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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GFR-TKI不良反应管理专家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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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表皮生长因子受体酪氨酸激酶抑制剂（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tyrosine kinase inhibitors, EGFR-

TKI）如吉非替尼、厄洛替尼、埃克替尼和阿法替尼在中国已成为EGFR突变阳性的晚期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NSCLC）的一线治疗药物，奥希替尼也获批用于二线治疗EGFR-T790M突变阳性的晚期NSCLC。

EGFR-TKI的常见不良反应（adverse drug reaction, ADR）有皮疹、腹泻、甲沟炎、口腔粘膜炎、肝损伤、间质性肺疾

病等。中国抗癌协会肺癌专业委员会根据中国国内不良反应诊疗现状，结合国际最新理论和经验，组织相关专家讨

论并制定了EGFR-TKI不良反应管理中国专家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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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rbB receptor tyrosine kinase inhibitors (EGFR-TKI), gefitinib, erlotinib, icotinib and aftinib, which are 
approved as a frontline treatment for patients with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NSCLC) who have tumors harboring EGFR mu-
tations in China. And osimertinib was approved in second line setting for patients with EGFRT 790M-positive NSCLC. Rash, 
paronychia, diarrhea, stomatitis, liver dysfunction and (interstitial lung disease, ILD) are frequently observed in patients treated 
with EGFR-TKI. Chinese Society of Lung Cancer, Chinese Anti-Cancer Association, organized Chinese experts to develop the 
Chinese expert consensus on EGFR-TKI adverse event (AE) management based on domestic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ADR 
and also incorporating international updated theory and recommend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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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pidermal grow th factor 

receptor,  EGFR）突变阳性晚期非小细胞肺癌（non-

small cell lung cancer, NSCLC）一线治疗，多个随机对

照研究[1-11]显示，吉非替尼、厄洛替尼、埃克替尼和阿

法替尼对比化疗均可显著改善患者的无进展生存时间

（progression free survival, PFS），且3级及以上不良反

应显著低于化疗，奠定了吉非替尼、埃克替尼、厄洛

替尼和阿法替尼在EGFR突变晚期NSCLC一线治疗的地

位。四个药物均获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China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CFDA）批准用于一线治

疗EGFR敏感突变的晚期NSCLC。此外，对于一代、二

代EGFR-TKI治疗耐药且经检测有EGFR  T790M突变阳

性的晚期NSCLC患者，在Mok[12]研究中，对比标准化

疗，奥希替尼可显著延长该类患者的PFS（10.1个月 vs 

4.4个月，P<0.001）。奥希替尼于2017年3月22日被中

国CFDA批准用于EGFR-TKI治疗时或治疗后出现疾病进

展、并经检测确认存在EGFR T790M突变阳性的局部晚

期或转移性NSCLC成人患者的治疗。

相比化疗，EGFR-TKI有其特有的不良反应，如包

括皮疹、腹泻、甲沟炎、口腔粘膜炎、肝损伤、间质

性肺疾病（interstitial lung disease, ILD）等。目前我国临

床上对EGFR-TKI所致的不良反应尚无统一的诊治策略

和防治措施，因此，如何管理好EGFR-TKI导致的不良

反应，提高患者接受EGFR-TKI药物治疗的依从性，成

为一个紧迫的问题。

为此中国抗癌协会肺癌专业委员会牵头，邀请国

内消化科、口腔科、皮肤科、呼吸科、中医科及肿瘤

科等多位专家共同拟定本共识，针对国内已经获批上

市的EGFR-TKI药物导致不良反应的发生率、高危因

素、诊断和分级标准以及防治措施进行讨论及总结，

旨在为临床医生提供切实可行的诊疗措施，延长晚期

NSCLC患者的生存，提高生活质量，使患者治疗获益

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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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共识中的证据等级及推荐等级标准见表1和表2。

1    EGFR-TKI相关性消化系统不良反应及其处理

EGFR-TKI导致的最常见的消化系统不良反应主要

包括腹泻和肝损伤。因此，在EGFR-TKI治疗前应告知

患者及其家属治疗中可能出现的腹泻和肝损伤风险，

并配合医生在治疗过程中进行严密监测，以期早期诊

断，并采用恰当的治疗方案和策略。

1.1  EGFR-TKI相关性腹泻及其处理

1.1.1  EGFR-TKI相关性腹泻的发生率   EGFR-TKI导致

腹泻的确切机制尚不明确，有研究 [5]提示可能与氯离

子的过度分泌有关。EGFR-TKI治疗后，腹泻发生的

频率较高，甚至可能出现临床上较为严重的腹泻。在

目前已公布的不同EGFR-TKI的III期临床研究中，腹

泻的总体发生率报道为9.5%-95.2%，≥3级的发生率为

1%-14.4%[1,2,5,6,8-11]（表3）。

1.1.2  EGFR-TKI相关性腹泻的临床诊断  腹泻的临床表

现主要为大便次数明显增多和大便性状的改变 [16]。通

常，腹泻时的大便性状可表现为稀便、水样便、粘脓

便或脓血便。严重腹泻时，患者可出现口渴、皮肤粘

膜弹性变差等脱水症状，少数患者还会伴有明显中毒

症状（烦躁、精神萎靡、嗜睡、面色苍白、高热或体

温不升、外周白细胞计数明显增高等）表现[16]。

对于EGFR-TKI治疗前无腹泻而治疗后出现腹泻症

状者，或EGFR-TKI治疗前已有腹泻而治疗后腹泻症状

显著加重者，均应考虑EGFR-TKI导致腹泻的可能性。

因此，其诊断依据应包括明确的服用EGFR-TKI史，以
表 1  证据等级[13,14]

Tab 1  Levels of evidence[13,14]

级别 定义

1 基于至少一项大型随机、对照、良好质控的临床研究，或基于质量控制及一致性良好的随机研究的荟萃分析

2 基于小型随机临床研究，或存在偏倚风险的大型随机研究，或对这类研究以及存在异质性临床研究的荟萃分析

3 基于前瞻性队列研究

4 基于回顾性队列研究或病例对照研究

5 基于未设对照组的临床研究、病例报道或专家意见

表 2  推荐级别[13,14]  

Tab 2  Grades of recommendation[13,14]

级别 定义

A 强有力的疗效证据，具有确定的临床获益，强烈推荐

B 强或中等的疗效证据，但临床获益有限，一般推荐

C 疗效证据不足或获益并不大于风险、缺点（不良事件、成本等），可选

D 中等证据表明疗效不佳或不良结局，一般不推荐

E 强有力的证据表明疗效不佳或不良结局，不推荐

表 3  不同EGFR-TKI的相关III期临床研究中腹泻发生率

Tab 3  Incidence of diarrhoea in phase III clinical trials about different EGFR-TKI

EGFR-TKI 研究缩写 区域 腹泻

所有% ≥3级%

吉非替尼 IPASS[1] 东亚 46.6 3.8

NEJ 002[2] 日本 34.2 0.9

厄洛替尼 EURTAC[5] 欧洲 57.0 5.0

OPTIMAL[6] 中国 25.0 1.0

阿法替尼 LUX-Lung 3[8] 全球 95.2 14.4

LUX-Lung 6[9] 亚洲 88.3 5.4

奥希替尼 AURA 3[11] 全球 41.0 1.0

埃克替尼 CONVINCE[10] 中国 9.5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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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出现与服药有时间关联的腹泻相关临床症状。

肿瘤患者通常伴随肠道菌群紊乱[17]，而肠道菌群

紊乱可导致腹泻[18]。而且，肿瘤患者免疫功能低下，

是肠道感染的高风险人群[19]，一旦出现肠道病原学微

生物感染，也可出现腹泻症状 [19]。此外，一些肿瘤如

神经内分泌肿瘤的类癌综合征、胃泌素瘤、血管活性

肠肽（vasoactive intestinal peptide, VIP）瘤等，疾病本身

也可导致腹泻的发生[20,21]。因此，在建立EGFR-TKI所

致腹泻诊断时，应同时排除或鉴别其他原因导致的腹

泻。由于会影响到后续EGFR-TKI的治疗策略，排除其

他原因导致的腹泻是至关重要的。

1.1.3  EGFR-TKI相关性腹泻的临床评估  临床上，一旦

诊断为EGFR-TKI所致腹泻，应对腹泻进行合理评估，

了解腹泻的严重程度，为后续治疗决策提供依据。

目 前 ， 通 用 的 分 级 标 准 是 美 国 国 立 癌 症 研 究 所

（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 NCI）针对消化道不良反应

制订的分级标准。2017年NCI发布了更新的常见不良反

应术语评定标准（common terminology criteria for adverse 

events, CTCAE）5.0标准分级。腹泻采用的是CTCAE 5.0

分级标准[22]（表4）。

除按上述标准进行分级外，尚应对下列内容进行

评估[23]：（1）确认出现腹泻症状的时间及持续时间；

（2）记录排便次数及排便性状；（3）评估是否有发

烧、晕眩、痉挛等症状，以排除伴随其他更严重副作

用的可能；（4）评估患者的饮食特点与对先前治疗的

依从性。

1.1.4  EGFR-TKI相关性腹泻的预防  对于EGFR-TKI所致

腹泻的预防措施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24]：获得患者接受

EGFR-TKI治疗开始前6周的大便信息，以便更好评估

EGFR-TKI导致腹泻的状况；在治疗开始前收集患者同

时服用的其他药物以及其他临床状况，以便评估药物

对消化系统潜在的影响，对可能导致消化系统不良反

应的药物相互作用也应进行评估；EGFR-TKI治疗期间

应低脂低纤维饮食，忌食用咖啡因、酒精、奶制品、

脂肪、纤维、橘子汁、葡萄汁以及辛辣食物，少食多

餐；不得服用泻药，除非有医嘱。

1.1.5  EGFR-TKI相关性腹泻的处理  对EGFR-TKI导致腹

泻的患者，处理措施可参考表5。

1.1.6  EGFR-TKI相关性腹泻的中医论治

1.1.6.1  病因病机  EGFR-TKI相关性腹泻属中医“泄泻”的

范畴。其发生责之于体虚和药毒二因，因虚则泻，因

泻愈虚，其本质是以虚为主的虚实夹杂证。病位以脾

为主，与肝、肾二脏密切相关。

《 景 岳 全 书 · 泄 泻 》 曰 ： “ 泄 泻 之 本 ， 无 不 由 于

胃”。“肾为胃之关，开窍于二阴，所以二便之开闭，皆

肾脏之所主。今肾中之阳气不足，则命门火衰，而阴

寒极盛之时，则令人洞泄不止也”。“凡遇怒气便作泄泻

者，必先以怒时夹食，致伤脾胃。”此类泄泻，或因久

病而脾胃虚弱，或因情志抑郁而肝郁乘脾，或因日久

伤肾，肾阳虚而脾失温煦，最终脾胃运化失常、内生

湿滞，且易感寒湿，而致泄泻，此为体虚内因。EGFR-

TKI是攻伐之品，属中医“药毒”的范畴，易伤脾胃而致

泄泻，此为药毒病因。

1.1.6.2  辨病辨证

1.1.6.2.1   辨轻重缓急   泄泻急者发病快，病程较短；

泄泻缓者发病缓慢，病程较长。泄泻轻者，泄泻次数

少，量少，兼证轻（按分级1级-2级）；泄泻重者，泄

泻次数多，量多，兼证重（≥3级）。

1.1.6.2.2  辨寒热  大便色黄而臭秽，肛门灼热者，多属

热证；大便清稀，或完谷不化者，多属寒证。

1.1.6.2.3   辨虚实   急性暴泻，腹痛甚而拒按，泻后痛

减，多属实证。若有恶寒，发热，头身疼痛，鼻塞，

脉浮，多兼表证；若有肢体困重，大便粘腻不爽，苔

腻脉濡，多兼湿证；若情志抑郁，胸胁胀痛，多兼气

郁。

慢性久泻，反复发作，腹痛不甚，喜温喜按，神

疲乏力，多属虚证。若有神疲乏力，大便时溏时烂，

则脾虚明显；形寒肢冷，腰膝酸软，大便溏稀，完谷

表 4  腹泻的分级标准[22]

Tab 4  Grades criteria for diarrhea[22]

分级 描述

1 与基线相比，大便次数增加每天<4次；与基线相比，造瘘口排出物轻度增加

2 与基线相比，大便次数增加每天4次-6次；与基线相比，造瘘口排出物中度增加；日常生活中工具使用受限

3 与基线相比，大便次数增加每天≥7次；需要院治疗；与基线相比，造瘘口排出物重度增加；日常生活中自理能力受限

4 危及生命； 需要紧急治疗

5 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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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化，多发生于五更，则肾阳虚明显。

1.1.6.3  辨证分型  根据中医理论及临床经验，其证型主

要可分为以下三种。

1.1.6.3.1   脾胃虚弱证   证候：大便时溏时泻，绵延反

复，食少，腹胀，进食油腻食物则大便次数增加，伴

面色萎黄，神疲倦怠，舌淡，苔白，脉细弱。

1.1.6.3.2   肝气乘脾证   证候：泄泻肠鸣，矢气频繁，

嗳气食少，因情志抑郁或精神紧张而发，舌淡红，脉

弦。

1.1.6.3.3  肾阳虚衰证  证候：大便溏稀，完谷不化，腹

部喜温，泻后则安，多发生于黎明前，伴形寒肢冷，

腰膝酸软，舌淡苔白，脉沉细。

1.1.6.4  治则治法  EGFR-TKI所致腹泻的病机，本在于脾

胃虚弱，标在于湿浊阻滞。因此，治疗上宜以健脾益

气以扶其本虚，并以行气化湿以解其标实，并随证加

减。

1.1.6.4.1  主方  藿香正气丸加减：

【组成】藿香15 g、大腹皮10 g、白芷10 g、紫苏

叶10 g、茯苓10 g、法半夏15 g、白术15 g、陈皮10 g、

厚朴10 g、桔梗10 g、甘草6 g。

【用法】水煎至250 mL，分温内服。

【功效】理气和中、化湿止泻。

【主治】外感风寒，内伤湿滞证，见脘腹胀痛，

呕吐泄泻，头痛昏重，胸膈痞闷，舌苔白腻，脉浮或

濡缓者。

脾虚胃弱者：加用党参25 g、白扁豆25 g、莲子

25 g、人参10 g、山药20 g、薏苡仁30 g等以健脾益气；

（注：人参阳虚者以红参或高丽参，阴虚者以西洋

参，可另炖服用）。

食滞伤胃者：加用山楂15 g、砂仁6 g后下、鸡内金

10 g等以消食和胃；

肝气郁结者：加用柴胡10 g、郁金10 g、川楝子10 

g等以疏肝解郁；

郁而化热者：加用黄连3-6 g、栀子10 g等以清热燥

湿；

肾阳虚衰者：加用肉豆蔻6 g、补骨脂10 g、五味子

6 g、吴茱萸3 g、附子10 g、肉桂6 g等以温肾散寒；

久泻脱肛者：加用黄芪30 g、升麻15 g、干姜10 g

等以升阳止泻。

1.1.6.4.2  敷脐方  敷脐止泻散：

【组成】干姜、肉桂、补骨脂、白术、制附子、

黄连等量。

【用法】打细粉，每次适量，外敷肚脐，以胶布

固定。

表 5  EGFR-TKI相关性腹泻的处理措施[24]

Tab 5  Management of diarrhoea in patients treated with EGFR-TKI[24]

分级 管理 治疗

1级-2级 （1）密切观察，避免脱水；

停用软便剂，每天饮用1升等渗液体；

（2）改变饮食（避免摄取乳制品、清淡饮食、少量多餐）；

（3）第2级腹泻持续时间超过48 h：评估是否有脱水或电

解质失衡的状况，并考虑给予输液，每天饮用1 L-1.5 L等渗

液体。

（1）使用相同剂量的EGFR-TKI继续治疗；（2）使用洛哌丁胺

（5A）、益生菌和思密达（5B）。洛哌丁胺从4 mg开始（2片），

在此之后，每次腹泻后、或每隔4 h服用2 mg（1片）（最高剂量16 

mg/d），直到排便停止达12 h为止；

（3）第2级腹泻持续时间超过48 h将EGFR-TKI暂停用药，并继续

使用洛哌丁胺（最高剂量 16 mg/d）（5A）、益生菌和思密达（5B）

治疗，加用可待因（30 mg Bid）（5A）直到缓解至第1级以下，降低

EGFR-TKI原剂量，以低剂量重启治疗

3级以上 （1）让患者住院监测，并采集粪便样本进行显微镜检查；

（2）每天饮用1 L-1.5 L等渗液体积极给予静脉输液补充至

少24 h

（1）暂停使用EGFR-TKI直到缓解至1级及以下，降低EGFR-TKI原

剂量，以低剂量重启治疗；

（2）使用洛哌丁胺（最高剂量16 mg/d）（5A）；

（3）益生菌和思密达（5B）继续治疗，加用可待因（30 mg Bid）

（5A）；若患者的嗜中性粒细胞增加，则考虑给予预防性抗生素治

疗：

①严重时，可考虑加用生长抑素

②治疗后腹泻于14 d内没有缓解至1级及以下，应给予最佳支持疗

法并将EGFR-TKI停用

腹泻物含有大量有害细菌，会导致皮肤损伤、疼痛，可用温水均匀地清洁肛门附近区域，去除有害细菌[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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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效】温脾补肾、清热化湿。

