料用 ±x s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方差分析。 
2  结果 
2.1  疗效比较 

两组患者除 1 人化疗 1 周期后，因化疗不良反

应未能继续坚持化疗无法评价疗效，但可以评价不

良反应。剩余 119 例患者均接受 2～4 周期化疗，

共化疗 345 个周期，平均每个患者行 3.2 个周期化

疗。评价近期疗效，结果见表 1。两组近期有效率

比较，试验组的有效率较对照组高，具有统计学意

义（P＜0.05），表明化疗联合使用西黄胶囊在治疗

结肠癌的近期有效率方面具有临床优越性。 

表 1  两组疗效比较 
Table 1  Comparision on therapeutic effect between two groups 

组别 例数 CR/例 PR/例 SD/例 PD/例 总有效率/% 

对照 59 0 21 24 14 35.59 

试验 60 1 33 17  9 56.67* 

与对照组比较：*P＜0.05 
*P < 0.05 vs control group 

2.2  不良反应 
两组出现的最常见的毒副反应为骨髓抑制、恶

心呕吐、手足综合症，其次为腹泻、口腔黏膜炎，

未见有心、肝、肾功能损害，见表 2。试验组 1～2
级白细胞减少、1～2 级血小板减少的例数少于对照

组；试验组较对照组在 3～4 级白细胞减少、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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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血小板减少、恶心呕吐、乏力和口腔黏膜炎等方

面不良反应减轻（P＜0.05、0.01）；试验组患者血

清 CA199 水平及血清 CEA 水平均较对照组降低

（P＜0.01）。 
2.3  患者外周血 IL-17 与 IL-6 水平改变 

治疗前与治疗后检测各组患者外周血 IL-17 与

IL-6 水平，并与正常人比较，结果见表 3。治疗后，试

验组患者血清 IL-17 和 IL-6 水平较治疗前降低，具有

统计学意义（P＜0.05），对照组患者血清 IL-17 和 IL-6
水平较治疗前也有所降低，但无统计学意义（P＞
0.05）。试验组及对照组患者治疗后血清 IL-17 和 IL-6
水平均高于正常对照组，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表 2  两组化疗过程中不良反应和血清肿瘤标记物的比较 
Table 2  Comparison on toxic side-effects and serum tumor markers during chemotherapy between two groups 

组别 例数 
白细胞减少/例 血小板减少/例 恶心 

呕吐/例 

乏力/

例 

手足综 

合症/例 

口腔黏 

膜炎/例 

腹泻/

例 

血清 

CA199#/例 

血清 

CEA##/例 1～2 级   3～4 级 1～2 级   3～4 级 

对照 60 32       20 26       17 26 31 10 22 5 25 8 

试验 60 24        8* 12        5* 11** 13**  8 10* 4 40** 23** 

与对照组比较：*P＜0.05  **P＜0.01，#血清 CA199 水平≤150 U/mL 的例数；##血清 CEA 水平≤5 μg/L 的例数 
*P < 0.05  **P < 0.01 vs control group, #cases of serum CA199 level ≤ 150 U/mL; ## cases of serum CEA level ≤ 5 μg/L 

表 3  两组治疗前后患者外周血 IL-6 和 IL-17 水平比较 
Table 3  Comparison on levels of IL-6 and IL-17 between 
two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chemotherapy  

组别 例数 IL-6/(pg·mL−1) IL-17/(pg·mL−1) 

对照 治疗前 60 1.36±0.21△△ 17.20±3.24△△ 

 治疗后 59 1.19±0.56△△ 16.80±2.79△△ 

试验 治疗前 60 1.29±0.16△△ 18.20±4.35△△ 

 治疗后 60 0.92±0.28▲△ 15.20±3.16▲△ 

正常对照  20 0.63±0.21 6.87±2.79 

与本组治疗前比较：▲P＜0.05；与正常对照组比较：
△P＜0.05 △△P＜0.01 

▲P < 0.05 vs same group before treatment; △P < 0.05  △△P < 0.01 vs 
normal control group 

