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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疗联合射频消融术治疗晚期

非小细胞肺癌的临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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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讨放疗联合射频消融&*P"'治疗非小细胞肺癌的效果% 方法!选择 3& 例非小细胞肺癌患者为研究对

象% 将 3& 例患者按照数字表法随机分为两组!观察组 )6 例患者!接受常规放疗联合 *P",对照组 )' 例患者!接受常规放疗% 对

比两组疗效"生存率"复发率"转移率及并发症% 结果!观察组 Q$@ 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S+,')6!!S

&;&&&'% 观察组治疗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6+,65< c1+',(&<!!]&,&%'% 两组转移率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F&,&(',观察组复发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3,6-< c1'(,&<!

!

'

S(,&&(!!S&,&'('% 两组 % 年生存率比

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两组 ' 年") 年生存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F&,&('% 两组均未发生严重不良反应%

结论!放疗联合 *P"治疗晚期非小细胞肺癌!疗效确切!可有效控制肿瘤复发!提高患者近期生存率!且创伤小!安全性高%

关键词!非小细胞肺癌!射频消融术!放疗!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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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P21I5!NL2 e1_GMMTCMMMV2\TG2TCE, *GJ0LdEClVC2T̀ GYMĜ0L2, *GJ0Ĝ0L2 ÛCEGK ,̀ #VEĜ0cCCddCT̂

!!肺癌病死率高!其发生率在我国居恶性肿瘤之

首
-%.

% 非小细胞肺癌是肺癌的一种!以手术治疗为

主!但部分患者无法进行手术!因此采取适宜的非手

术方式处理肿瘤是目前临床研究重点之一
-' =+.

% 射

频消融术&*P"'为近年来新兴发展的技术!已用于恶

性肿瘤的治疗!其优点是创伤小"疗效确切"安全性

高
-3.

% 笔者医院肿瘤科 '&%% 年起对非小细胞肺癌进

行常规放疗联合 *P"治疗!效果满意!现报道如下%

资料与方法

%,一般资料(选择 '&%% 年 % 月 ='&%) 年 %' 月期间在笔

者医院肿瘤科接受治疗的 3& 例非小细胞肺癌晚期患者为研

究对象% 患者年龄 )' =36 岁!平均年龄为 +(,(% X+,-' 岁!

其中!男性 53 例!女性 ') 例% 3& 例患者均经笔者医院病理科

组织病理学确诊为晚期非小细胞肺癌
-).

% 将 3& 例患者按照

数字表法随机分为两组!观察组 )6 例患者!平均年龄为 (5,'-

X+,3% 岁!均为原发单一肿块!接受常规放疗联合 *P",对照

组 )' 例患者!平均年龄为 (+,%6 X3,%+ 岁!均为原发单一肿

块!接受常规放疗% 两组基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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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具有可比性!详见表 %%

表 ,)两组基本资料比较&1!.X:'

基本资料!!!! 观察组& 1 S)6' 对照组& 1 S)''

年龄&岁' (5,'- X+,3% (+,%6 X3,%+

性别

!男性 '' %6

!女性 %+ %5

肿瘤直径&T_' ),3% X%,&% 5,&6 X%,'+

肿瘤分期

!

*

期 - 6

!

"

期 %% %&

!

)

"期 - 6

!

)

B期 - +

肿瘤分布

!右肺中叶 - 6

!右肺下叶 %% %&

!左肺上叶 %& 6

!左肺下叶 6 +

淋巴结肿大与远处转移情况

!纵隔淋巴结肿大 %% %&

!同侧肺门淋巴结肿大 %( %'

!锁骨上淋巴结肿大 %' %&

!!组间比较!!均 F&,&(

!!',纳入与排除标准(&%'纳入标准(均经病理确诊为非小

细胞肺癌晚期,肿瘤直径
"

(T_!无法手术者,无严重肝肾疾

病,无其他严重脑部器质性病变,知情同意者% &''排除标准(

有其他严重精神疾病者,未完成随访者%

),方法(&%'对照组(常规放疗(每次 %,6 =','[̀ !每日 %

次!每周 ( 次% 照射剂量达 5&[̀ 时复查 #R!根据肿瘤缩小程

度改野!再次制定治疗计划!总剂量为 ++ =3'[̀

-).

% &''观察

组(常 规 放 疗 联 合 *P"(在 常 规 放 疗 后 随 即 进 行 *P"%

*P"

-).

(采用 #R扫描明确肿瘤位置!再将 *P"针经皮穿刺插

入肿瘤内!重复 #R扫描确定位置准确无误后!将 ( 枚微电极

从针鞘推出!微电极呈伞状张开分布于肿瘤内!连接 *Pe

'&&& 射频发生仪 acB电极!在电脑程序控制下加温!每次治

疗范围为半径 ',&T_类半球型!肿瘤直径
"

5,&T_!' 次 *P"

即可!如直径 F5,&T_!需根据肿瘤的大小"立体构象!在不同

的层面"方向进行多次射频治疗!直至将肿瘤完全热消融
-).