【主治】各种腹泻。根据具体情况加减，食谷不

化者，加莱菔子、山楂等量；偏热者，去制附子，加

栀子等量；偏寒者，加吴茱萸；气滞者，加木香、厚

朴等。

1.1.6.5  中医各家学说   多数中医医家认为，EGFR-TKI

相关性腹泻多虚证，治法以温补脾肾为主，兼顾兼

证，必要时适当收涩。温补脾肾又有侧重之分，神疲

乏力，纳差，大便时溏时泻，舌淡苔白，脉细弱者，

重在温脾。腰膝酸软，畏冷肢寒，大便完谷不化，脉

沉细者，重在温肾。泄泻甚者，急则治标，可适当使

用诃子、肉豆蔻等收涩药。切忌过早使用收涩药或收

涩太过，以免有闭门留寇之虞。情志抑郁、胸胁胀闷

不舒者为肝郁之象，重在疏肝健脾。肿瘤患者常症候

复杂，临床上应四诊合参，辨证论治，灵活用药。同

时，此类患者应注重饮食调护，忌食生冷和油腻的食

物。必要时可结合中医外治法（中药敷脐、中药灌

肠），针灸等。

近 年 来 ， 针 对 靶 向 药 相 关 性 腹 泻 的 中 医 临 床 研

究很多。孙等 [25]研究报道，在吉非替尼治疗前后患者

存在中医证候变化，对于吉非替尼治疗肺癌后患者，

热毒伤阴，余毒未净为其主要病机特点，治疗当以养

阴解毒为主，忌重用苦温燥湿。王等 [ 2 6 ]临床工作中

发现，靶向药物在中医角度看来是苦寒伤中的攻伐之

品，泄泻多由脾虚有湿，下趋大肠而致，故治以温运

脾胃、利湿止泻为主，临床上有良好收效。张某 [27]研

究发现，参苓白术颗粒能明显降低吉非替尼/厄洛替

尼治疗中的腹泻发生率［联合组28.6% vs 对照组70%

（P<0.05），2b级］。贺某等 [28]报道，中药腹泻方对

N S C L C患者靶向治疗引起的轻中度腹泻的治疗效果

优于易蒙停［第14天时试验组缓解率81.82% vs 对照组

76.67%（P=0.029），2b级］。翟某[29]研究发现，在吉

非替尼治疗基础上给予益肺汤治疗肺癌脑转移头痛患

者中，治疗组腹泻发生率为较对照组明显降低[治疗组

10.0 vs 对照组27.08%（P<0.05），2b级］。林某[30]用

益气养阴化痰解毒中药能减少吉非替尼引起的腹泻发

生［治疗组发生率6.7% vs 对照组16.7%（P>0.05），2b

级］。

中医药治疗腹泻的优势在于缓解腹泻的同时综合

调节患者胃肠道功能，增进食欲，以及可预防腹泻的

发生。

传统经典方简便廉验，根据临床情况辨证使用中

成药，如脾胃虚弱者，可选用参苓白术丸、香砂六君

丸、理中丸等；肝气乘脾证，可选用逍遥丸合香砂六

君丸；肾阳虚衰者可选四神丸、桂附理中丸等。

1.2  EGFR-TKI相关性药物性肝损伤（drug-induced liver 

injury, DILI）及其处理

1.2.1  EGFR-TKI相关性DILI的发生率   在目前已公布

的不同EGFR-TKI的III期临床研究中，DILI的发生率

为5%-55.3%，≥3级的发生率为0.4%-26.3%[1,2,5,6,8-11]（表

6）。除阿法替尼以外，多数EGFR-TKI主要通过肝脏

（cytochrome P450, CYP450）酶系代谢[31]。有研究[32]认

为EGFR-TKI的肝毒性与其活性代谢产物的代谢有关，

而诱导的自身免疫性损伤是EGFR-TKI肝毒性的另一种

机制[33]。

1.2.2  EGFR-TKI相关性DILI的临床诊断

1.2.2.1  EGFR-TKI相关性DILI的临床表现和实验室检

查  DILI的临床表现通常无特异性[34]。部分患者可有乏

力、食欲减退、厌油、肝区胀痛及上腹不适等消化道

症状。淤胆明显者可有全身皮肤黄染、大便颜色变浅

和瘙痒等。少数患者可有发热、皮疹、嗜酸性粒细胞

增多甚至关节酸痛等过敏表现，还可能伴有其他肝外

器官损伤的表现[34]。因此，对于EGFR-TKI治疗过程中

出现相应非特异性症状的患者，应考虑到DILI的可能

性。但无症状患者，并非一定能排除DILI可能。

血清谷丙转氨酶（alanine aminotransferase, ALT）、

谷草转氨酶（aspartate transaminase, AST）、碱性磷酸酶

（alkaline phosphates, ALP）、谷氨酰转肽酶（glutamyl 

transpeptidase, GGT）和总胆红素（total bilirubin, TBil）

等改变是目前判断是否有肝损伤和诊断DILI的主要实验

室指标 [35]。此外，白蛋白和凝血功能是反映肝脏功能

的指标，其水平下降通常提示肝脏损伤较重，肝脏的

功能受到了影响[34]。EGFR-TKI治疗过程中，定期筛查

这些实验室指标有助于早期发现潜在的DILI。超声、计

算机断层扫描（computed tomography, CT）或磁共振成

像（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等常规影像学检

查可协助发现特殊类型的DILI（如失代偿期肝硬化、肝

脏血管病变、肿瘤等），在有强烈临床提示时，可考

虑进行相应检查。事实上，影像学检查也是临床上DILI

鉴别诊断过程中常用的手段[34]。

1.2.2.2  EGFR-TKI相关性DILI的临床诊断和鉴别诊断  

DILI的诊断目前仍属排他性诊断。在实践中，对疑似

DILI患者，首先要确认患者是否存在肝损伤，其次需

排除引起肝损伤的其他病因，最后通过因果关系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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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量表（Roussel  Uclaf  Causality A ssessment Method, 

RUCAM）（附录1 http://www.lungca.org/fi les/2019-

1-supp1.pdf）来确定肝损伤与可疑药物EGFR-TKI的因

果关系。通常，RUCAM量表打分在6分以上时，可建

立DILI诊断；3分-5分时是否可建立诊断目前仍存有争

议。诊断的具体流程和策略可参考中华医学会药物性肝

病学组发布的《药物性肝损伤诊治指南》[34]，如图1。

完整的DILI临床诊断应包括诊断命名、临床类型、病

程、RUCAM评分结果、严重程度分级。

由于（1）DI LI的潜伏期差异很大，可短至数日

至1个月、长达数月，药物和肝损伤的关系比较隐秘；

（2）药物可以导致目前已知的所有急性、亚急性和慢

性肝损伤类型；（3）同一种药物在不同人群中可导致

不同的肝损伤类型；（4）中国有大量慢性乙型肝炎病

毒携带者、慢性乙型肝炎和脂肪肝等慢性肝病背景的

患者等，这些因素导致了DILI的诊断和鉴别诊断充满

挑战。尽管DILI的组织学无特异性表现，但进行鉴别

诊断时，尤其是自身免疫性肝炎（autoimmune hepatitis, 

AIH）不能除外时，肝脏组织学可以提供额外的信息帮

助我们进行鉴别诊断。因此，在遇到肝损伤病因诊断

仍不明确、疑难和重症肝损伤患者时，建议转诊至肝

病专业协助诊治。

需要提醒的是，对肿瘤患者而言，患者除了应用

EGFR-TKI外，有可能同时服用其他药物包括其他处方

和非处方药、传统中药、保健品等治疗，而这些信息

患者可能不会主动告知医生，因此，在建立DILI诊断

时，肝损伤是由EGFR-TKI引起的还是服用其他药物引

起的，应注意鉴别。

1.2.2.3  DILI的临床分型   诊断DILI后，应对肝损伤进

行临床分型。对于EGFR-TKI所致肝损伤，目前无证据

显示可造成肝脏血管损伤。因此，对多数患者，分型

可参考中华医学会药物性肝病学组发布的《药物性肝

损伤诊治指南》 [34]进行：（1）肝细胞损伤型：ALT≥

3×ULN，且R≥5；（2）胆汁淤积型：ALP≥2×ULN，

且R≤2；（3）混合型：ALT≥3×ULN，ALP≥2×ULN，

且2<R<5。R＝（ALT实测值/ALT ULN）/（ALP实测

值/ALP ULN）。

1.2.3  EGFR-TKI相关性DILI的临床评估  对所有诊断为

DILI的患者，可参考中华医学会药物性肝病学组发布

的《药物性肝损伤诊治指南》[34]，评估肝损伤的严重

程度，见表7。

1.2.4  EGFR-TKI相关性DILI的预防   对于EGFR-TKI所

致肝损伤的预防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认真阅读

EGFR-TKI类药物的说明书，了解药物肝毒性的整体情

况，了解药物应用的禁忌证和注意事项；用药后严密

监测肝损伤的发生，定期进行肝脏生化学检测；遵循

说明书和临床指南合理用药；联合应用C YP3A4酶抑

制剂或诱导剂，应对EGFR-TKI进行剂量调整；加强用

药知情同意管理，提高患者对EGFR-TKI所致肝损伤风

险的意识；肝功能改变严重或恶化时，考虑终止用药

等。

1.2.5  EGFR-TKI相关性DILI的处理   DILI的基本治疗

表 6  不同EGFR-TKI的相关III期临床研究中DILI的发生率

Tab 6 Incidence of DILI in phase III clinical trials

EGFR-TKI 研究缩写 区域 发生率

所有 (%) ≥3级 (%)

吉非替尼 IPASS[1] 东亚 转氨酶升高 文中未提及相关数据 9.4

NEJ002 [2] 日本 转氨酶升高 55.3 26.3

厄洛替尼 EURTAC[5] 欧洲 转氨酶升高 6 2

OPTIMAL[6] 中国 谷丙转氨酶升高 37 4

阿法替尼 LUX-Lung 3[8] 全球 转氨酶升高 文中未提及相关数据 文中未提及相关数据

LUX-Lung 6[9] 亚洲 谷丙转氨酶升高

谷草转氨酶升高

20.1

15.1

1.7

0.4

奥希替尼 AURA 3[11] 全球 谷丙转氨酶升高

谷草转氨酶升高

6

5

1

1

埃克替尼 CONVINCE [10] 中国 谷丙转氨酶升高

谷草转氨酶升高

9.5

9.5

2.0

2.7

EGFR-TKI：表皮生长因子受体酪氨酸激酶抑制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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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DILI诊断流程图。甲型肝炎病毒（hepatitis avirus, HAV）；戊型肝炎病毒（hepatitis E virus, HEV）；巨细胞病毒（cytomegalovirus, 

CMV）； EB病毒（Epstein-Barr virus, EBV）；谷氨酰基转移酶（glutamyltransferase, GGT）；身体质量指数（Body Mass Index, BMI）；B型超

声（type-B ultrasonic ultrasonic test, B超）； 抗核抗体（antinuclear antibody, ANA）；抗线粒体抗体（anti-mitochondrial antibody, AMA）；

抗平滑肌抗体（anti-smooth muscle antibody, SMA）；磁共振胰胆管造影（magnetic resonance cholangiopancreatography, MRCP）；内镜

下逆行胰胆管造影（endoscopic retrograde cholangiopancreatography, ERCP）；巴德-基亚里综合征（Budd-Chiari syndrome, BCS）；特发性

门静脉高压症（idiopathic portal hypertension, IPH）；结节性再生性增生（nodular regenerative hyperplasia of the liver, NRH）；紫癜性肝病

（peliosis hepatitis, PH）；肝窦阻塞综合征/肝小静脉闭塞病（sinusoidal obstruction syndrome/veno-occlusivedisease, SOS/VOD）：*R＝[ALT

实测值/上限（upper limit of normal value, ULN）]/（ALP实测值/ULN）。

Fig 1 Diagnostic algorithm of DILI

血清ALT、ALP及TBil等指标升高 和/或 腹水、静脉曲张等门静脉高压表现

详细采集

性别、年龄

用药史：种类、剂量、疗程、起止日期、以往肝毒性信息、再用药反应

既往病史、饮酒史、疫区旅游史

症状特点、体检所见

实验室检查，B超、CT及MRI等辅助检查结果

鉴别诊断

病毒性肝病：HAV、HEV、HBV、HCV、CMV、EBV感染等

酒精性肝病：饮酒量、频率、年数、AST/ALT比值、GGT等

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BMI、腹部B超、血脂测定等

自身免疫性肝病：ANA、AMA、SMA、γ-球蛋白、IgG4等

胆汁淤积性疾病：腹部超声、CT、MRI、MRCP、ERCP等

遗传代谢性肝病：血浆铜蓝蛋白、α1-抗胰蛋白酶等

感染：肝脏局部感染、全身性感染（脓毒症）等

血流动力学异常：心功能不全、低血压、休克

血管闭塞性疾病：各种非药物性因素引起的血栓或静脉炎，肿瘤等静脉外病变的压迫或侵袭等

RUCAM评分 必要时肝活检

药物性肝损伤？

计算R值* SOS/VOD? PH? BCS? IPH? NRH?

