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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新辅助化疗方案对三阴乳腺癌围手术期指标及
生存率的影响研究 

解亚娟 

（太原市太钢总医院乳腺外科  山西太原  030008） 

摘要：目的：观察不同新辅助化疗方案对三阴乳腺癌(TNBC)围手术期指标及生存率的影响。方法: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 80 例 TNBC 患者

均分为两组,对照组术前给予 4 个周期多西紫杉醇联合表柔比星化疗,观察组术前给予多西紫杉醇联合奥沙利铂化疗。对比疗效。结果:观察组总

有效率、中位生存时间、5 年生存率均高于对照组,但其它指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多西紫杉醇联合奥沙利铂新辅助化疗

方案治疗三阴乳腺癌可提高缓解率,提高远期生存率,降低并发症发生率和手术切除难度,推广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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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阴乳腺癌(TNBC)是指免疫组化 ER、PR、Her-2 均为阴性表达

的一种类型的乳腺癌，与基因组分析结果的 Basal-like 类型乳腺癌相

似，且易局部复发及远处转移。具有恶性程度高、侵袭性强、生存期

短等特点，手术和化疗为主要治疗方案[1]。本研究对比分析多西紫杉

醇分别联合奥沙利铂、表柔比星用 TNBC 新辅助化疗的临床价值,旨

在为 TNBC 治疗提供参考,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随机截取起始时间节点为 2013 年 1 月至 2014 年 1 月期间我院乳

腺外科收治的 TNBC 患者 80 例作为研究对象。并按照入院时间顺序

均分为两组。对照组 40 例,平均年龄(44.21±10.36)岁,TNM 分期:ⅡB、

ⅢA、ⅢB 分别为 18 例、14 例、 8 例;病理类型:浸润性导管癌 28 例,

浸润性小叶癌 10 例,髓样癌 2 例;有乳腺癌家族史 7 例;肿瘤≤5cm 者

33 例,>5cm 者 7 例。观察组 40 例,平均年龄(45.47±9.58)岁,TNM 分期:

ⅡB 期、ⅢA 期、ⅢB 期分别为 15 例、16 例、9 例;病理类型:浸润性

导管癌 26 例,浸润性小叶癌 13 例,髓样癌 1 例;有乳腺癌家族史 9 例;

肿瘤≤5cm 者 33 例,>cm 者 7 例。两组患者一般资料相比(P>0．05),

具有可比性。本研究经本院伦理委员会批准,患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1.2 方法 

对 照 组 患 者 静 脉 滴 注 多 西 紫 杉 醇 (Rhone Poulenc Rorer ；

X20010341,规格:2ml:80mg)75mg/m2,3h,d1；静脉滴注表柔比星(浙江海

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H20041211；规格:5ml:10mg)90mg/m2,d1,3 周为

