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N2 激光等治疗晚期肺癌的疗效观察

Abstract: We have treated 14 cases of late lung cancer, wbich are not suitable to the 

treatment of surgical operation and radiotherapy, with N 2 laser as well as chemotherapy , 
traditional Chinese her bs and immuization from Äpr让 1980 to May 1982, observation for over 6 

months show that there are 9 survivors, while there is only one survivor of the 14 cases in the 

control group. Our r esults indicate that N2 laser may be useful to cure the la臼 lung cancer. 

肺癌是一种常见病， 发病率逐渐增加，死亡率较

高，对病人的健康和生命威胁很大z 作者等在动物

实验的基础上，从 1980 年 4 月 至 1982年 5 月，对已

不宜手术和放射线治疗的晚期肺癌病人用凡激光

和化疗、中药、 免疫(以下简称激化中免疗法〉治疗

表 1

表 2

疗 法 病 例 数
胸 痛 咳 嗽

激化中免
疗前 13 14 

病例
疗后 5 7 

疗 法
有效率 61.5% 50% 

化 中免
疗前 8 12 

病例
疗后 6 11 

疗 法
有效率 25<;>'毛 8.3% 

14 例，与 1978 年 3 月至 1980 年 9 月用化疗、 中药和

免疫〈以下称化中免疗法)治疗的 14 例晚期肺癌病

人进行疗效对比，发现用凡激光治疗组的疗效比不

用凡激光治疗组的疗效有明显的提高，使病人症状

得到改善，延长了生存时间。

一、临床分析

14 例患者的症状见表 10

二、治疗方法

1. 凡激光照射治疗(具体方法从略):一天

次， 直到病情好转或病人不能支持照射时为止。

2 中药肺癌糖浆[1. 21. 一天三次， 每次口服

33 毫升，直到病情好转或病人不能口服为止。

症 状

痰带血 1主 烧 痰查癌细胞 l向水查癌细胞

12 11 4 1 

8 6 1 O 

33.3% 45 .4% 

6 4 O 。

2 2 。 。

67 % 50% 

法 l 叫叫内|…|… 1 9+~12 月 I 13 
疗

现存活时 间

9 月 I 17 月 I 4+ 年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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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象一般磷酸盐玻璃中那样3 通过与 1100 厘

米-1 振动鹊合而产生五声子过程3 那么无辐

射跃迁速率是:

w=w瞄 [n (2800厘米-1) +lJ2 

+w叼 [n(1100座米-1) 十 1J 5 。

结果不论 wo:z: 和 W叩取何值2 都不能与实验

点有较好的拟合。

3) 然而当考虑 Nd3+ 与基质玻璃中的

P-O-p 键振动。~1100 厘米-1)相合p 通

过五声子过程弛豫3 并且糯合系数 fVo 随着

水含量而改变时3 却给出了与实验很一致的
结果。对于样品 (1) 和 (2) 拟合的曲线 (b) 和

(0) ， 分别由下式给出:

w b = 1. 98 X 103 [n(1100厘米-1) +lJ :' 

Wo= 1. 3x103 [η(1100厘米-1) +lJ 飞

4) 对于含水量较少的样品 Np04-3，它

的无辐射跃迁速率随着温度更快地上升。 理

论拟合表明3 它与氟磷玻璃的多声子弛豫有

相近的规律，~飞 即:

Wá =0 . 56x103 [η(1100 厘米-1) +lJ2 

× [η(800厘米-1) +lJ 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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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免疫治疗叫左旋米哇每周一、四两天p 每天

三次p 每次 50 毫克， 30天为一个疗程2 停用白天p

又用第二个疗程，以此类推。

4. 化学疗法问:除用自力霉素 2 毫克外，磷癌

加用环磷耽胶 100~200 毫克。腺癌加用 5~氟腮啼

由于没有测定这种玻璃的详细的红外振动

谱p 因而不能给出更确切的拟合2 但比较以前

对氟磷玻璃得到的结果3 认为可能存在 F 的

影响。

这可以这样理解:因为在这种玻璃

为了除水加入了适量的 LiF， F- 在玻璃中置

换了 OH王r一3 与 Nd3+ 处于和 OH- 同样的配位

状态。 由于在样品 3 中加了稍多的 LiF，因

而有可能使一部份与 F 配位的 Nd3+ 离子与

涉及F的振动有较强的祸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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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3%0 4例复查痰有 3 例未见由细胞。明显地延长

了生存时间，如本疗法 14 例在 6 个月以后有 9 例存

活，而对照组在 6 个月以后则只有 1例存活。这提

示了 N2 激光照射对晚期肺癌可能是有作用的。而

N2 激光作用的机理3 虽然动物实验提示了一些方

向，但究竟怎样目前还不是很清楚的p 有待进一步研

院 250 毫克p 均是静脉滴注， 一天一次， 30 天为一个 究。

疗程J 停用 30 天，又用第二个疗程p 以此类推。

三、疗效观察

治疗结果见表 2，为便于比较3 我们把化中免疗

法治疗的 14 例也在表中歹lJ出。

与对照组相比， .加用凡激光治疗与不加 N2激

光治疗的存活时间有显著不同，见表 3~

四、讨论

由于激光用来治疗肺癌未见到报导2 加上患者

病情严重p 故加用中药、 化疗和免疫治疗，治疗后多

数患者取得了不同程度的症状改善。如本疗法对胸

痛的有效率为 61.5%，对咳嗽的有效率为 50%，而

对照组对胸痛的有效率为 25%，对i孩嗽的有效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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