R≥5                2＜R＜5 R≤2

肝细胞损伤型 混合型 胆汁淤积型 肝血管损伤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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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肝损伤的分级标准[34]

Tab 7  Grades criteria for liver injury[34]

分级 描述

1 轻度肝损伤：血清ALT和/或ALP呈可恢复性升高，TBil<2.5×ULN (2.5 mg/dL或42.75 μmol/L)，且国际标准化比值（international 

normalized ratio, INR）<1.5。多数患者可适应。可有或无乏力、虚弱、恶心、厌食、右上腹痛、黄疸、瘙痒、皮疹或体质量减轻等症状

2 中度肝损伤：血清ALT和(或) ALP升高，TBil≥2.5×ULN，或虽无TBil升高但INR≥1.5。上述症状可有加重

3 重度肝损伤：血清ALT和(或)ALP升高，TBil≥5×ULN (5 mg/dL或85.5 μmol /L)，伴或不伴INR≥1.5。患者症状进一步加重，需要住院治疗，

或住院时间延长

4 ALF：血清ALT和（或）ALP水平升高，TBil≥10×ULN（10 mg/dL或171 μmol/L或每天上升≥1.0 mg/dL ( 17.1 μmol/L)，INR≥2.0或凝血酶

原活动度（prothrombin time activity, PTA）<40%，可同时出现（1）腹水或肝性脑病；或（2）与DILI相关的其他器官功能衰竭

5 致命：因DILI死亡，或需接受肝移植才能存活

ALT：血清谷丙转氨酶；TBil：总胆红素；ALP：碱性磷酸酶；ULN：上限；ALF：急性肝衰竭/亚急性肝衰竭；DILI：药物性肝损伤

表 8  EGFR-TKI相关性DILI的治疗措施[34]

Tab 8 Management of DILI in patients treated with EGFR-TKI[34]

治疗措施 具体内容

停药 （1）及时停用可疑的肝损伤药物是最为重要的治疗措施；

（2）下述标准是美国FDA在药物临床试验中建议的停药标准，临床上可作为停药的参考。因此，出现下列情况之一建议应考虑停用

EGFR-TKI：

①血清ALT或AST>8×ULN；

②ALT或AST>5×ULN，持续2周；

③ALT或AST>3×ULN，且TBil>2×ULN或INR>1. 5；

④ALT或AST>3×ULN，伴逐渐加重的疲劳、恶心、呕吐、右上腹疼痛或压痛、发热、皮疹和（或）嗜酸性粒细胞增多（>5%）。

药物治疗 （1）重型成人患者可选用N-乙酰半胱氨酸（N-acetyl-L-cysteine, NAC）（2A），临床越早应用效果越好。成人一般用法: 50 mg/kg/

d-150 mg/kg/d，总疗程不低于3 d；

（2）糖皮质激素应仅限用于超敏或自身免疫征象明显、且停用EGFR-TKI后生化指标改善不明显甚或继续恶化的患者（5B）；

（3）异甘草酸镁可用于治疗ALT明显升高的急性肝细胞型或混合型肝损伤（1A）；

（4）有经验表明，轻-中度肝细胞损伤型和混合型DILI，炎症较重者可试用双环醇和甘草酸制剂；炎症较轻者可试用水飞蓟素。胆汁淤

积型DILI可选用熊去氧胆酸（ursodeoxycholic acid, UDCA）。有报道腺苷蛋氨酸（S-adenosylmethionine, SAMe）治疗胆汁淤积型

DILI有效。上述药物的确切疗效有待严格的前瞻性随机对照研究加以证实（5B）。

ALT：血清谷丙转氨酶；AST：谷草转氨酶；INR：国际标准化比值；TBil：总胆红素；ULN：上限；DILI：药物性肝损伤

原则：（1）及时停用可疑肝损伤药物；（2）充分权

衡停药引起原发病进展和继续用药导致肝损伤加重

的风险；（3）根据肝损伤的临床类型选用适当的药

物治疗；（4）急性肝衰竭/亚急性肝衰竭（acute liver 

failure/subacute liver failure, ALF/SALF）等重症患者必要

时可考虑紧急肝移植[34]。

由于在多数人群中机体对药物的肝毒性可产生适

应性，ALT和AST的暂时性波动临床上很常见，真正进

展为严重肝损伤和肝衰竭的情况相对少见，因此，多

数情况下血清ALT或AST升高而无症状者并非是必须立

即停药的指征。但出现TBil 和（或）INR升高等肝脏明

显受损的情况时，若继续用药则有诱发ALF/SALF的危

险[34]，重度或怀疑有急性肝功能衰竭征象者，应及时

转诊到专科医生，必要时行肝移植治疗。DILI的具体

治疗措施见表8。

关于停药后，能否再用同一个EGFR-TKI或换成

其他的EGFR-TKI进行治疗，目前没有明确的共识和推

荐。日本曾报道过一例EGFR突变阳性肺腺癌的日本老

年女性患者，在使用吉非替尼16周后出现肝毒性（AST

和ALT升高，毒性级别分别为1级和3级），停药后肝酶

恢复至正常水平。换用厄洛替尼治疗10周，肝酶再次

升高。停药2周，再次使用厄洛替尼，剂量从100 mg/d

减至50 mg/d，直至肝酶恢复正常水平。随后换用阿

法替尼，治疗超过44周，未发现肝毒性的证据。作者

认为，这是首次使用阿法替尼成功治疗经吉非替尼和

厄洛替尼治疗出现高级别肝毒性的案例报道 [35]。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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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研究[36]使用吉非替尼治疗8例NSCLC患者出现AST和

ALT升高，随后吉非替尼停用或减量，然后患者均换

用厄洛替尼，虽有3例患者出现肝毒性（2例1级、1例2

级），但均能耐受，因此，作者认为，对于吉非替尼

所致肝毒性的患者，换用厄洛替尼，同时加强肝功能

监测，是个不错的替代方案。

消化系统不良反应会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降低

患者靶向治疗的依从性，增加停药风险，从而影响治

疗效果。因此，应加强对患者的宣教，早期发现并识

别消化系统不良反应，提前采取相关的预防措施。医

生应对患者进行合适的管理，以尽可能降低消化系统

不良反应对患者的影响，维持患者的生活质量。EGFR-

TKI治疗中应充分权衡抗肿瘤治疗的获益和可能带来的

不良反应风险，既避免不必要的剂量减少或者中断治

疗从而影响抗癌效果，也避免忽视相关的风险[24]。

2    EGFR-TKI相关性皮肤不良反应及其处理

EGFR对皮肤生理学有多种作用，包括刺激表皮生

长、抑制分化、加速伤口的愈合等。抑制EGFR的活性

可导致细胞内信号转导通路的级联反应从而引起多种

皮肤不良反应，如皮疹/痤疮样皮疹、皮肤干燥、瘙痒

和指甲/甲周组织的炎症 [24]。EGFR-TKI导致的皮肤不

良反应，不仅影响患者生活质量，还可能导致正常治

疗无法继续，严重影响肿瘤的治疗效果，其中又以

皮疹/痤疮样皮疹和甲沟炎两类不良反应最为常见。因

此，本章节着重对皮疹/痤疮样皮疹和甲沟炎两类皮肤

不良反应的发生率、高危因素、临床表现、诊断和分

级标准以及防治措施进行归纳总结。

2.1  不同EGFR-TKI相关性皮肤不良反应的发生率  不同

EGFR-TKI的III期临床研究中皮疹/痤疮样皮疹的发生

率为15.5%-89.1%，≥3级的发生率1%-16.2%[1,2,5,6,8- 11]。甲

沟炎的发生率4%-56.8%，≥3级的发生率0-11.4%[1,2,5,6,8-11]

（表9）。

2 . 2   EG F R -T K I 相关性皮肤不良反应的高危因素   由

于EGFR存在于所有正常上皮和部分间叶来源的细胞

（包括表皮角质形成细胞、外毛根鞘和皮脂腺），因

此，EGFR-TKI对皮肤及其附属器官具有特殊的毒副反

应 [37]。EGFR-TKI所致皮肤不良反应的类型和严重程度

不仅与所用EGFR-TKI的种类和治疗时间相关，也与患

者自身因素相关，如吸烟、免疫状态、遗传变异（如

K-ras突变）等相关[38]。加重EGFR-TKI所致皮肤不良反

应的因素有阳光暴晒、同期进行放射治疗、皮肤保湿

不充分、老年人、曾接受细胞毒药物治疗继而导致皮

肤屏障改变的患者等[37]。

2.3  EGFR-TKI相关性皮肤不良反应的临床症状  EGFR-TKI

所致的皮疹/痤疮样皮疹多在靶向药物治疗后1周-2周发

生[39]，常发生于皮脂腺丰富的部位，严重时下肢亦可受

累甚至遍及全身；多伴有瘙痒和皮肤干燥，常使患者

心烦意乱，影响日常生活和夜间睡眠[40]。EGFR-TKI引

起的痤疮样皮疹与寻常痤疮具有差异[24]。寻常痤疮是

由毛囊不同深度的炎症以及其他继发性反应造成的，

初发损害常为白头粉刺及黑头粉刺，伴炎性丘疹、结

节和囊肿，常伴有疼痛，皮脂溢出部位好发 [ 4 1 ]；而

EGFR-TKI所致的皮疹形态单一，以丘疹脓疱疹为主，

可伴有瘙痒，在临床和组织病理学特征方面都不同于

寻常痤疮[42]。指甲改变多出现在EGFR-TKI初始治疗后

4-8周，可发生于任何指甲或脚趾甲，通常由指（趾）

表 9  不同EGFR-TKI的相关III期临床研究中皮肤不良反应发生率

Tab 9  Incidence of skin adverse events in phase III clinical trials about different EGFR-TKI

EGFR-TKI 研究缩写 地区 皮疹/痤疮样皮疹 甲沟炎

所有级别（%） ≥3级（%） 所有级别（%） ≥3级（%）

吉非替尼 IPASS[1] 东亚 66.2* 3.1* 13.5 0.3

NEJ 002[2] 日本 14.9** 5.3** 文中未提及相关数据 文中未提及相关数据

厄洛替尼 EURTAC[5] 欧洲 67** 13** 文中未提及相关数据 文中未提及相关数据

OPTIMAL[6] 中国 73** 2** 4 0

阿法替尼 LUX-Lung 3[8] 全球 89.1* 16.2* 56.8 11.4

LUX-Lung 6[9] 亚洲 80.8* 14.6* 32.6 0

奥希替尼 AURA3[11] 全球 34** 1** 22 0

埃克替尼 CONVINCE[10] 中国 15.5** 14.9** 文中未提及相关数据 文中未提及相关数据

*皮疹/痤疮；**皮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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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EGFR-TKI导致皮肤不良反应的主要临床表现[38,42]

Tab 10  The main clinical features of skin adverse events in patients treated with EGFR-TKI[38,42]

皮肤不良反应 主要临床表现

痤疮样皮疹 (1) 无黑头粉刺

(2) 常自觉瘙痒

(3) 常发生于面、胸、上背，也可累及任何部位

甲沟炎 (1) 皮疹初起于甲周皮肤

(2) 肉芽组织的形成

(3) 涂片可见革兰氏阳性菌（gram positive bacteria, G+）、革兰氏阴性菌（gram negative bacteria, G-）

以及白色念珠菌感染

表 11  痤疮样皮疹和甲沟炎的分级标准

Tab 11  Grades criteria for acne-like rash and paronychia

分级                                           皮肤不良反应

痤疮样皮疹 甲沟炎

1 丘疹和/或脓疱覆盖<10%体表面积（body surface area, BSA），伴或不伴

瘙痒和触痛

甲沟肿胀或红斑；甲周皮肤受损

2 丘疹和/或脓疱覆盖10%-30% BSA，伴或不伴有瘙痒和触痛；伴心理影响；日

常生活中工具使用受限；丘疹和/或脓疱覆盖>30% BSA，伴或不伴轻度症状

需要局部治疗；需要口服给药；甲沟肿胀或红斑伴痛；甲

板分离或脱落；日常生活中工具使用受限

3 丘疹和/或脓疱覆盖>30% BSA伴中度或重度症状；生活自理受限；伴局部超

感染，需要局部抗生素治疗

需要手术治疗；需要静脉抗生素治疗；日常生活自理能

力受限

4 威胁生命；丘疹和/或脓疱累及任意体表范围，伴或不伴有瘙痒或触痛，与广

泛超感染有关，需要静脉抗生素治疗

原文中未提及

5 死亡 原文中未提及

甲根部的边缘开始出现红肿、疼痛，之后两侧甲沟逐

渐有发炎、溃疡、出现化脓性肉芽组织等症状，使指

（趾）甲内嵌[42]，造成患者活动不便。EGFR-TKI所致

皮疹和甲沟炎的临床表现见表10。

2.4  EGFR-TKI相关性皮肤不良反应的诊断和分级  根据

明确的EGFR-TKI服用史、以及相关的临床症状进行诊

断。同时需排除具有类似症状的其他相关疾病[41]。

2.5  EGFR-TKI相关性皮肤不良反应的分级  对EGFR-TKI

皮肤不良反应严重程度的评估是治疗该病的基础。目

前通用的分级标准是NCI针对皮肤不良反应制订的分级

标准。痤疮样皮疹和甲沟炎的分级参考2017年NCI发布

的CTCAE 5.0标准分级[22]，具体见表11。

2.6  EGFR-TKI相关性皮肤不良反应的预防  使用EGFR-

TKI治疗之前，医护人员应向患者及其家属进行患者教

育[43]：首先，EGFR-TKI所致的皮疹不具有传染性；其

次，皮疹与普通痤疮具有差别，部分非处方药（over 

the counter, OTC）类的痤疮治疗药物缺乏疗效[43]。指

导患者采取正确的预防措施，如嘱咐防晒，建议使用

防晒系数（sun protection factor, SPF≥30）的广谱防晒

用品 [24]；每天保持皮肤的清洁与湿润，温水洗浴后适

当涂抹保湿乳霜[24]；EGFR-TKI治疗过程中需穿宽松、

透气的鞋子，坚持温水沐足后涂抹润肤霜可预防足部

皮疹的发生，治疗足癣等原发疾病[24]。

对 于 不 同 类 型 的 皮 肤 不 良 反 应 的 预 防 措 施 见 表

12。

2.7  EGFR-TKI相关性皮肤不良反应的处理  针对痤疮样

皮疹和甲沟炎的具体治疗方法见表13和表14。

国外有文献推荐：治疗痤疮样皮疹1级时，可使用

1%-2%的红霉素[43]；治疗2级痤疮样皮疹时，可口服土

霉素500 mg bid（5A）[44]。

治疗瘙痒时，可使用的抗组胺药包括：左西替利

嗪5 mg qid、地氯雷他定5 mg qid、苯海拉明25 mg-50 mg 

tid、羟嗪25 mg tid或非索非那定60 mg tid。重度瘙痒者

可使用γ-氨基丁酸（γ-aminobutyric acid, GABA）受体激

动剂（如果患者有肾功能损害则调整），如加巴喷丁

每8小时300 mg或普瑞巴林每8小时50 mg-75 mg；三环类

药物，如多西平每8小时25 mg-50 mg、阿瑞匹坦三次：

第1天125 mg，第2天和第3天各80 mg（5A）[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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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EGFR-TKI 相关性痤疮样皮疹和甲沟炎的预防措施

Tab 12  Prevention measures of acne-like rash and paronychia in patients treated with EGFR-TKI

皮肤不良反应 预防措施

痤疮样皮疹 使用SPF≥30的防晒霜、滋润霜[24]；仔细的皮肤护理[42]

甲沟炎 保持手部和足部的皮肤干燥、不要将手和脚浸泡在肥皂水中，经常使用滋润霜；避免指甲受伤；穿鞋前确保脚部干燥；修剪指甲时要

小心；戴棉手套；穿宽松、舒适的鞋子保护趾甲；避免皮肤受刺激[24]

SPF：防晒系数。国外对痤疮样皮疹，推荐预防性用药（服用靶向药物起6周）：口服多西/米诺环素（100 mg bid）+外用低效糖皮质激素/克林霉素凝胶

（5A）[42]或根据经验外用夫西地酸软膏（5B）

表 13  EGFR-TKI 相关性痤疮样皮疹的治疗

Tab 13  Treatment of acne-like rash in patients treated with EGFR-TKI

分级 治疗措施

1级 (1) 外用2.5%氢化可的松霜剂及抗生素，可选择的抗生素有：1%克林霉素凝胶（5A）[42]，或硫酸新霉素（5A）[24]，或1%的甲硝唑（5A）[44]或

根据经验使用夫西地酸软膏（5B）；评估2周，如病情无改善则按下一级处理[43]；

(2) 如果伴有瘙痒，可酌情使用一代或二代抗过敏药，一代抗过敏药如扑尔敏（5B）、酮替芬（5B）、赛庚啶（5B）等因具有镇静嗜睡作用[45]

更适用于有夜间瘙痒的患者

2级 (1) 在1级治疗措施的基础上，加用他克莫司软膏（5A），口服多西环素或米诺环素（100 mg bid）（5A）[42]；

(2) 评估2周，如病情无改善则按下一级处理[42]

3级 (1) 按照说明书调整靶向药物剂量[42]

(2) 必要时需行细菌/真菌/病毒培养；除维持2级治疗外，需加用强的松（0.5 mg/kg/d）×5天（5A）；评估2周，如病情无改善，则需停用靶向

药物[42]；停药后继续治疗皮疹，必要时可咨询皮肤科医生。当皮疹恢复至≤2级，可重新使用EGFR-TKI（减少剂量），治疗同2级治疗，必

要时口服抗生素和局部使用糖皮质激素[24]；

(3) 顽固性瘙痒可酌情使用加巴喷丁或普瑞巴林等药物（5A）[44]

4级 (1) 4级治疗措施同3级

(2) 停用靶向药物

表 14  EGFR-TKI 相关性甲沟炎的治疗

Tab 14  Treatment of paronychia in patients treated with EGFR-TKI

分级 治疗措施

1级 (1) 外用抗生素（克林霉素，夫西地酸，百多邦）及白醋浸泡（5A）（手浸泡含1：1白醋与水的混合液，每天15 min）[42]；

(2) 评估2周，如病情无改善则按下一级处理[42]；

(3) 必要时还需外用强效的糖皮质激素和抗生素/抗真菌药物，如0.05%丙酸氯倍他索（5A）、0.3%戊酸二氟米松（5A）、硫酸新霉素（5A）
[24]、酮康唑（5B）、联苯苄唑乳膏（美克）（5B）、特比萘芬乳膏（兰美抒）（5B）等。