%

5,疗效标准(肺癌疗效标准(参考世界卫生组织实体瘤疗

效标准!分为完全缓解&#*'(癌灶完全消失,部分缓解&$*'(肿

块缩小 (&<,疾病稳定& @>'(肿块缩小率 ](&<或增大率
"

'(<,疾病进展&$>'(进展为 % 个或多个肿块增大 F'(<!或出

现新的病灶
-).

% 有效 S#*o$*% 治疗后对两组患者进行 Q$@

评分统计!Q$@ 评分总分 %&& 分!分值越高预示恢复越好%

(,统计指标(在患者治疗后对患者随访 ) 年!统计两组患

者 Q$@ 评分"并发症"肿瘤治疗效果"复发率"转移率及生存率%

+,统计学方法(使用 @$@@ %-,&!有效率比较执行卡方检

验!以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两组患者 Q$@ 评分比较(本研究观察组在常

规放疗后紧接着对患者进行 *P"!治疗后 + 个月对观

察组和对照组患者进行 Q$@ 评分统计!观察组 Q$@

评分为 6',3% X+,'- 分!对照组 Q$@ 评分为 3),+% X

(,6' 分,观察组 Q$@ 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S+,')6!!S&,&&&'%

',两组患者的综合疗效分析(所有患者均顺利完

成治疗!随访率为 %&&<% )6 例接受综合治疗的患

者!治疗有效 )) 例!有效率为 6+,65<,)' 例接受单

纯放疗的患者!治疗有效 '& 例!有效率为 +',(&<% 观

察组治疗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6+,65< c1+',(&<!!]&,&%'% 具体情况见表 '%

表 *)观察组和对照组患者疗效比较

组别 1 #*- 1&<' . $*- 1&<' . @>- 1&<' . $>&<' 有效率&<'

观察组 )6 ')&+&,()' %&&'+,)'' 5&%&,()' %&',+)'

6+,65

$

对照组 )' %5&5),3(' +&%6,3(' 3&'%,66' (&%(,+)' +',(&

!

'

(,(-6

! &,&%6

!!与对照组比较!

$

!]&,&(,#*,完全缓解,$*,部分缓解,@>,疾病稳定,$>,疾病进展

!!),观察组和对照组患者复发和转移情况(随访期

间!观察组有 ) 例复发!' 例脑转移!) 例肝转移!复发

率和转移率分别为 3,6-<"%),%+<,对照组有 - 例

复发!) 例脑转移!) 例肝转移!复发率和转移率分别

为 '(,&<和 %6,3(<,两组转移率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F&,&(',观察组复发率低于对照组!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 3,6-< c1'(,&<!

!

'

S(;&&(!!S

&;&'('%

5,观察组和对照组 %"'") 年生存率分析(两组 %

年生存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两组

'") 年生存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F&,&('!详

见表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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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R)观察组和对照组生存率比较-1&<'.

组别 1 % 年 ' 年 ) 年

观察组 )6

'6&3),+6'

$

%(&)-,53' 3&%6,5''

对照组 )' %+&(&,&&' 6&'(,&&' )&-,)3'

!

'

5,%35 %,+(& %,%+%

! &,&5% &,%-- &,'6%

!!与对照组比较!

$

!]&,&(

!!(,两组并发症分析(观察组和对照组放疗的不良

反应为放射性肺炎"食管炎!对症治疗后症状消失,观

察组射频消融并发症(气胸 + 例!肺压缩 5 例!经对症

治疗后均缓解!未出现其他严重并发症%

+,典型病例(见图 %%

图 ,)典型病例

患者!女性!(+ 岁% ",右肺上叶前段见约面积 +T_n(T_的软组织肿块!穿刺病理示鳞癌!放疗结束后行 #R

导向下多点叠加 *P"治疗,B,术后 ' 个月复查肿瘤!见大片状坏死及液平,#,+ 个月后复查!肿瘤基本消失

!

讨!!论

肺癌发生率近年来有上升趋势!其治疗以手术治

疗为主!但部分肺癌患者已到晚期!或由于肿瘤大小!

已错过手术的最佳时机或不适宜接受手术
-6.

% 放化

疗是目前恶性肿瘤患者最常用的辅助治疗措施!可用

于手术患者的辅助治疗!也可用于无法手术者的治

疗
-- =%(.

% 但放疗或化疗用于非小细胞肺癌的辅助治

疗!对肿瘤控制效果并不佳% 部分肿瘤细胞对放疗敏

感度不高!因此局部肿瘤细胞无法通过放疗杀灭%

*P"通过高频电流产生的高温使局部肿瘤组织

蛋白变性!温度达到 3&s以上时可使肿瘤组织坏死%

*P"是种微创技术!不仅可导致肿瘤细胞坏死!还可

将肿瘤组织周围的血管凝固!阻断肿瘤组织所需血供

和营养!进而减少其进一步转移% @C1̂0等
-%.