一疗程,4 个周期化疗后 2~3 周行改良乳腺癌根治术治疗。 

观 察 组 患 者 静 脉 滴 注 多 西 紫 杉 醇 (Rhone Poulenc Rorer ；

X20010341,规格:2ml:80mg)75mg/m2,3h,d1；静脉滴注奥沙利铂(深圳海

王药业有限公司;H20031048;20ml:40mg)130mg/m2,d1,3 周为一疗程,4

个周期后 2~3 周行改良乳腺癌根治术治疗。 

1.3 观察指标 

⑴观察两组新辅助化疗的近期疗效,近期疗效采用 WHO 实体瘤

疗效评价标准,分为完全缓解(CR)、部分缓解(PR)、稳定(SD)和进展(PD),

有效率=CR 患者+PR 患者所占总人数的百分比。⑵观察并详细记录

两组患者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住院时间及围手术期并发症发生率，

如出现不良反应应及时进行治疗，严重者需退出本次研究⑶随访观察

患者中位生存期及 5 年生存率。 

1.4 统计学处理 

采用 SPSS22.0 软件进行分析。计量资料如手术时间、术中出血

量、住院时间等用均数±标准差表示,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

计数资料如术前疗效、围术期并发症用%表示,采用 X2 检验,P<0.05，

差异具有统计性。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术前疗效比较 

观察组完全缓解 26 例、部分缓解 7 例、总有效率 82.5%，对照

组完全缓解 16 例、部分缓解 9 例，总有效率为 62.%，观察组总有效

率显著优于对照组,差异经统计学比较，具有显著意义(P<0.05)。见表

1。 

表 1 两组患者术前疗效比较（n/%） 

组别 CR PR SD PD 有效率（%）

观察组

（n=40） 
26 7 6 1 82.5 

对照组

（n=40） 
16 9 11 4 62.5 

X2     4.391 

P     <0.05 

2.2 两组患者手术指标比较 

观察组手术指标（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住院时间）均优于对

照组，但经统计学比较无显著意义(P>0．05),见表 2。 

表 2 两组患者手术指标比较 

组别 手术时间（min） 术中出血量（ml） 住院时间（d） 

观察组

（n=40） 
147.31±19.52 314.69±46.29 12.51±4.03 

对照组

（n=40） 
174.65±22.70 343.62±43.90 15.16±3.85 

t 0.530 0.429 0.670 

P >0.05 >0.05 >0.05 

2.3 两组围手术期并发症比较 

对照组患者中切口感染 3 例、切口出血 1 例、上肢感觉障碍 3

例、上肢水肿 3 例、皮下积液 2 例、皮瓣坏死 2 例，总并发症发生率

为 35.0%（14/40）；观察组中切口感染 2 例、切口出血 1 例、上肢感

觉障碍 1 例、上肢水肿 3 例、皮下积液 1 例、皮瓣坏死 3 例，总并发

症发生率为 27.5%（11/40）。两组围手术期并发症发生率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P>0.05)。 

2.4 两组生存期比较 

观察组中位生存时间为 75 个月,对照组中位生存时间为 63 个月；

观察组 5 年生存率为 80.0%,对照组 5 年生存率为 60.0%,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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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三阴性乳腺癌由于缺乏传统的内分泌治疗和 Her-2 靶向治疗，