2级 (1) 除1级治疗外，需加用每日外用1次碘酊（5A）；

(2) 评估2周，如病情无改善则按下一级处理。

3级 (1) 按照说明书调整靶向药物剂量；必要时需行细菌/真菌/病毒培养[42]；

(2) 口服抗生素（如多西环素100 mg/d）治疗（5A），必要时拔甲；

(3) 评估2周，如病情无改善，则需停用靶向药物[42]；

(4) 停药后继续治疗甲沟炎，必要时可咨询皮肤科医生；

(5) 当甲沟炎恢复至≤2级，可重新使用EGFR-TKI（减少剂量），治疗同2级治疗；

(6) 持续使用外用强效的糖皮质激素和抗生素/抗真菌药物，如0.05%丙酸氯倍他索（5A）、0.3%戊酸二氟米松（5A）、硫酸新霉素（5A）[24]、

酮康唑（5B）、联苯苄唑乳膏（美克）（5B）、特比萘芬乳膏（兰美抒）（5B）等。

国外推荐用药：治疗1级甲沟炎时，可外用1%红

霉素、1 %四环素、1 %氯霉素和碘软膏和2 0 %硝酸银

（5A）[44]。

总之，多数EGFR-TKI所致痤疮样皮疹和甲沟炎是

可防、可控的，亦有部分患者的皮疹随治疗而趋向稳

定，相对严重的患者停药后皮疹可消退，再次用药皮

疹再发或加重。因此为改善患者生活质量，提高靶向

治疗的依从性，应正确防治EGFR-TKI 所致的痤疮样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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疹和甲沟炎。对轻-中度不良反应，可采取综合防治措

施如生活方式及药物干预等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而

无需调整靶向药物的剂量或中断治疗从而影响抗癌效

果；对重度不良反应，应系统用药对症改善症状，必

要时减量或暂停抗肿瘤靶向治疗，待皮疹改善后调整

抗癌方案[37]。

2.7  EGFR-TKI相关性皮疹的中医论治

2.7.1  病因病机  EGFR-TKIs相关性皮疹即药疹，祖国医

学又称为“药毒疹”。关于皮疹的病因病机，《素问·生

气通天论》中有“汗出见湿，乃生座雍”；“劳汗当风，

寒薄为皶，郁乃痤”的描述，意思是邪气郁于肌肤腠理

而致皮疹。《素问 ·评热病论》中有：“邪之所凑，其

气必虚”。中医理论认为，发病的病因病机总由禀赋不

耐、邪毒侵犯，复因感受药物特殊之毒所致。外邪侵

袭腠理，内不得疏泄，外不得透达，郁而化热，耗血

伤阴，血虚生风化燥，肌肤失养；或禀血热之体，受

药毒侵扰，火毒炽盛，燔灼营血，外发皮肤，内攻脏

腑；或禀湿热之体，受药毒侵扰，体内湿热蕴蒸，郁

于肌肤；病久药毒灼伤津液，气阴两伤，肌肤失养。

本病由药毒及外界之虚邪贼风所致，概而言之，主要

为“风、热、湿、毒、瘀”等邪气郁于皮肤故而发为药

疹。

2.7.2  辨病辨证  EGFR-TKI引起的皮损以痤疮样皮疹为

主，其表现形式类似于寻常痤疮，均表现为面部、头

颈部、胸背部多发丘疹或脓疱疹，此类皮疹常伴有瘙

痒、干燥和指甲改变。

中医药治疗应从皮损外观、虚实、症状及脏腑病

位等四个方面辩证论治，分述如下。

2.7.2.1  辨皮损

2.7.2.1.1  辨形态  如丘疹高出皮面，可伴毛囊角化；如

皮疹色红多为血分有热，颜色晦暗则为气滞血瘀；若

伴渗液多为湿热流注，若伴瘙痒难忍多从风热辨治；

若仅见红斑，不隆起、不凹陷多从风邪袭表辨治；若

有水疱则多为湿热、热毒；若有脓疱，多为痰湿、热

毒炽盛；亦有皮疹呈结节样，多为气血凝滞。

2.7.2.1.2  辨颜色   若皮疹色红，且压之褪色，多为血

热、风热，如若压之不褪色，为兼夹血瘀；若其色淡

白，多为气血凝滞，或血虚风邪。

2.7.2.1.3  辨光泽   若色红鲜润，则为阳证；若色泽晦

暗，则辨为阴证。

2.7.2.1.4  辨渗液  皮疹若属干型皮损，多会有脱屑、瘙

痒等症状，辩证多从其夹风论治；若为湿型皮损，则

会有水疱、渗液等症状，需从夹湿论治。

2.7.2.2  辨虚实

2.7.2.2.1   实证   实证包括湿、热、瘀毒等证，若为湿

证，多有水疱、渗液等症状，故以利湿为法；若为热

证，则多见红肿、灼热、疼痛等症状，治当以清热为

法；若为瘀毒，其多有瘀血表现，当以祛瘀解毒为法

治疗。

2.7.2.2.2  虚证  虚证主要以血虚为主，多表现为皮肤干

燥、皮疹淡白，治以养血补血为法；若其病夹风，则

会有皮屑，瘙痒等症状，当以祛风为法；若夹痰，其

皮疹多有脓疱，应当化痰解毒。

2.7.2.3  辨症状

2.7.2.3.1   辨痒   若皮肤瘙痒，多为风湿热等邪气客于

皮肤，致气血不和；风痒多表现为瘙痒游走不定，时

作时休，泛发、起病迅速；若为湿痒其皮疹伴水疱糜

烂、渗液；热痒则皮疹色红，瘙痒伴有疼痛；若属血

虚风燥，皮肤失于濡养，则瘙痒伴皮肤干燥、脱屑，

日久皮肤硬厚。

2.7.2.3.2   辨痛   疼痛可分寒邪、热邪、气滞、痰凝、

血瘀阻滞，主因为“不通则痛”。寒邪多见皮肤苍白或

青紫，遇寒加重，得温缓解；热邪多见皮肤发红、灼

热，疼痛；气滞则表现为胀痛，疼痛程度常随情志变

化；痰凝可伴有结节、脓液，血瘀则其疼痛固定不

移，皮损呈结节或肿块，初起隐痛、色红，后可转为

青紫肿胀。

2.7.2.3.3  辨感觉  灼热感多为热邪蕴结、炙灼皮肤；蚁

行感则为气血失和；麻木感多由气血凝滞不通、痰湿

瘀血阻滞经络，皮肤失于濡养所致。

2.7.2.4  辨脏腑病位  脏腑气机与皮疹的发病密切相关，

本病多与肺、脾、肝、肾有关，《灵枢》言：“肺主皮

毛”，皮毛由肺输布的卫气和津液滋养，肺主宣发，调

节汗孔开合和排泄汗液。若肺气虚，固护肌表功能障

碍，易感外邪；若肺气郁闭，则邪气易滞于皮肤，发

为皮疹。另外，脾与皮疹的发生亦关系密切，在《素

问 ·至真要大论篇》说：“诸湿肿满，皆属于脾”，脾胃

运化输布水谷精微，脾虚不能主导运化功能而出现水

湿停留、肿胀。若患者有肝肾亏虚，易致阴血不足，

肌肤失于滋养，可见皮肤干燥、脱屑等症状。

2.7.3  辨证分型  根据中医理论及临床经验，皮疹主要分

以下四个证型。

2.7.3.1  肺经风热证  证候：面部丘疹色红，或有脓疱，

或有痒痛，伴口渴喜饮，大便干结、小便短赤，舌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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苔薄黄，脉弦滑。

2.7.3.2  肠胃湿热证  证候：颜面、胸背皮肤油腻，皮疹

红肿疼痛，或有脓疱，伴有口臭，便秘，小便黄，舌

红苔黄腻，脉滑数。

2.7.3.3  阴虚内热证  证候：面部皮疹以红色或皮色粉刺

丘疹为主，或伴有小脓疱、小结节。口干、心烦、失

眠多梦、大便干结、小便短赤。舌红少苔或薄黄苔，

脉数或细数。

2.7.3.4  瘀热痰结证  证候：皮疹多颜色暗红，皮损以结

节、脓疱、囊肿和凹凸不平的瘢痕为主，经久难愈，

或伴有纳呆腹胀。舌红或暗红有瘀点，苔黄腻，脉弦

滑或弦细。

2.7.4  治则治法  余等[46]以肺肾阴虚论其本，以内外合邪

论其标，结合温病学卫气营血理论解读其发展演化，

认为EGFR-TKI类药疹的根本病机乃阴虚血燥在内而

毒邪结聚在外，治疗上宜以养阴润燥以扶其本虚，再

根据病邪的不同阶段以宣肺、清热、凉血、化瘀以解

其标实，将皮疹患者分为肺经风热、肠胃湿热、阴虚

内热、瘀热痰结四证进行辨证论治，内服以经验方加

减荆防四物汤化裁，随证加减，并结合消疹止痒汤外

洗，双管齐下，在临床工作中取较好疗效，并为中西

医结合治疗提供思路，可供临床工作者学习借鉴。

2.7.4.1  主方  加减荆防四物汤：

【组成】荆芥10 g、防风10 g、生地黄20 g、赤芍10 

g、当归10 g、川芎10 g、白鲜皮15 g、紫草10 g、蝉蜕10 

g、甘草6 g。

【用法】水煎至250 mL，分温内服。

【功效】祛风清肺，凉血润燥。

【主治】风热阴虚血燥之皮疹。症见丘疹色红，

或有脓疱，或有小结节，或有痒痛，伴口渴喜饮，或

见心烦、失眠多梦，大便干结、小便短赤，舌红苔薄

黄，脉弦、细数。

血虚者：加用鸡血藤30 g、熟地黄30 g等。

风盛者：加用薄荷10 g（后下）、白蒺藜30 g、飞

扬草30 g、地肤子30 g等。

痰盛者：加用桑叶15 g、连翘10 g、猫抓草15 g、浙

贝母15 g等。

血瘀者：加用莪术10 g、红花10 g、牡丹皮30 g等。

热盛者：加用金银花30 g、蒲公英30 g、黄芩10 g、

黄连10 g等。

湿重者：加用绵茵陈30 g、薏苡仁30 g、白术15 g、

法半夏15 g等。

2.7.4.2  外洗  消疹止痒汤：

【组成】黄柏30 g、苦参30 g、徐长卿30 g、地肤子

30 g、白鲜皮30 g、百部30 g、山楂30 g、乌梅30 g、当

归30 g、飞扬草30 g。

【用法】水煎至500 mL-1,000 mL，外洗患处。

【功效】清热凉血，祛瘀止痒。

【主治】各种瘙痒性皮疹。根据具体情况加减，

瘙痒严重者，可加蝉衣30 g、薄荷30 g（后下）；热毒

较甚者，可加连翘30 g、蒲公英30 g、金银花30 g等；皮

疹色暗，皮损经久难愈者，可加乳香30 g、没药30 g、

五倍子30 g等。

2.7.5  中医各家学说   随着靶向药物的广泛使用，出现

EGFR-TKI所致皮疹的患者也在增多，许多中医临床研

究报道了中医药对于口服EGFR-TKI所致皮疹有着良好

的治疗效果。

石等 [47]发现银翘散加减治疗吉非替尼引起的皮疹

同样有一定疗效［治疗组有效率为100%，对照组为80%

（P<0.01），2b级］。张等[48]发现养肺消疹方对肺癌靶

向药物所致皮疹有较好的临床疗效［治疗组总有效率

为75% vs 对照组总有效率为55%（P<0.01），2b级］。

朱等[49]加味消风散治疗吉非替尼所致皮疹也具有较好

的临床疗效［总有效率治疗组与对照组分别为93.75%、

62.50%（P<0.05），2b级］；且消风散治疗吉非替尼引

起痤疮样皮疹疗效优于一般类固醇药物，不良反应较

少。张等[50]研究报道LG09外敷方治疗NSCLC患者口服

EGFR-TKI所致皮疹的疗效显著［治疗组有效率86.67% 

vs 对照组63.33%（P<0.01），2b级］。邓等[51]发现清肺

排毒凉血中药内服结合氢化可的松及红霉素软膏外涂

用于治疗吉非替尼相关性皮疹疗效良好［治疗组、对

照组有效率分别为85.0%、41.7%（P<0.05），2b级］。

彭等[52]等应用“止痒平肤液”（黄芩、苦参、白鲜皮、马

齿苋等）湿敷或浸洗患处，对照组采用治疗后皮肤瘙

痒、皮疹以及脱屑等皮肤毒性均有改善（P<0.05，2b

级），从而明显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

3    EGFR-TKI相关性口腔粘膜炎及其处理

EG F R -T K I类药物在治疗中可引起药物相关口腔

粘膜炎等不良反应。现就EGFR-TKI类药物会导致药物

相关口腔粘膜炎的发生率、分级、临床表现、危险因

素、预防和治疗阐述如下。

3 . 1   EG F R -T K I 相关性口腔粘膜炎的发生率   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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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  口腔粘膜炎的分级标准

Tab 16  Grades criteria for stomatitis/mucositis

分级 描述

1 无症状或轻微症状，无需治疗

2 中度疼痛或溃疡，不影响经口进食，需调整饮食

3 严重疼痛，影响经口进食

4 危及生命，需紧急治疗

5 死亡

口腔粘膜炎定义：口腔粘膜出现溃疡或炎症。

表 17  EGFR-TKI相关性口腔粘膜炎危险因素及危害

Tab 17  Risk factors and harm of stomatitis/mucositis in patients taking EGFR-TKI

危险因素 危害

口腔卫生差 口腔软垢、牙石堆积、牙齿松动、龋齿、残根、残冠、慢性根尖周炎反复发作[57]

义齿 不良修复体刺伤粘膜[58]

高龄 因唾液流量减少造成粘膜角化层薄，上皮细胞更新能力降低，粘膜愈合延缓[59,60]

酒精和烟草摄入 长期刺激造成粘膜慢性炎症[60]

吸氧 口呼吸 口腔粘膜干燥易受损[60]

服用抗胆碱能、组织胺、类固醇药物 粘膜干燥真菌过度生长[60]

热、酸、粗糙食物 刺激损伤粘膜[60]

营养不良 精制糖增加龋齿；蛋白质/热量摄入不足使愈合延迟；维生素缺乏引起口腔并发症[60]

脱水 口腔粘膜干燥或干裂[60]

EGFR-TKI药物所致的口腔粘膜炎其发生率及严重程

度存在一定差异。其中，吉非替尼所致所有级 别口

腔粘膜炎的发生率约 1 7 % - 2 3 . 9 % ， 3 级及以上的发生

率< 1 % [ 1 , 5 3 ]；厄洛替尼所致的口腔粘膜炎的发生率约

8%-13%，3级及以上的发生率为1%[6,54]；阿法替尼所致

口腔粘膜炎的发生率约51.9%-72.1%，3级及以上的发生

率4.4%-8.7%[8,9,53]；奥希替尼所致口腔粘膜炎的发生率约

15%-29%，3级及以上的发生率<1%[11,55]。表15为这些III

表 15  不同EGFR-TKI的相关III期临床研究中口腔粘膜炎的发生率

Tab 15  Incidence of stomatitis/mucositis in phase III clinical trials about different EGFR-TKI

EGFR-TKI 研究缩写 区域 口腔粘膜炎

所有 (%) ≥3级%

吉非替尼 IPASS [1] 东亚 17 0.2

NEJ 002[2] 日本 文中未提及相关数据 文中未提及相关数据

厄洛替尼 EURTAC[5] 欧洲 文中未提及相关数据 文中未提及相关数据

OPTIMAL[6] 中国 13 1

阿法替尼 LUX-Lung3[8] 全球 72.1 8.7

LUX-Lung 6[9] 亚洲 51.9 5.4

奥希替尼 AURA3 [11] 全球 15 0

埃克替尼 CONVINCE [10] 中国 文中未提及相关数据 文中未提及相关数据

临床研究所示的口腔粘膜炎的发生率。

3.2  EGFR-TKI相关性口腔粘膜炎的临床表现、诊断、

分级   EGFR-TKI药物引起的口腔粘膜炎，常在用药开

始第13-19天出现 [56]。病人口腔粘膜出现红斑、水肿、

糜烂，进一步形成点状、片状溃疡，可波及上下唇、

双颊、舌、口底粘膜；粘膜溃疡表覆伪膜、渗血，引

起疼痛、吞咽困难、味觉异常等。口腔粘膜炎分级亦

采用CTCAE 5.0 的分级标准，见表16[22]。

3.3  EGFR-TKI相关性口腔粘膜炎的危险因素及造成的

危害  见表17。

3.4  EGFR-TKI相关性口腔粘膜炎的预防  鉴于当前国人

口腔卫生健康状况不容乐观，龋病、牙周炎及口腔粘

膜病发病率高，目前仍是常见的口腔疾患[61]。所以建

议在使用EGFR-TKI类药物之前，应接受口腔健康教育

指导[59]，从而降低EGFR-TKI相关口腔粘膜炎的发生率

和级别[58,62]。

口腔健康教育的内容包括：指导肿瘤病人完成日

常个性化的口腔卫生维护，包括口腔保健品（牙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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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膏、牙线、牙缝刷、冲牙器）的选择及使用，如发