3  讨论 
结肠癌术后肝转移是结肠癌晚期常见的表现

形式，而且常常表现为肝脏多发转移。其手术切除

率低，局部治疗及介入治疗效果也并不理想。肝转

移患者的生存时间明显缩短，预后极差，5 年生存

率仅为 7.8%[4]，因此全身化疗依然是结肠癌术后肝

转移治疗的首选。然而，肝转移患者的基础体质及

免疫力已有较大幅度的降低，化疗在给予足量的化

疗药物的前提下，如何降低患者的毒副反应、提高

患者的免疫功能及提高生命质量，成为真正需要研

究的课题。有研究表明[5]，中药辅助化疗可显著降

低患者出现的毒副反应，提高患者免疫功能，进而

延长患者有效生命周期。中药对晚期恶性肿瘤患者

进行治疗，不仅能够提高患者的免疫功能，同时还

能有效改善患者食欲减退等临床症状，提高患者的

生存质量。 

西黄丸是由牛黄、麝香、乳香和没药原料制成

的中成药。牛黄有清热解毒、化痰散的功效；麝香

有活血散结、通经活络作用；二药合用，相得益彰，

故化痰、解毒、散结效果显著；加之乳香、没药有

活血散瘀、消肿生机、止痛的作用[1]。西黄胶囊是

西黄丸的现代剂型，西黄胶囊抗肿瘤的机制是清热

解毒与活血化瘀相结合发挥作用。张杰等[6]全程化

疗中应用西黄胶囊可以降低乳腺癌患者部分化疗

药物的毒副作用，改善患者的体力状况及生活质

量。兰丽霞等[7]通过给予 59 例肠癌和 27 例鼻咽癌

患者接受西黄胶囊治疗，观察患者症状体征改善情

况及生活质量提高情况，发现患者症状明显改善，

生活质量明显提高。周和超等[8]对乳腺癌术后 43 例

患者，随机分治疗组（22 例）及对照组（21 例），

对照组接受单纯放疗，治疗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加

用西黄胶囊治疗，在治疗前及治疗后检测两组患者

血清 T 细胞亚群水平，并比较治疗前后 KPS 评分，

发现治疗组治疗后的 CD3、CD4 和 CD4/CD8 指标

较治疗前均有提高（P＜0.05），与对照组治疗后比

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组治疗后

KPS 评分明显上升，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5）。本研究中，试验组病人的重度骨

髓抑制、恶心呕吐、乏力、口腔黏膜炎和肿瘤标志

物较对照组明显改善，说明西黄胶囊可以改善患者

的化疗毒副反应，提高化疗效果。 
IL-6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功能最为广泛的细胞因

子之一，参与调节免疫反应、血细胞的生成及多种

细胞的增殖和分化。IL-6 通过与其受体结合，继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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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化胞内一系列信号蛋白分子，最终实现 IL-6 反应

基因的表达，发挥促进肿瘤生长的作用[9]。IL-17 是

新近被确认的一种细胞因子，由 T 细胞、中性粒细

胞等产生，其靶细胞分布广泛。IL-17 具有强大的

招募中性粒细胞、促进多种细胞释放炎性因子、促

进细胞增殖的作用，被认为参与了机体多种炎症疾

病、自身免疫性疾病和肿瘤等的发生[10]。IL-17 可

以通过产生 IL-6 等细胞因子抑制肿瘤凋亡和促进

血管生成。本研究中治疗后试验组和对照组的

IL-17、IL-6 水平仍高于正常对照组，并有统计学意

义，说明结肠癌患者体内的炎症反应水平高于正常

人。两组患者化疗后，IL-17 和 IL-6 均有了不同程

度的下降，试验组较对照组降低，说明西黄胶囊在

抑制 IL-17、IL-6 等细胞因子的过程中发挥了一定

的作用，而且总有效率也有所提高并有统计学差

异。这与邵玉英等[11]得出西黄胶囊配合化疗治疗中

晚期食管癌疗效较好结果一致。本观察患者中，试

验组使用西黄胶囊后，化疗毒副反应较对照组降

低，化疗效果较对照组增强，IL-17 和 IL-6 较对照

组降低，说明 IL-17 和 IL-6 这两个炎症因子的降低

可能同化疗毒副反应具有正相关性，而同化疗效果

具有负相关性。 
综上所述，在结肠癌肝转移患者全程且足量化

疗期间，辅助应用西黄胶囊可以减轻患者的化疗毒

副反应、提高生命质量及抑制肿瘤生长，为辅助化

疗提供了新的方法和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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