所以化疗是目前治疗的主要手段，其中蒽环类和紫杉类药物是治疗

TNBC 的有效药物。新辅助化疗应用于三阴性乳腺癌的治疗作用显

著，病理完全缓解的患者在无疾病生存期与总体生存期上可获得显著

改善。鉴于 TNBC 对化疗具有很高的敏感性,早期可手术的、局部晚

期的患者术前给予全身细胞毒药物化疗,可防止微小转移病灶的癌细

胞出现加速增殖,增加局部的肿瘤控制率,提高手术治疗效果,改善预

后。 

陈龙[2]应用 Meta 分析 BRCA1 基因在三阴乳腺癌中的表达情况发

现：三阴乳腺癌患者 BRCA1 的突变率比非三阴乳腺癌患者高约 7 倍，

并且在三阴乳腺癌患者中约有 28.62%的可能发生 BRCA1 突变。由此

可见对于三阴乳腺癌患者，特别是亚裔患者，BRCA1 基因有可能成

为一个特殊的预测因子和有效的治疗靶点。分析原因可能是乳腺癌易

感基因 1(BRCA1)可通过同源重组参与基因修复维持基因组的稳定、

调节细胞周期等作用,TNBC 多伴有 BRCA1 功能的改变,表现为增殖率

较高,即 BRCA 现象,BRCA1 功能的改变可增加破坏 DNA 的药物敏感

性。铂类化疗药物通过与双链 DNA 交联,阻滞 DNA 复制转录导致肿

瘤细胞死亡,因此铂类药物对伴有 BRCA1 功能改变或突变的 TNBC 是

一种新的选择。 

有研究显示,对伴有 BRCA 突变的 TNBC,单纯铂类化疗即可使

90%左右的患者达到临床完全缓解。并且 TNBC 新辅助化疗中加入卡

铂可将临床完全缓解率提升 20%。奥沙利铂是第三代铂类,可取代顺

铂的氨基,增强阻断肿瘤细胞 DNA 复制及转录的药理作用,临床效果

优于顺铂,肾毒性则低于顺铂和卡铂[3]。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有效

率、中位生存时间和 5 年生存率均高于对照组,但两组手术时间、术

中出血量、住院天数及术后并发症发生率相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

义。结果提示,采用多西紫杉醇联合奥沙利铂新辅助化疗方案可使

TNBC 患者获得更高的缓解率、有效率和生存期,有利于改善预后，用

于术前新辅助化疗是安全可行的。 

综上：三阴乳腺癌通过多西紫杉醇联合奥沙利铂新辅助化疗方案

进行治疗，不仅提高缓解率,改善远期生存期,提高远期生存率,而且不

会增加并发症发生风险和手术切除难度,推广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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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m 等利用抗雄激素药物氟他胺与 DBP 干预怀孕的 SD 大鼠，发现两

者皆可显著增加尿道下裂的发生率，特别是 DBP 高剂量组[10]。对睾

丸的毒性可能与其对 Leydig 细胞的损害有关，Foster 等研究发现，在

雄鼠胚胎发育的关键时期接受 DBP、DEHP、BBP 等物质的干扰，在

发现 Leydig 细胞数量明显增加的同时还可造成睾丸内睾酮水平下降

及生殖畸形。近些年研究还发现，DEHP 和丁草胺可能通过 boule 基

因的表达阻止减数分裂而抑制雄性鳟鱼精子发生的进程 Barakat R 等

研究发现，产前接触与环境相关的邻苯二甲酸酯混合物会干扰子代成

年雄性小鼠睾丸类固醇生成，从而对繁殖产生终身影响。 

3.2 多溴联苯醚 目前共有 209 种同系物，是一类持久性的有机污

染物，在环境中非常稳定，难于降解并具高亲脂性，水溶性低，有生

物积累性并沿着食物链富集。研究表明，PBDES 能够通过饮食、呼

吸及母乳等进入人体，并发生蓄积，而且同时高溴联苯醚会在体内代

谢为低溴联苯醚而产生神经毒性、致癌性、免疫毒性和生殖毒性。另

外有研究报道如果孕妇生活半径 3 公里范围内有较多的工业区、焚化

炉和废物区，尿道下裂出现的概率会增加。 

3.3 多氯联苯 多氯联苯（PCBs）是一类广泛运用的持久性有机

污染物。它极难溶于水而易溶于脂肪和有机溶剂，并且极难分解，污

染大气、水、土壤后,通过食物链的传递，富集于生物体内,因而能够

在生物体脂肪中大量富集。在最初研究中发现，不育男性精子活动度

下降的相关性与其中 PCBs 含量的增加有关。近些年大量流行病学及

动物实验得出的研究结论主要是 PCBs 的影响集中于出生前或哺乳期

暴露对雄性子代精子质量、精子活动度、生殖能力等[11]。 

4 结语 

常见的化学物质常归为环境内分泌干扰物，其对人类生存环境和

生殖健康造成的影响是值得重视的，目前很多结论来自于以大鼠为主

的实验动物，因伦理等问题，以人为对象的研究报道较少，还没系统

和深人讨论对人造成的影响。应该拟定以哺乳类实验为主的相关研究

计划探索其对人体生殖发育健康造成的影响，还可利用流行病学调查

揭示 EEDs 与人群生殖健康之间的联系，从而有依据制定相关法规和

卫生标准等对策，达到保护生殖功能免受损害的作用。EEDs 引起生

殖毒性，引起后代的生殖发育畸形大量增加，目前已成为一个全球性

的问题，阐明其影响机制、寻找有效的预防措施，提高出生人口质量，

降低生殖畸形的发生率，对社会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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