现病人口腔存在严重感染病灶应适度干预[59]。与病人

建立联系，以便对使用EGFR-TKI相关药物的病人进行

随诊，及时发现并干预1级和2级口腔粘膜炎，适时适

度缓解症状，防止口腔粘膜炎发展成3级及以上。

3.5  EGFR-TKI相关性口腔粘膜炎的治疗   EGFR-TKI所

致的口腔粘膜炎，其临床处理原则及目的为：控制疼

痛，覆盖溃疡面，使其尽早愈合；保持口腔清洁，减

少多重感染；阻止口腔粘膜炎发展为3级或4级；多学

科协作治疗口腔粘膜炎引起的溃疡出血、口腔多重感

染、营养不良、脱水、电解质紊乱等并发症。EGFR-

TKI类药物治疗前及治疗中，肿瘤专科医师、口腔医

师、营养师应沟通协作；口腔医护人员指导患者自用

药起，每天自行完成口腔检查、口腔清洁，保证每日

均衡营养及水的摄入，禁烟酒，禁用含有酒精的含漱

剂，唇部干燥可使用无刺激性油膏；如有不适，可与

口腔医师沟通[63]。见表18。

国外指南或文献对口腔粘膜炎的管理措施和用药

推荐：

1 级 ： 餐 后 可 使 用 苄 达 明 含 漱 液 [ 7 1 ]（ 1 A ） 。 可

使用帕利夫明（hu man  kerat i n o c y te  g row t h  f ac to r- 1 

palifermin）[68]（2A）。

3级：如严重疼痛影响生活质量，可局部给予2%吗

啡含漱剂（3A）、0.5%多虑平含漱剂（4A）[59,67]。

3.6  EGFR-TKI相关性口腔粘膜炎的中医论治  EGFR-TKI

相关性口腔溃疡属中医 “口疮”的范畴。明代薛己《口齿

类要·口疮》中记载：“口疮，上焦实热，中焦虚寒，下

焦阴火，各经传变所致，当分别而治之”。上焦实热多

为心脾积热；下焦阴火为肾阴亏虚，虚火上炎；中焦

虚寒为脾肾阳虚。由此可见，口疮病位关乎心、脾、

肾。

3.6.1  辨病辨证  

3.6.1.1  辨虚实  口疮表面覆盖黄色、黄白色假膜，周边

红肿，灼痛明显者，为实热；口疮面积小，个数少，

色灰白，周边红肿不甚，疼痛较轻，为虚热；口疮色

白或暗，周边淡红或不红，疼痛轻，多为阳虚。

3.6.1.2   辨病程长短   口疮起病急者，多为实热；口疮

反复，此愈彼起，延绵不止，多为虚热；口疮久难愈

合，迁延不愈，多为阳虚。

3.6.2  辨证分型  根据中医理论及临床经验，其证型主要

有以下三个[72]。

3.6.2.1   心脾积热证   口为脾之窍，舌为心之苗，心脾

积热，上炎口舌。症候：口腔粘膜溃疡，灼热疼痛明

显，伴口干口苦，心烦失眠，大便秘结。舌红，苔黄

表 18  EGFR-TKI相关性口腔粘膜炎管理措施

Tab 18  Management of stomatitis/mucositis in patients treated with EGFR-TKI

分级 治疗措施

1级 （1）如溃疡疼痛影响进食，可在进食前使用利多卡因溶液、利多卡因凝胶或苯佐卡因糊剂涂布于溃疡处[58,64]（5B）；

（2）进食少渣、滑润食物，避免酸、热、辛辣食物[24,58]（5B）；

（3）每天进餐后即刻口腔清洁，使用小头软毛牙刷，刺激性小的牙膏。餐后使用4%碳酸氢钠含漱剂或0.12%氯己定含漱剂，每次10 mL，含漱

3 min-5 min[59,65]（4A）。之后可使用0.1%曲安奈德口内膏涂布于溃疡处，3次/天，促进愈合[58,66]（5B）。

2级 在1级治疗的基础上：

（1）如口腔粘膜干燥可使用人工唾液，口腔湿润凝胶[59,67]（5B），保持室内湿度适宜，保证每日水的摄入量；

（2）观察口腔是否发生多重（细菌、真菌、病毒）感染[24]；

（3）使用低能量激光照射溃疡处，5天/周，加速溃疡愈合[59,65,68]（2A）。

3级 （1）与经治医师沟通是否EGFR-TKI药物减量[24]；

（2）请临床营养师制定个性化膳食，摄入流食或半流食，防止呛咳；

（3）如严重疼痛影响生活质量，可全身给予止痛剂和抗焦虑药物：吗啡、芬太尼、多虑平[69]（2A）；

（4）口腔真菌感染可口服制霉菌素50万u/片，1片/次，3次/天，7天；或氟康唑100 mg/d-200 mg/d，服用2周；单纯疱疹病毒感染引起的口角

炎可使用阿昔洛韦乳膏3次/天，涂布双口角，如口腔粘膜出现大范围病毒感染病损可口服阿昔洛韦200 mg/d-800 mg/d，3次/天，3天-5天，

或伐昔洛韦500 mg/次，2次/天[70]（5B）；如口腔粘膜炎经治疗恢复至≤2级，与经治医师沟通，可重新使用EGFR-TKI药物。

4级 （1）与经治医师沟通停用EGFR-TKI药物[24]；

（2）被动口腔清洁，护理人员完成口腔基础护理2次/天-3次/天；

（3）结合病人情况，可使用全身止痛药和抗焦虑药，如吗啡、芬太尼、多虑平等[68,69]；

（4）控制口腔多重感染；

（5）警惕因深大溃疡引起口腔粘膜、牙龈渗血并止血[61]；

（6）必要时实施肠外营养治疗[59]（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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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腻，脉数有力。

3.6.2.2  阴虚火旺证  肾阴亏虚，相火无制，上炎口舌。

症候：口腔粘膜溃疡数量较少，疼痛较轻，反复发

作，伴手足心热，失眠多梦，或口干不欲饮，夜间盗

汗。舌红少苔，或有裂纹，脉细数。

3.6.2.3   阳虚寒湿证   症候：口腔粘膜疼痛不明显，色

淡暗，经久不愈；伴倦怠乏力，面色㿠白，或腰膝

酸冷，大便溏烂，小便清长。舌淡，苔白，脉沉迟或

弱。

3.6.3  治则治法  EGFR-TKI所致口腔溃疡的病机，多为

心脾积热，或虚火上炎，熏发口舌而致。因此，治疗

上宜以清心泻火，佐以养阴生津，并随证加减。

3.6.3.1  主方  清胃散加减：

【组成】生地黄20 g、当归10 g、牡丹皮15 g、黄连

5 g、灯芯草3 g、桑叶15 g、升麻10 g

【用法】水煎至250 mL，分温内服。

【功效】清心泻火，凉血养阴。

【主治】心脾积热之口疮，症见口疮灼痛明显，

伴口干口苦，舌红苔黄或腻，脉滑数。

热盛伤阴者：加用玄参15 g、天花粉15 g、蒲公英

30 g、连翘15 g等以清热养阴。

兼见大便秘结者：加用大黄10 g、芒硝10 g以泻热

通便、导热下行。

兼见心烦失眠者：加用栀子15 g、竹叶15 g以清心

除烦。

心肾阴虚者：加用鳖甲30 g、龟板30 g、北沙参30 

g、麦冬15 g以滋阴养血。

虚火上炎者：可加用肉桂3 g反佐，或牛膝15 g以引

火归原。

脾肾阳虚者：上方去黄连、灯芯草、桑叶，加用

黄芪30 g、党参25 g以健脾益气，白术15 g、茯苓25 g以

健脾化湿，干姜10 g、熟附子10 g以温肾散寒。

3.6.3.2  含漱方  口炎含漱液：

【组成】黄连5 g、黄芩5 g、大黄5 g、黄柏5 g、

栀子5 g、薄荷5 g、桔梗5 g、甘草5 g、乌梅5 g、金银

花10 g。

【用法】沸水泡开，凉后含漱。

【功效】清热解毒、散结利咽。

【主治】各种口腔溃疡。根据具体情况加减，痰

瘀互结者，加陈皮5 g、桃仁5 g；溃疡日久不愈者，加

白芨5 g、白芷5 g；疼痛较甚者，加土牛膝5 g、射干5 

g；咽痒者，加蝉衣5 g、僵蚕5 g。

3.6.4  中医各家学说  中医药针对EGFR-TKI相关性口腔

溃疡的研究报导较为缺乏，但从中医理论角度分析，

其他药物所致口腔溃疡与EGFR-TKI相关性口腔溃疡辨

证思路相同，其病机多关乎实热、阴虚、气虚，而治

疗亦多从清热、养阴、补气着手。因此，此部分将列

举中医药治疗口腔溃疡的相关研究，以开拓EGFR-TKI

相关性口腔溃疡的中医治疗思路。

张等 [73]认为化疗后口腔溃疡属湿热蕴结、灼血伤

络、心肾不交、气滞血瘀之证，宜选用清热解毒、凉

血消斑、利咽消肿、解毒散结、活血化瘀类药物进行

治疗，临床以青参甘汤（大青叶15 g、玄参15 g、甘草5 

g，每1剂煎成500 mL含漱液）治疗化疗后湿热毒蕴证口

腔溃疡，其有效率95.97%，高于对照组（0.02%呋喃西

林和1%-3%过氧化氢溶液交替含漱）69.40%，其恢复普

食时间、体温恢复正常时间、口腔溃疡恢复时间亦短

于对照组。

康复新液由大蠊干燥虫体提取物质制成，具有通

利血脉，养阴生肌的功效；夏等[74]对300例口腔溃疡患

者进行分组，试验组予康复新液口含及服用治疗，对

照组予碘甘油涂布，结果发现与对照组相比较，试验

组的溃疡持续时间、疼痛指数明显降低（P<0.05），表

皮生长因子（epidermal growth factor, EGF）、EGFR情

况改善（P<0.05），提示康复新液治疗口腔溃疡能够缩

短溃疡持续时间，降低疼痛指数，促进EGF、EGFR分

泌，恢复口腔粘膜细胞的修复能力。

涂等[75]用滋阴扶正方加减方（太子参15 g、黄芪30 

g、白术15 g、女贞子20 g、黄精30 g、玄参15 g、生地15 

g、淡竹叶10 g、黄连6 g、甘草6 g，每日1剂，水煎口

服）预防化疗所致阴虚为主的口腔粘膜炎，其口腔溃

疡发生率、平均病程均低于对照组（生理盐水100 mL+ 

维生素B12 100 mg+制霉菌素50万U配制的漱口液）。

耿等[76]认为恶性肿瘤患者素体气血亏虚，化疗药

物进一步克伐脾胃，导致气血生化运行不畅，“脾气通

于口”，虚火上炎，则易致口疮，其用补中益气汤加减

治疗肿瘤化疗后口腔溃疡取得显著疗效，2周后试验组

总有效率高于康复新液组。

此外，使用EG F R -T K I治疗的患者在用药期间，

在日常生活中需积极预防与调护，以减轻EGFR-TKI相

关性口腔溃疡的发生。如注意口腔卫生，早晚刷牙，

饭后漱口；避免进食硬物，以防损伤口腔粘膜；佩戴

义齿者，需注意义齿的机械刺激损伤粘膜。而对于已

发生口腔溃疡的患者，饮食亦需加注意，如实火口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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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忌食辛辣刺激、肥甘厚味之物；虚火口疮者，忌

食生冷寒凉之物，同时颐养心性，戒忧思、恼怒。不

宜过劳，避免劳累或熬夜损伤正气。

4    EGFR-TKI相关性间质性肺疾病ILD及其处理

ILD是以肺间质为主要病变的众多异质性疾病的总

称，以局灶或弥漫性肺间质的非感染性炎性改变和进

行性纤维化，甚至发展为呼吸衰竭和心功能不全为病

变特点[77,78]。EGFR-TKI导致的ILD虽然发生率较低，但

一旦发生可严重威胁患者的生命[79]。

EG F R -T K I相关性 I L D 的发生机制，可能是因为

肺泡 I I型上皮细胞表达EG F R，参与肺泡壁的修复，

而EGFR-TKI和抗EGFR单抗二者在抑制肿瘤生长的同

时，也抑制了气管上皮细胞的生长和损伤的修复而加

重肺损害。此外，EGFR-TKI可能引起肺泡和支气管上

皮损伤及慢性炎症，二者均刺激成纤维细胞迁移、增

生、产生细胞外基质，从而引起肺纤维化，导致ILD

的形成 [80,81]。另外，部分ILD可能是由于机体对EGFR-

TKI的免疫介导的过敏反应所导致[81]。以下对EGFR-TKI

所致ILD的发生率、高危因素、诊断和分级标准以及防

治措施进行归纳总结。

4.1  不同EGFR-TKI相关性间质性肺疾病发生率和死亡

率   不同EGFR-TKI的III期临床研究中药物相关性ILD

的发生率和死亡率不同  （发生率：0%-5.3%；死亡率

0%-0.9%）[1,2,5,6,8-11]，见表19。此外，不同EGFR-TKI相关

性ILD的发生时间也不同，见表20。

4.2  EGFR-TKI相关性间质性肺疾病的危险因素  EGFR-

T K I相关性 I L D的危险因素包括：男性，近期放化疗

史；吸烟史；年龄 ≥ 5 5 岁；体力状态（ p e r f o r m a n c e 

s t at u s ,  P S）评分> 2分；影像学检查显示正常肺组织

<50%；有间质性肺疾病病史；肺气肿或慢性阻塞性肺

病；肺部感染；被诊断为癌症的时间短（<6个月）；

合并心血管疾病[88,89]。

4.3  EGFR-TKI相关性间质性肺疾病的临床表现  EGFR-

TKI相关性ILD起病方式多样，既可表现为用药数天至

数周即有明显临床表现的急性或亚急性起病，甚至短

期内危及生命，也可表现为慢性隐匿起病，逐渐进展

至呼吸衰竭，发现时已属不可逆转阶段。症状、影像

和病理表现各异，有时与肿瘤进展难以鉴别，少数情

表 19  不同EGFR-TKI的相关III期临床研究中ILD的发生率和死亡率

Tab 19  Incidence of ILD in phase III clinical trials

EGFI-TKI 研究缩写 区域 ILD（所有级别) 死亡率（%）

吉非替尼 IPASS[1] 东亚 2.6* 0.5

NEJ 002[2] 日本 5.3* 0.9

厄洛替尼 EURTAC[5] 欧洲 1* 0

OPTIMAL[6] 中国 0 0

阿法替尼 LUX-Lung 3[8] 全球 1* 0

LUX-Lung 6[9] 亚洲 0.4** 0

奥希替尼 AURA 3[11] 全球 4* 0.4

埃克替尼 CONVINCE[10] 中国 0 0

*间质性肺疾病；**间质性肺炎；†肺炎； ILD：间质性肺疾病

表 20  不同EGFR-TKI相关性ILD发生时间

Tab 20  Time of ILD in patients treated with EGFR-TKI

研究 样本量

（ILD患者人数/总样本量）

治疗药物 ILD发生时间的范围 ILD发生时间的平均值或中位

值

Kataoka（2006）[83] 4/489 吉非替尼 14 d-27 d 平均15 d

Cohen（2003）[84] 408/50,005 吉非替尼 大多数发生在服药后4周内 中位时间为24 d-42 d

Nakagawa（2012）[85] 158/3,488 厄洛替尼 5天-9个月 中位时间为39 d

Nobuyuki Yamamoto[86] 60/1,602 阿法替尼 3 d-329 d 中位时间为35.5 d

奥西替尼说明书[87] 奥希替尼 大多数发生在3个月以后 中位时间2.7个月

ILD：间质性肺疾病

http://guide.medlive.cn/

http://guide.medlive.cn/
http://guide.medlive.cn/


中国肺癌杂志 2 0 1 9 年 2 月第 2 2 卷第 2 期 Chin J  Lung Cancer,  Febr uar y 2019,  Vol .22,  No.2·74·