报道!在

常规放疗后随即联合 *P"治疗晚期非小细胞肺癌!

可有效控制肿瘤大小!缓解患者临床症状!且该技术

微创!安全性高!患者术后恢复快% 亦有研究显示!在

*P"基础上辅以放疗可缓解肿瘤病情!但治疗后不

良反应较重!因此放疗后辅以 *P"综合效果更佳
-'.

%

本研究因此选择在常规放疗基础上联合 *P"!且选

择病例时均选择单一肿块!且肿瘤直径
"

( T_者!本

研究显示!治疗 ) 个月后!接受常规放疗联合 *P"的

患者!Q$@ 评分明显高于接受单纯放疗的组别% *P"

组综合有效率高达 6+,65<!高于放疗组% 这与文献

报道基本一致% 提示在放疗基础上联合使用 *P"对

局部肿瘤细胞进行射频消融!两者可以起协同作用!

可以弥补单纯放疗的缺陷!将放疗无法消灭的肿瘤细

胞进一步通过高温灭杀!且创伤小% 本研究也显示!

联合治疗组肿瘤转移率稍低于对照组!单纯放疗组复

发率远高于联合治疗组% 提示常规放疗联合 *P"治

疗非小细胞肺癌!可有效控制肿瘤复发% 由于 *P"

主要对局部肿瘤细胞杀灭效果佳!对肿瘤细胞的全身

转移控制效果欠佳!不如化疗!因此常规放疗联合

*P"对肿瘤的转移影响较小%

9V 等
-'.

报道 *P"治疗恶性肿瘤疗效佳!可延长

患者生存期!联合放疗效果更佳% 王玉国等
-).

也进

一步证实!常规放疗联合 *P"可有效提高 5' 例非小

细胞肺癌晚期患者的生存率!延长患者生存期% 本研

究对 3& 例肺癌患者进行随访!随访结果显示!常规放

疗联合 *P"组患者 % 年生存率明显高于单纯放疗

组!但两组患者在 '") 年生存率方面比较!联合治疗

组稍高于单纯放疗组!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 F

&,&('% 本组资料也显示!联合治疗组和放疗组患者

在治疗后均未出现严重并发症% 这和文献报道基本

一致% 提示常规放疗联合 *P"可延长患者生存期!

提高近期生存率!而远期生存率方面的影响则仍然需

要进一步开展大样本的研究% 另一方面!常规放疗联

合 *P"治疗肺癌并未明显增加患者的不良反应!患

者均可以耐受!因此常规放疗联合 *P"这一治疗模

式可以顺利开展%

本研究不足之处在于样本量较小!因此无法确切

证实常规放疗联合 *P"对非小细胞肺癌患者远期生

存率的影响!因此仍然需要更大规模的临床研究% 综

上所述!常规放疗联合 *P"治疗晚期非小细胞肺癌!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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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效确切!可有效控制肿瘤复发!提高患者近期生存

率!且创伤小!安全性高% 随着 *P"技术的不断发展

和完善!相信其治疗肺癌的效果将得到进一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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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抑郁症患者的婚姻质量研究

苑!杰!薛!伟!李丽娜!杨美荣!程淑英!吕少博!王!静

摘!要!目的!探讨女性抑郁症患者的婚姻质量% 方法!应用人口学变量调查表"bLTDCe8GMMGTC婚姻调适测定"抑郁自

评量表&@>@'!对 %)- 例女性抑郁症患者&研究组'和 %)- 例健康女性&对照组'进行调查% 结果!研究组的婚姻质量得分明显低

于对照组&!S&,&&&'% 重度抑郁组的婚姻质量明显差于轻"中度抑郁组&!均 S&,&&&',女性抑郁症患者的婚姻质量与 @>@ 得

分呈负相关&!均 ]&,&%'% 不同年龄"学历"婚龄"生理期"月收入"首.复发的女性抑郁症患者!其婚姻质量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均 ]&;&%'!且其婚姻质量与学历"生理期"月收入"首.复发呈正相关&!均 ]&,&%'!与婚龄呈负相关&!]&,&('% 分层回归分析

显示!在控制了学历"婚龄"生理期"首.复发后!抑郁程度对女性抑郁症患者的婚姻质量有预测作用&!]&,&%'% 结论!女性抑

郁症患者的婚姻质量较差% 重度抑郁的女性患者!其婚姻质量明显差于轻"中度患者% 抑郁程度越高的女性患者!其婚姻质量越

差,低学历"低收入"婚龄在 '% =)& 年的"处于生理期的或者是首发的女性抑郁症患者!其婚姻质量较差% 在控制了学历"婚龄"

生理期"首.复发后!抑郁程度可以预测女性抑郁症患者的婚姻质量%

关键词!抑郁症!婚姻质量!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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