A B C

D E

F G

图 2  EGFR-TKI相关性ILD胸部CT特征。A：磨玻璃样改变；B：牵拉性细支气管扩张；C：急性间质性肺炎样改变；D：机化性肺炎样改变；E：嗜酸粒细胞性肺炎

样改变；F：网织状改变；G：蜂窝状改变。

Fig 2  CT Features of EGFR-TKI-induced interstitial lung disease

况下可因合并感染而加重病情，或因需治疗EGFR-TKI

相关性ILD而终止抗肿瘤治疗，进而肿瘤进展，不仅使

病情复杂化甚至危及生命。

EG F R -T K I所致 I L D的主要临床症状常见以咳嗽

（以干咳为主）起病，伴或不伴有渐进性加重的呼吸

困难和发热 [90,91]。（1）咳嗽：82%-90%的患者有不

同程度的干咳或有少量粘痰；（2）呼吸困难：多数

患者表现为隐匿起病，渐进性，活动后呼吸困难；

（3）发热：以低热更为常见，容易与肺部感染相混

淆；（4）通常没有肺外表现，但可有一些伴随症

状，如食欲减退、消瘦、乏力等；（5）最终可导致

严重的双肺纤维化（蜂窝肺），引起呼吸衰竭、肺

心病、心功能不全查体可闻及双下肺吸气末捻发音

或湿啰音。肺功能检查为限制性通气功能障碍和弥

散功能降低、可伴低氧血症[92]。胸部CT影像学表现

多样、缺乏特异性，可有急性弥漫性间质性肺炎、

闭塞性细支气管炎、隐源性机化性肺炎、嗜酸粒细

胞性肺炎等的影像学改变特征，如双肺散在或融合

的斑片状阴影、或弥漫性分布的磨玻璃样或网格状

改变、小叶间隔增厚、多灶性肺实变、肺实变伴牵

拉性细支气管扩张，最终可进展为肺纤维化、肺容

积缩小、甚至蜂窝肺等[93,94]，见图2。
4.4  EGFR-TKI相关性间质性肺疾病的诊断和鉴别诊断

4.4.1  EGFR-TKI相关性间质性肺疾病的诊断  EGFR-TKI

相关性ILD的诊断主要依据影像学诊断和排他性诊断。

具体如下[95]：（1）近期使用过EGFR-TKI；（2）临床

表现，影像学，病理学提示ILD；（3）除外其他引起

ILD的病因；（4）停药后症状好转；（5）重新使用该

药物，症状再发。

4.4.2  EGFR-TKI相关性间质性肺疾病的鉴别诊断  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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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EGFR-TKI的患者出现任何新发的呼吸系统症状

都应谨慎评估，当胸部CT检查疑似存在药物相关

性 I L D 的 可 能 时 ， 可 考 虑 进 行 下 列 检 查 ， 排 除 以

下情况（包括但不限于）：感染性疾病、肿瘤进

展、肺栓塞或肺梗死、先前存在的间质性肺炎、

放 射 性 肺 炎 等 。 （ 1 ） 血 液 学 检 查 [ 血 常 规 、 C 反

应蛋白、降钙素原、病毒核酸检测、1 , 3 -β -D葡聚

糖检测（1,3-β-D -glucanassay test ,  G试验）、半乳

甘露聚糖检测（Galactomannan test ,  GM试验）、

隐球菌荚膜抗原、非典型病原体抗体、结核感染

T细胞检测（tuberculous infection of T cells spot test, 
T- S P O T ） 、 自 身 抗 体 等 ] ； （ 2 ） 痰 涂 片 革 兰 氏

染色和抗酸染色、痰培养（细菌、真菌和分枝杆

菌）；（3）应在发热患者中进行血培养；（4）支

气管镜检查（如可耐受）：  采集支气管肺泡灌洗

液（bronohoalveolarlavage, BAL）进行微生物学检测

（与上述相同的病原体），同时经支气管镜肺活检

（尽管肺组织活检并非必须，但可提高确诊率、缩

短诊断时间、为治疗赢得时间。是否进行肺活检和

活检方式的选择，取决于病灶部位、医疗机构技术

条件和操作经验水平以及患者个体的危险因素）病

理学检查帮助诊断。（5）动脉血气分析、肺功能

（如可耐受）、心脏彩超、BNP等评估病情严重程

度。
4.5  EGFR-TKI相关性间质性肺疾病的分级标准  目前临

床尚无统一的EGFR-TKI相关性ILD的分级标准，本共识

参考2017年NCI发布的CTCAE 5.0分级标准，药物相关

性ILD分级标准如下[22]，见表21。

4.6  EGFR-TKI相关性间质性肺疾病的预防  使用EGFR-

TKI前应对患者进行ILD危险因素评估； 治疗期间加强

对患者呼吸功能的监测和影像学检查，做到早发现、

早停药、早治疗。

文献报道的预防方案包括使用EGFR-TKI前和使用

EGFR-TKI时。具体预防方案详见表22。

4.7  EGFR-TKI相关性间质性肺疾病的处理（图3）  ILD

的治疗目标是抑制炎症反应，促进渗出吸收，防止肺

间质纤维化，保护心肺功能。主要治疗方法包括氧

疗、机械通气、糖皮质激素以及按需进行经验性抗感

染治疗，密切监测病情变化，及时进行再评估和检

查。

具体处理措施：（1）临床上一旦发生或怀疑ILD

时，应立即停止EGFR-TKI；若有引起或加重ILD的合

并用药（如博来霉素、胺碘酮等），可换用其他对ILD

无影响的药物；（2）对于确诊或高度怀疑EGFR-TKI相

关性ILD的患者，应立即开始以糖皮质激素治疗[90]，并

注意补充钙及维生素D，监测血糖，预防消化道出血：

①1级：密切监测症状体征和血液学检查，一旦恶化，

按2级-4级治疗；②2级：起始泼尼松龙0.5 mg/kg/d-1.0 

mg/kg/d或等效药物，持续2周-4周症状体征恢复后缓

慢减量，总疗程至少6周[90]（1A）；③3级：起始泼尼

松龙1.0 mg/kg/d-2.0 mg/kg/d或等效药物，持续2周-4周

症状体征恢复后缓慢减量，总疗程至少8周[91]（1A）；

④4级：甲泼尼龙500 mg/d-1,000 mg/d冲击治疗，3天

后泼尼松龙1 mg/kg/d-2 mg/kg/d，持续2周-4周症状体

征恢复后缓慢减量，总疗程至少8周-10周[91]（1A）；

（3）经验性抗生素抗感染治疗（按需或根据微生物学

检查结果选择敏感抗感染药物）；（4）氧疗：推荐

参照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氧疗指征，静息状态低氧血症

［动脉血氧分压（partial pressure of artery oxygen, PaO2）

≤55 mmHg，1 mmHg=0.133 kPa，或动脉血氧饱和度

（oxygen saturation of arterial blood, SaO2）≤88%］的ILD

患者接受长程氧疗，氧疗时间>15 h/d；（5）发生呼吸

表 21  ILD的分级标准

Tab 21  Grades criteria for ILD

分级 症状 活动能力 影像学改变 治疗干预

1 无症状；仅临床检查发现 正常 <25% 无需干预

2 有症状 工具性日常生活活动受限 25%-50% 需要药物治疗

3 症状严重 个人日常生活自理活动**受限 51%-75% 需氧疗

4 危及生命的呼吸功能衰竭 卧床 >75% 紧急抢救（如气管插管或气管切开）

5 死亡

*工具性日常生活活动指做饭、购买杂物或衣服、使用电话、理财等。**日常生活自理活动实例包括沐浴、穿衣、吃饭、上厕所、服药等活动，即非卧床患者能

够从事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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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使用EGFR-TKI前和使用EGFR-TKI时预防ILD的措施

Tab 22  Measures to prevent ILD before and during using EGFR-TKI

时间 预防措施

用药前 （1）应对患者进行ILD危险因素评估[91]；

（2）如存在ILD危险因素和已有肺间质纤维化的患者，应谨慎使用EGFR-TKI[94]。

用药中 （1）避免与胸部放疗同步进行，可采用序贯治疗的方法[91,96] ；

（2）避免与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同时使用；

（3）加强对患者病情监测和随访，出现新发呼吸道症状或发热时，及时行胸部影像学检查。

EGFR-TKI 相关性

ILD分级
评估和检查 分级处理路径

恶化

2-3天后未缓解

2-3天后未缓解

1级

2级

3级

4级

·无症状
·仅影像学改变（<25%）

·排除细菌、病毒、机会性或特殊病原体感染
·排除肿瘤进展
·血常规、CRP、PCT等
·痰标本微生物学检查

·密切监测病情
·如果恶化按2级或3级-4级治疗

·有症状，工具性活动受限
·影像学改变25%-50%

·门诊：每日监测症状体征
·基线检查同上，并至少每周复查
·动脉血气分析和肺功能（含弥散）

·停用EGFR-TKI
·起始泼尼松龙0.5 mg/kg/d-1.0 mg/kg/d
·胸部CT±支气管镜和BAL
·可考虑氧疗

·症状显著，自理活动受限
·影像学改变50%-75%

·住院：每日监测症状体征
·基线检查同上，并至少每周复查
·动脉血气分析（按需）
·肺功能（含弥散）（如能耐受）
·心脏彩超

·停用EGFR-TKI
·起始泼尼松龙1.0 mg/kg/d-2.0 mg/kg/d
·胸部CT±支气管镜和BAL
·可考虑经验性抗感染治疗
·氧疗±机械辅助通气

·症状严重，危及生命
·影像学改变>75%

·RICU：每日监测症状体征
·基线检查同上，并至少每2天-3天复查
·动脉血气分析（按需）
·心脏彩超

·停用EGFR-TKI
·甲泼尼龙500 mg/d-1,000 mg/d冲击治疗，
       3天后泼尼松龙1 mg/kg/d-2 mg/kg/d
·胸片
·如能耐受或有条件：胸部CT±支气管镜±
      BAL
·可考虑经验性广谱抗感染治疗
·持续氧疗+机械辅助通气

糖皮质激素治疗疗程

·2级：根据症状，至少6周
·3/4级：根据症状和影像学改变，至少8周

图 3  EGFR-TKI相关性ILD的分级处理

Fig 3  Management of ILD in patients taking EGFR-TK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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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竭时行机械辅助通气。

4.8  EGFR-TKI相关性间质性肺疾病后再次用药问题  发

生EGFR-TKI相关性ILD后，在肺部损害缓解前不宜再

次使用EGFR-TKI。建议3级以上患者永久停药。1级-2

级患者待肺间质损伤消退或治愈后，在全面充分评估

临床获益与潜在风险后，且在没有其他种类全身系统

治疗药物可以选择的情况下，方可考虑谨慎再次使用

EGFR-TKI，治疗期间需密切观察病情，如果再次发生

ILD，则永久停药。有一项研究报道了5例EGFR-TKI

所致ILD恢复后的患者在再次使用EGFR-TKI的同时，

口服泼尼松龙0.5 mg/kg，所有患者获得了部分应答。

对于出现 I L D的患者接受再次使用EG F R -T K I较停药

患者有更长的整体存活时间（1 5 . 5个月vs  3 . 5个月，

P=0.029）[97]。

与EG F R -T K I所致皮肤和消化道不良反应相比，

ILD发生率明显较低，但由于其病情发展迅速，及时停

药后，病死率仍较高。因此，早期发现识别ILD以及

提前采取相关的预防措施是至关重要的。从预防角度

来讲，选择进行EGFR-TKI药物治疗的患者，应尽量避

免一些高危患者，如高龄、男性，吸烟、既往有肺部

放疗史等。对于服用EGFR-TKI药物的患者突发咳嗽加

重、呼吸困难，应及时想到ILD，此时应及时监测肺部

影像学变化而不是等待症状明显加重时再进行，应及

时停药并给予恰当的处理以降低病死率。

5    小结

EGFR-TKI能改善晚期NSCLC患者的临床结局，而

且多数EGFR-TKI所致不良反应是可防、可控的，停药

后这些不良反应的级别可降低。患者宣教、及早识别

和积极采取措施干预及治疗EGFR-TKI所致不良反应是

关键。肿瘤科医生，包括其他多科室医生需共同努力

和合作，采取综合防治措施如生活方式及药物干预等

使EGFR-TKI所致不良反应最小化，避免不必要的减量

或过早停药而中断有效治疗，从而提高患者治疗依从

性和生活质量。

参与本共识讨论和审定的专家（以姓氏汉语拼音为序）：

胡洁（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呼吸科），侯炜（中国

中医科学院广安门中医院肿瘤科），林丽珠（广州中

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肿瘤科），陆舜（上海交通大

学附属上海市胸科医院肿瘤科），骆肖群（复旦大学

附属华山医院皮肤科），茅益民（上海交通大学医学

院附属仁济医院消化科），史美祺（江苏省肿瘤医

院肿瘤科），王文梅（南京市口腔医院口腔粘膜病

科），杨渤彦（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综合科），

于世英（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肿瘤

科），姚煜（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肿瘤科），

周建英（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呼吸科），张燕群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口腔科）

执笔专家（以姓氏汉语拼音为序）：胡洁、林丽珠、

骆肖群、茅益民、周建英、张燕群

参 考 文 献

1 Mok TS, Wu YL, Thongprasert S, et al. Gefitinib or carboplatin-

paclita xel in pulmonar y adenocarcinoma. N Engl J  Med, 2009, 

361(10): 947-957. doi: 10.1056/NEJMoa0810699

2 Maemondo M, Inoue A, Kobayashi K, et al. Gefitinib or chemotherapy 

for non-small-cell lung cancer with mutated EGFR. N Engl J Med, 

2010, 362(25): 2380-2388. doi: 10.1056/NEJMoa0909530.

3 Jiyoun H, Keunchil P, Sangwe K , et al .  First-SIGNAL: f irst-line 

single-agent iressa versus gemcitabine and cisplatin trial in never-

smokers with adenocarcinoma of the lung. J Clin Oncol, 2012, 30(10): 

1122-1128. doi: 10.1200/JCO.2011.36.8456

4 Maemondo M, Inoue A, Kobayashi K, et al. Gefitinib or chemotherapy 

for non-small-cell lung cancer with mutated EGFR. N Engl J Med, 

2010, 362(25): 2380-2388. doi: 10.1056/NEJMoa0909530

5 Mitsudomi T, Morita S, Yatabe Y, et al. Gefitinib versus cisplatin plus 

docetaxel in patients with non-small-cell lung cancer harbouring 

mutations of the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WJTOG3405): 

an open label, randomised phase 3 trial. Lancet Oncol, 2010, 11(2): 

104-105. doi: 10.1016/S1470-2045(09)70364-X

6 R a f a e l  R ,  E n r i c  C,  R a d j  G,  e t  a l .  E r l o t i n i b  v e r s u s  s t a n d a rd 

chemotherapy as f irst-line treatment for European patients with 

advanced EGFR  mutat ion-posit ive non-smal l-cel l  lung cancer 

(E U RTAC) :  a  m u l t i c e n t re ,  o p e n - l a b e l ,  r a n d o m i s e d  p h a s e  3 

trial. Lancet Oncol, 2012, 13(3): 239-246. doi: 10.1016/S1470-

2045(11)70393-X

7 Zhou C , Wu YL, Chen G, et al. Erlotinib versus chemotherapy as 

f irst-line treatment for patients with advanced EGFR  mutation-

positive non-small-cell lung cancer (OPTIMAL, CTONG-0802): a 

multicentre, open-label, randomised, phase 3 study. Lancet Oncol, 

2011, 12(8): 710-711. doi: 10.1016/S1470-2045(11)70184-X

8 Wu YL, Zhou C, Liam CK, et al. First-line erlotinib versus gemcitabine/

cisplatin in patients with advanced EGFR mutation-positive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analyses from the phase III, randomized, open-label, 

ENSURE study. Ann Oncol, 2015, 26(9): 1883-1889. doi: 10.1093/

annonc/mdv270

9 Sequist LV, Yang JCH, Yamamoto N, et al. Phase III study of afatinib 

http://guide.medlive.cn/

http://guide.medlive.cn/
http://guide.medlive.cn/


中国肺癌杂志 2 0 1 9 年 2 月第 2 2 卷第 2 期 Chin J  Lung Cancer,  Febr uar y 2019,  Vol .22,  No.2·78·

or c isplat in plus  pemetrexed in  pat ients  w ith metastat ic  lung 

adenocarcinoma with EGFR mutation. J Clin Oncol, 2013, 31(27): 

3327-3334. doi: 10.1200/JCO.2012.44.2806

10 Wu YL ,  Z hou C,  Hu CP,  et  al .  A fat in i b  ver sus  c i splat i n  plus 

gemcitabine for first-line treatment of Asian patients with advanced 

non-small-cell lung cancer harbouring EGFR mutations (LUX-Lung 

6): an open-label, randomised phase 3 trial. Lancet Oncol, 2014, 

15(2): 213-222. doi: 10.1016/S1470-2045(13)70604-1

11 Shi YK, Wang L, Han BH, et al. First-line icotinib versus cisplatin/

pemetrexed plus pemetrexed maintenance therapy for patients 

w ith advanced EGFR  mutat ion-posit ive lung adenocarcinoma 

(CONVINCE): a phase 3, open-label, randomized study. Ann Oncol, 

2017, 28(10): 2443-2450. doi: 10.1093/annonc/mdx359

12 Mok TS, Wu YL, Ahn MJ, et al. Osimertinib or platinum-pemetrexed 

in EGFR T790M-positive lung cancer. N Engl J Med, 2017, 376(7): 

629-640. doi: 10.1056/NEJMoa1612674

13 Dykewicz CA. Summary of the guidelines for preventing opportunistic 

infections among hematopoietic stem cell transplant recipients. Clin 

Infect Dis, 2001, 33(2): 139-144. doi: 10.1086/321805

14 Besse B, Adjei A, Baas P, et al. 2nd ESMO consensus conference on lung 

cancer: non-small-cell lung cancer first-line/second and further lines 

of treatment in advanced disease. Ann Oncol, 2014, 25(8): 1475-1484. 

doi: 10.1093/annonc/mdu123

15 Harandi A, Zaidi AS, Stocker AM, et al. Clinical efficacy and toxicity 

of anti-EGFR therapy in common cancers. J Oncol, 2009, 15(2009): 

567486. doi: 10.1155/2009/567486 

16 Diagnostic and treatment plan for Chinese diarrhea. Zhongguo Shi 

Yong Er Ke Za Zhi, 1998, 13(6): 381-384. [中国腹泻病诊断治疗方

案. 中国实用儿科杂志, 1998, 13(6): 381-384.]

17 Xue Y, Wang QQ. Progress in research on intestinal flora and malignant 

tumors. Shi Yong Zhong Liu Za Zhi, 2016, 31(1): 9-13. [薛越, 王青

青. 肠道菌群与恶性肿瘤的研究进展. 实用肿瘤杂志, 2016, 31(1): 

9-13.]

18 Editorial Board of Chinese Digestive Journal.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intestinal flora imbalance. Zhonghua Xiao Hua Za Zhi, 2009, 29(5): 

335-337. [中华消化杂志编委会. 肠道菌群失调诊断治疗建议. 中

华消化杂志, 2009, 29(5): 335-337.] doi:10.3760/cma.j.issn.0254-14

32.2009.05.014

19 Wang M, Johnson S. Enteric infections. Cancer Treat Res, 2014, 161: 

237-251. doi: 10.1007/978-3-319-04220-6_8

20 Anthony LB. Practical guide to supportive care of patients with 

functional neuroendocrine tumors. Seminars Oncol, 2013, 40(1): 

45-55. doi: 10.1053/j.seminoncol.2012.11.002

21 Sheng WQ. Advances and pathological  diagnostic  standard of 

gastroenteropancreatic neuroendocrine neoplasms. Zhongguo Ai 

Zheng Za Zhi, 2013, 23(6): 401-407. [盛伟琪. 胃肠胰神经内分泌肿

瘤病理诊断的规范和进展. 中国癌症杂志, 2013, 23(6): 401-407.] 

doi: 10.3969/j.issn.1007-3969.2013.06.001

22 Common Terminolog y Cr iter ia  for  Adverse Events  (CTCAE) 

v 5 . 0 .  h t t p s : / / c t e p . c a n c e r . g o v / p r o t o c o l d e v e l o p m e n t /

electronic_applications/ctc.htm#ctc_50 

23 Yang JC, Reguart N, Barinoff J, et al. Diarrhea associated with afatinib: 

an oral ErbB family blocker. Expert Rev Anticancer Ther, 2013, 13(6): 

729-736. doi: 10.1586/era.13.31

24 Califano R , Tariq N, Compton S. et al .  Expert consensus on the 

management of adverse events from EGFR tyrosine kinase inhibitors 

i n  t h e  U K .  D r u g s ,  2 0 1 5 ,  7 5 ( 1 2 ) :  1 3 3 5 - 1 3 4 8 .  d o i :  1 0 . 1 0 0 7 /

s40265-015-0434-6

25 Sun JL, Liu JX. Clinical effect of TCM treating advanced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combined with gefitinib and analysising it’s transformation of 

clinical manifestations. Sichuan Zhong Yi, 2017, 27: 64-66. [孙建立, 刘

嘉湘. 中医辨证结合吉非替尼治疗晚期非小细胞肺癌临床疗效及

证候变化分析. 四川中医, 2017, 27: 64-66.]

26 Yang XD, Wang XM. Wang Xiaomin's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and 

treatment combined with targeted drug treatment for lung cancer 2 cases. 

Beijing Zhong Yi Yao, 2009, 28(11): 889-890. [杨晓东, 王笑民. 王笑

民辨证论治配合靶向药物治疗肺癌验案2则. 北京中医药, 2009, 

28(11): 889-890.]

27 Zhang XW, Shao Y, Zhang XX, et al. Clinical study of shenqi baizhu 

granule combined with gefitinib/erlotinib in the treatment of advanced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with spleen deficiency. Xin Zhong Yi, 

2014(1): 127-129. [张琇文, 邵怿, 张欣欣, 等. 参苓白术颗粒联合

吉非替尼/厄洛替尼治疗脾气虚型晚期非小细胞肺癌临床研究. 

新中医, 2014(1): 127-129.] doi: 10.13457/j.cnki.jncm.2014.01.091

28 He XD, Li X. Clinical study on 21 cases of advanced lung adenocarcinoma 

treated with shenqi baizhu powder plus gefitinib. Jiangsu Zhong Yi Yao, 

2017, 49(4): 24-26. [贺雪黛, 李烜. 参苓白术散加减联合吉非替尼

治疗中晚期肺腺癌21例临床研究. 江苏中医药, 2017, 49(4): 24-26.] 

doi: 10.3969/j.issn.1672-397X.2017.04.009

29 Zhai XW. Clinical Research on of Gefitinib and Yifei Decotion in the 

Treatment of Brain Metastases of Lung Cancer. Yatai Chuang Tong 

Yi Xue. 2015, 11(22): 110-111. [翟学文. 益肺汤联合吉非替尼治

疗肺癌脑转移头痛50例临床研究. 亚太传统医学. 2015, 11(22): 

110-111.]

30 Lin YT. Clinical research on treating NSCLC in TCM plus molecular 

targeted medicine. Zhong Yi Lin Chuang Yan Jiu, 2013(10): 94-95. [林

奕堂. 中医药配合分子靶向药物治疗非小细胞肺癌的临床研究. 

中医临床研究, 2013(10): 94-95.] doi: 10.3969/j.issn.1674-7860.2013.

10.055

31 Wind S, Schnell D, Ebner T, et al. Clinical pharmacokinetics and 

pharmacodynamics of afatinib. Clin Pharmacokinet, 2017, 56(3): 

235-250. doi: 10.1007/s40262-016-0440-1

32 Teng WC, Oh JW, New LS, et al. Mechanism-based inactivation of 

cytochrome P450 3A4 by lapatinib. Mol Pharmacol, 2010, 78(4): 

693-703. doi: 10.1124/mol.110.065839

33 Spraggs CF, Budde LR , Briley LP, et al. HLA-DQA1/02：01 is a 

major risk factor for lapatinib-induced hepatotoxicity in women with 

advanced breast cancer. J Clin Oncol, 2011, 29(6): 667-673. doi: 

http://guide.medlive.cn/

http://guide.medlive.cn/
http://guide.medlive.cn/


·79·中国肺癌杂志 2 0 1 9 年 2 月第 2 2 卷第 2 期 Chin J  Lung Cancer,  Febr uar y 2019,  Vol .22,  No.2

10.1200/JCO.2010.31.3197

34 Dr ug-induced Liver  Disease Study Group,  Chinese Societ y of 

Hepatolog y,  Chinese Medical  A ssociat ion.  Guidel ines  for  the 

management of drug-induced liver injury. Lin Chuang Gan Dan Bing 

Za Zhi, 2015, 31(11): 1752-1769. [中华医学会肝病学分会药物

性肝病学组 .  药物性肝损伤诊治指南 .  临床肝胆病杂志 ,  2015, 

31(11): 1752-1769.] doi:10.3969/j.issn.1001-5256.2015.11.002

35 Ueda H, Hayashi H, Kudo K, et al. Successful treatment with afatinib 

after gefitinib- and erlotinib-induced hepatotoxicity. Invest New 

Drugs, 2016, 34(6): 797-799. doi: 10.1007/s10637-016-0384-1

36 Yano Y, Namba Y, Mori M, et al. Treatment of non-small-cell lung 

cancer with erlotinib following gefitinib-induced hepatotoxicity: 

review of 8 clinical cases. Lung Cancer Int, 2012, 2012: 354657. doi: 

10.1155/2012/354657

37 Zhou H, Wang F, Tang XH, et al. EGFRIs anti-tumor targeted drug-

related skin adverse reactions and treatment progress. Pi Fu Xing Bing 

Zhen Liao Xue Za Zhi, 2015, 22(4): 328-331. [周晖, 王芳, 唐旭华, 

等. EGFRIs抗肿瘤靶向药物相关皮肤不良反应及治疗进展. 皮肤

性病诊疗学杂志, 2015, 22(4): 328-331.] doi: 10.3969/j.issn.1674-8

468.2015.04.019

38 Gutzmer R, Wollenberg A, Ugurel S, et al. Cutaneous side effects of 

new antitumor drugs: clinical features and management. Dtsch Arztebl 

Int, 2012, 109(8): 133-140. doi: 10.3238/arztebl.2012.0133

39 Pa ssaro  A ,  D i  Ma i o  M ,  Del  Sig n o re  E ,  et  al .  Managem ent  o f 

nonhematologic toxicities associated with different EGFR-TKIs in 

advanced NSCLC: a comparison analysis. Clin Lung Cancer, 2014, 

15(4): 307-312. doi: 10.1016/j.cllc.2014.04.006

40 Pe n g  Y M .  M a n i f e s t a t i o n  a n d  t h e r a p i e s  o f  E G F R I - i n d u c e d 

dermatological toxicities. Zhongguo Zhong Liu Lin Chuang, 2017, 

44(13): 673-675. [彭艳梅. 表皮生长因子受体拮抗剂相关皮肤不

良反应表现及治疗进展. 中国肿瘤临床, 2017, 44(13): 673-675.] 

doi: 10.3969/j.issn.1000-8179.2017.13.323

41 Zhang XJ. Dermatology. 8th ed. Beijing: People Health Publishing 

House, 2014, 126, 175. [张学军. 皮肤性病学. 第8版. 北京: 人民卫

生出版社, 2014, 126, 175.]

42 Balagula E, Lacouture ME. Dermatologic tox icities of targeted 

anticancer therapies. J Support Oncol, 2010, 8(4): 149-161. doi: 

10.1007/978-1-4419-1225-1_35

43 Melosky B, Hirsh V. Management of common toxicities in metastatic 

NSCLC related to anti-lung cancer therapies with EGFR-TKIs. Front 

Oncol, 2014, 4: 238. doi: 10.3389/fonc.2014.00238

44 Lacouture ME, Schadendorf D, Chu CY, et al. Dermatologic adverse 

events associated with afatinib: an oral ErbB family blocker. Expert 

Rev Anticancer Ther, 2013, 13(6): 721-728. doi: 10.1586/era.13.30

45 Chen XQ, Jin YY, Tang G eds. New Pharmacy. 17th ed. Beijing: People’s 

Health Publishing House, 2016. 673, 678, 687. [陈新谦, 金有豫, 汤光 

主编. 新编药物学. 第17版.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6. 673, 678, 

687.] 

46 Yu GF, Lin LZ. Lin Lizhu's experience in treating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inhibitor-related skin rash. Shi Jie Ke Xue Ji Shu 

(Zhong Yi Yao Xian Dai Hua), 2009, 11(5): 758-763. [余国芳, 林

丽珠. 林丽珠辨治表皮生长因子受体抑制剂相关皮疹的经验探

析.  世界科学技术(中医药现代化), 2009, 11(5): 758-763.] doi: 

10.11842/wst.2009.5

47 Shi WG, Zhou YM, He LS, et al. Clinical study on the treatment of rash 

caused by gefitinib by yinqiaosan. Zhong Yi Xue Bao, 2014, 7(29): 

954-955. [石闻光,  周雍明,  何莉莎,  等.  银翘散加减治疗吉非替

尼引起的皮疹临床研究. 中医学报, 2014, 7(29): 954-955.] doi: 

10.16368/j.issn.1674-8999.2014.07.007

48 Zhang YH, Shen X, Long L, et al. Clinical observation of yangfei 

xiaoyin recipe in treating target drug-related rash of lung cancer. Zhonghua 

Zhong Yi Yao Za Zhi, 2016, 1(31): 100-103. [张誉华, 沈洋, 龙麟, 等. 养

肺消疹方治疗肺癌靶向药物相关性皮疹的临床观察. 中华中医

药杂志, 2016, 1(31): 100-103.]

49 Zhu ZC, Sun TZ, Wang S. Clinical observation on jiawei xiaofeng 

powder in treating dermatitis caused by gefitinib. Shi Yong Zhong Yi 

Yao Za Zhi, 2017, 5(33): 469-471. [朱兆承, 孙太振, 王生. 加味消

风散治疗吉非替尼所致皮疹临床观察.  实用中医药杂志 ,  2017, 

5(33): 469-471.] doi: 10.3969/j.issn.1004-2814.2017.05.004

50 Zhang FL, Li P, Sun X. LG09 external application for the treatment of 

EGFR-TKI-induced rash in patients with NSCLC. Proceedings of the First 

Youth Academic Forum on Integrative Medicine, 2015. [张锋利, 李平, 

孙鑫. LG09外敷方治疗NSCLC患者口服EGFR-TKI所致皮疹的临

床研究. 第一届青年中西医结合肿瘤学术论坛论文集. 2015.]

51 Deng SM, Run ZR, Shen HS, et al. Clinical study on qingfei detoxification 

and cooling medicine combined with western medicine for the treatment 

of gefitinib-related skin rash. Shanghai Zhong Yi Yao Za Zhi, 2013, 47(8): 

47-48. [邓珊明, 闰增荣, 沈欢嗣, 等. 清肺排毒凉血药结合外用西

药治疗吉非替尼相关皮疹的临床研究.  上海中医药杂志 ,  2013, 

47(8): 47-48.] doi: 10.16305/j.1007-1334.2013.08.034

52 Peng YM, Cui HJ, Liu Z, et al. Clinical observation of antipruritic lotion 

in the treatment of skin adverse reactions related to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inhibitor. Journal of integrated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2008, 37(2): 149-154. [彭艳梅, 崔慧娟, 刘喆, 等. 止痒

平肤液治疗表皮生长因子受体抑制剂相关皮肤不良反应的临

床观察. 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 2018, 37(2): 149-154.] doi:10. 7661/

CJIM.2017.02.0149

53 Park K, Tan EH, O'Byrne K, et al. Afatinib versus gefitinib as first-line 

treatment of patients with EGFR mutation-positive non-small-cell lung 

cancer (LUX-Lung 7): a phase 2B, open-label, randomised controlled 

trial. Lancet Oncol, 2016, 17(5): 577-589. doi: 10.1016/S1470-

2045(16)30033-X

54 Soria JC, Felip E, Cobo M, et al. Afatinib versus erlotinib as second-

line treatment of patients with advanced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of the lung (LUX-Lung 8): an open-label randomised controlled 

phase 3 trial. Lancet Oncol, 2015, 16(8): 897-907. doi: 10.1016/

S1470-2045(15)00006-6

55 Soria JC, Ohe Y, Vansteenkiste J, et al. Osimertinib in untreated EGFR-

http://guide.medlive.cn/

http://guide.medlive.cn/
http://guide.medlive.cn/


中国肺癌杂志 2 0 1 9 年 2 月第 2 2 卷第 2 期 Chin J  Lung Cancer,  Febr uar y 2019,  Vol .22,  No.2·80·

mutated advanced non-small-cell lung cancer. N Engl J Med, 2018, 

378(2): 113-125. doi: 10.1056/NEJMoa1713137

56 P a s s a r o  A ,  M a i o  M D,  S i g n o r e  E D,  e t  a l .  M a n a g e m e n t  o f 

nonhematologic toxicities associated with different EGFR-TKIs in 

advanced NSCLC: a comparison analysis. Clin Lung Cancer, 2014, 15 

(4): 307-312. doi: 10.1016/j.cllc.2014.04.006

57 Migliorati CA, Seneda LM, Burton EL. Oral complications of cancer 

therapy: a summary guide for the clinician. J Tenn Dent Assoc, 2015, 

95(1): 24-32.

58 Arriola E, Reguart N, Artal A, et al. Management of the adverse events 

of afatinib: a consensus of the recommendations of the Spanish expert 

panel. Future Oncol, 2015, 11(2): 267-277. doi: 10.2217/fon.14.214

59 Tr ucci  VM, Veeck EB, Morosol l i  A .  Current strategies for the 

m a n a g e m e n t  o f  o r a l  m u c o s i t i s  i n d u c e d  b y  r a d i o t h e r a p y  o r 

chemotherapy. Rev.odonto ciênc, 2009, 24(3): 309-314.

60 Henke YC, ed. Cancer Symptom Management. 4th ed. Sudbury, MA: 

Jones & Bartlett Publishers, 2013. 403-420.

61 www.gov.cn/xinwen/2017-09/19/content-5226124.htm#1

62 Saito H, Watanabe Y, Sato K, et al. Effects of professional oral health 

care on reducing the risk of chemotherapy-induced oral mucositis. 

Support Care Cancer, 2014, 22(11): 2935-2940. doi: 10.1007/

s00520-014-2282-4

63 Kato S, Saito A, Matsuda N, et al. Mamagement of afatinib-induced 

stomatitis. Mol Clin Oncol, 2017, 6(4): 603-605. doi: 10.3892/

mco.2017.1184

64 Shi ZD ed. Oral clinical pharmacology. 4th ed. Beijing: People’s Health 

Publishing House, 2012. 83-84, 87. [史宗道主编. 口腔临床药物学. 

第4版.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 2012. 83-84, 87.]

65 Antunes HS, Santos P, Coracin FL, et al. Oral mucositis: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Int J Dentistr, 2014, 7(1): 8-15.

66 Hua H. Liu HW ed. Oral mucosology. 1st ed.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Medical Press, 2014. 83-88, 102-104. [华红, 刘红伟 主编. 口腔粘膜病

学. 第1版. 北京: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2014. 83-88, 102-104.]

67 Zhou HM ed. Oral mucosal drug treatment. 1st ed. Beijing: People's 

Health Publishing House, 2010. 225-228. [周红梅  主编. 口腔粘

膜病药物治疗精解 .  第1版 .  北京: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  2010. 

225-228.]

68 Lalla RV, Bowen J, Barasch A, et al. MASCC/ISOO clinical practice 

guideline for the management of mucositis secondar y to cancer. 

Cancer, 2014, 120(10): 1453-1461. doi: 10.1002/cncr.28592

69 Viet CT, Corby PM, Akinwande A, et al. Review of preclinical studies 

on treatment of mucositis and associated pain. J Dent Res, 2014, 

93(9): 868-875. doi: 10.1177/0022034514540174

70 Mosel DD, Bauer RL, Lynch DP, et al. Oral complications in the 

treatment of cancer patients. Oral diseases, 2011, 17: 550-559. doi: 

10.1111/j.1601-0825.2011.01788.x

71 Rubenstein EB, Peterson DE, Schubert M, et al. Clinical practice 

guidelines for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cancer therapy-induced oral 

and gastrointestinal mucositis. Cancer, 2004, 100(S9): 2026-2046. 

doi: 10.1002/cncr.20163

72 Xiong DJ, Liu P. TCM Otolaryngology. China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Press, 2012(8): 207-208. [熊大经, 刘蓬. 中医耳鼻咽喉科

学.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12(8): 207-208.]

73 Zhang HM. Treatment of 51 cases of oral ulcer after chemotherapy 

with qingshengan decoction. Zhongguo Zhong Yi Yao Ke Ji, 2015, 

22(3): 347-348. [张红梅. 青参甘汤治疗化疗后口腔溃疡51例. 中

国中医药科技, 2015, 22(3): 347-348.] 

74 Xia CP, Wu ZR , Wu JH. Effect of kangfuxin on EGF and EGFR in 

patients with oral ulcer and its therapeutic mechanism. Liaoning 

Zhong Yi Yao Da Xue Xue Bao, 2016, 3(18): 170-172. [夏长普, 吴

峥嵘 ,  吴贾涵.  康复新液对口腔溃疡患者EGF、EGFR影响及疗

效机制研究. 辽宁中医药大学学报, 2016, 3(18): 170-172.] doi: 

10.13194/j.issn.1673-842x.2016.03.059 

75 Tu X, Li J, Luo XL. Clinical observation of ziyin fuzheng recipe in 

preventing oral mucositis caused by chemotherapy. Hubei Zhong Yi Za 

Zhi, 2011, 33(3): 39. [涂轩, 李晶, 罗秀丽. 滋阴扶正方预防化疗所

致口腔粘膜炎的临床观察. 湖北中医杂志, 2011, 33(3): 39.] doi: 

10.3969/j.issn.1000-0704.2011.03.024

76 Geng CX. Clinical observation on buzhong yiqi decoction in treating 

oral ulcer after tumor chemotherapy. Zhong Xi Yi Jie He Yan Jiu, 2015, 

7(6): 305-306. [耿春霞 .  补中益气汤加减治疗肿瘤化疗后口腔

溃疡的临床观察 .  中西医结合研究 ,  2015, 7(6): 305-306.] doi: 

10.3969/j.issn.1674-4616.2015.06.011

77 Depar tment  of  Chest  Di seases ,  Chinese  Medical  A ssociat ion 

Pathology Branch. Clinical-image-pathological diagnostic specification 

for chinese idiopathic pulmonary fibrosis. Zhonghua Bing Li Xue Za 

Zhi, 2018, 47: 81-86. [中华医学会病理学分会胸部疾病学组. 中

国特发性肺纤维化临床-影像-病理诊断规范.  中华病理学杂志, 

2018, 47: 81-86.] doi: 10.3760/cma.j.issn.0529-5807.2018.02.001

78 Chinese Medical A ssociation Respirator y Diseases A ssociation 

Interstitial Pulmonary Diseases Group. Chinese expert consensus on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idiopathic pulmonary fibrosis. Zhonghua 

Jie He He Hu Xi Za Zhi, 2016, 39(6): 427-432. [中华医学会呼吸

病学分会间质性肺疾病学组 .  特发性肺纤维化诊断和治疗中

国专家共识. 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 2016, 39(6): 427-432.] doi: 

10.3760/cma.j.issn.1001-0939.2016.06.005

79 Kashiwabara K, Semba H, Fujii S, et al. Outcome in advanced non-

small cell lung cancer patients with successful rechallenge after 

recover y from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tyrosine kinase 

inhibitor-induced interst it ial  lung disease.  Cancer Chemother 

Pharmacol, 2017, 79(4): 705-710. doi: 10.1007/s00280-017-3261-5

80 Matsuno O. Drug-induced interstitial lung disease: mechanisms 

and best diagnostic approaches. Respir Res, 2012, 13(1): 39. doi: 

10.1186/1465-9921-13-39

81 Zhang Y, Yang H, Zhao M, et al. Successful treatment of gefitinib-

induced acute interstitial pneumonitis with corticosteroid and non-

invasive BIPAP-ventilation. J Thorac Dis, 2012, 4(3): 316-319. doi: 

10.3978/j.issn.2072-1439.2012.03.20

http://guide.medlive.cn/

http://guide.medlive.cn/
http://guide.medlive.cn/


·81·中国肺癌杂志 2 0 1 9 年 2 月第 2 2 卷第 2 期 Chin J  Lung Cancer,  Febr uar y 2019,  Vol .22,  No.2

82 Agache IO, Rogozea L. Management of hypersensivity pneumonitis. 

Clin Transl Allergy, 2013, 3(1): 5. doi: 10.1186/2045-7022-3-5.

83 Kataoka K, Taniguchi H, Hasegawa Y, et al. Interstitial lung disease 

associated with gefitinib. Respir Med, 2006, 100(4): 698-704. doi: 

10.1016/j.rmed.2005.07.015

84 Cohen MH, Williams GA , Sridhara R , et al .  FDA drug approval 

summary: gefitinib (ZD1839) (Iressa) tablets. Oncologist, 2003, 8(4): 

303-306. doi: 10.1634/theoncologist.8-4-303

85 Nakagawa K, Kudoh S, Ohe Y, et al. Postmarketing surveillance study 

of erlotinib in Japanese patients with non-small-cell lung cancer 

(NSCLC): an interim analysis of 3,488 patients (POL ARSTAR). 

J  T h o r a c  O n c o l ,  2 0 1 2 ,  7 ( 8 ) :  1 2 9 6 - 1 3 0 3 .  d o i :  1 0 . 1 0 9 7 /

JTO.0b013e3182598abb

86 Nob u y u k i  Yamam o to,  T N,  Yo i c h i  Na k an i s h i .  Po st-mar ket i ng 

obser vational study of Japanese patients w ith EGFR  mutation-

posit ive (EGFRm+) NSCLC treated w ith dai ly  afat inib (f inal 

report). Presented at the IASLC 18th World Conference on Lung 

Cance(WCLC). 2017. doi: 10.1016/j.jtho.2017.09.1476

87 Teresa (Oxitinib mesylate) instructions. [泰瑞沙(甲磺酸奥希替尼

片)说明书.]

88 Bie ZX, Ding L.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of gefitinib and erlotinib-

induced interstitial lung disease. Zhongguo Yao Wu Jing Jie, 2017, 14: 

309-312. [别志欣, 丁丽. 吉非替尼与厄洛替尼致间质性肺病的临

床特点分析. 中国药物警戒, 2017, 14: 309-312.] doi: 10.3969/j.issn.

1672-8629.2017.05.012

89 Tanoue LT. Interstitial lung disease in Japanese patients with lung 

cancer: A Cohort and Nested Case-Control Study. Yearbook of 

Pulmonar y Disease, 2010, 143-145. doi: 10.1164/rccm.200710-

1501OC

90 Ni CJ, Jin JQ, Huang JA. Clinical analysis of gefitinib-induced acute 

interstitial lung disease. Shi Yong Lao Nian Yi Xue, 2015, 29: 405-408. 

[倪崇俊, 金建强, 黄建安. 吉非替尼致急性间质性肺病临床分析. 

实用老年医学, 2015, 29: 405-408.]

91 Cai HR ed. Practical interstitial lung disease. 2nd ed. Beijing: People 

Health Publishing House, 2017. 81-83, 518.  [蔡后荣主编. 实用间质

性肺疾病. 第2版.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7, 81-83, 518.]

92 G a o  X ,  L i  Z P.  G e f i t i n i b - i n d u c e d  i n t e r s t i t i a l  l u n g  d i s e a s e :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Yao Wu Bu Liang Fan Ying Za Zhi , 

2011, 13: 165-168. [高璇, 李智平. 吉非替尼致间质性肺疾病及

其防治 .  药物不良反应杂志 ,  2011, 13: 165-168.] doi: 10.3969/

j.issn.1008-5734.2011.03.009

93 ter Heine R , van den Bosch RT, Schaefer-Prokop CM, et al. Fatal 

interstitial lung disease associated with high erlotinib and metabolite 

levels. A case report and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Lung Cancer, 2012, 

75(3): 391-397. doi: 10.1016/j.lungcan.2011.10.008

94 Endo M, Johkoh T, Kimura K , et al .  Imaging of gefitinib-related 

interstitial lung disease: multi-institutional analysis by the West Japan 

Thoracic Oncology Group. Lung Cancer, 2006, 52(2): 135-140. doi: 

10.1016/j.lungcan.2006.02.002

95 Saito Y, Gemma A. Current status of DILD in molecular targeted 

therapies. Int J Clin Oncol, 2012, 17(6): 534-541. doi: 10.1007/

s10147-012-0494-5

96 Lei ZB. Erlotinib-induced interstitial lung disease: characteristics, 

mechanisms, preventions, and treatment. Yao Wu Bu Liang Fan Ying 

Za Zhi, 2013, 15: 211-214. [雷招宝. 厄洛替尼致间质性肺疾病的

特点、机制及防治. 药物不良反应杂志, 2013, 15: 211-214.] doi: 

10.3760/cma.j.issn.1008-5734.2013.04.009

97 Gao BA, Zhang LY, Chen SX, et al. Two cases of interstitial lung disease 

caused by gefitinib and a literature review. Zhongguo Hu Xi Yu Wei Zhong 

Jian Hu Za Zhi, 2013, 12: 513-515. [高宝安, 张凌云, 陈世雄, 等. 吉非

替尼致间质性肺疾病二例并文献复习. 中国呼吸与危重监护杂志, 

2013, 12: 513-515.] doi: 10.7507/1671-6205.20130123

Cite this article as: Chinese Society of Lung Cancer, Chinese Anti-Cancer Association. EGFR-TKI ADR Management Chinese Expert 

Consensus. Zhongguo Fei Ai Za Zhi, 2019, 22(2): 57-81. [中国抗癌协会肺癌专业委员会. EGFR-TKI不良反应管理专家共识. 中

国肺癌杂志, 2019, 22(2): 57-81.] doi: 10.3779/j.issn.1009-3419.2019.02.01

http://guide.medlive.cn/

http://guide.medlive.cn/
http://guide.medlive.cn/

	目录（医脉通临床指南整理）
	摘要
	1 EGFR-TKI相关性消化系统不良反应及其处理
	1.1 EGFR-TKI相关性腹泻及其处理
	1.2 EGFR-TKI相关性药物性肝损伤（drug-induced liverinjury, DILI）及其处理

	2 EGFR-TKI相关性皮肤不良反应及其处理
	2.1 不同EGFR-TKI相关性皮肤不良反应的发生率
	2.2 EGFR-TKI相关性皮肤不良反应的高危因素
	2.3 EGFR-TKI相关性皮肤不良反应的临床症状
	2.4 EGFR-TKI相关性皮肤不良反应的诊断和分级
	2.5 EGFR-TKI相关性皮肤不良反应的分级
	2.6 EGFR-TKI相关性皮肤不良反应的预防
	2.7 EGFR-TKI相关性皮肤不良反应的处理
	2.7 EGFR-TKI相关性皮疹的中医论治

	3 EGFR-TKI相关性口腔粘膜炎及其处理
	3.1 EGFR-TKI相关性口腔粘膜炎的发生率
	3.2 EGFR-TKI相关性口腔粘膜炎的临床表现、诊断、分级
	3.3 EGFR-TKI相关性口腔粘膜炎的危险因素及造成的危害
	3.4 EGFR-TKI相关性口腔粘膜炎的预防
	3.5 EGFR-TKI相关性口腔粘膜炎的治疗
	3.6 EGFR-TKI相关性口腔粘膜炎的中医论治

	4 EGFR-TKI相关性间质性肺疾病ILD及其处理
	4.1 不同EGFR-TKI相关性间质性肺疾病发生率和死亡率
	4.2 EGFR-TKI相关性间质性肺疾病的危险因素
	4.3 EGFR-TKI相关性间质性肺疾病的临床表现
	4.4 EGFR-TKI相关性间质性肺疾病的诊断和鉴别诊断
	4.5 EGFR-TKI相关性间质性肺疾病的分级标准
	4.6 EGFR-TKI相关性间质性肺疾病的预防
	4.7 EGFR-TKI相关性间质性肺疾病的处理
	4.8 EGFR-TKI相关性间质性肺疾病后再次用药问题

	5 小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