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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是何种细胞摄取

不详
,

可能是淋巴细胞
.

25 例 G r a ve s ’

病突眼

的眶部显像阳性
.

用他巴 哇治疗后局部放射

性摄取减少
,

显像 阳性可 能与 G r a v e s ,
病活

动相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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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S M S 受体显 像

阳性
,

除了有诊断意 义外
,

还能提示 用大剂量

O ct er ot id e
有抑制肿瘤增长的治疗作用

。

这

项技术开创了核素标记其他小分子肤的受体

显像的临床应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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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曲肤显像在小细胞肺癌分期中

的 作用 [英 j / L
e i th a T … // J N u e

l M
e
d一 1 9 9 3

,

3 4

( 9 ) 一 1 3 9 7一 1 4 0 2

小细胞肺癌 ( S C L C )被认为源 自 A P U D ( a m in e

p r e e u r s o r u p t a
k

e a n d d e e
ar b

o x y la t io n )细胞
,

有表达

高亲和性的生长激素抑制素 ( so m at os t at in )受体
. ” ,

l
一

酪氨酸
一

澳曲肤 (
, 2 , I

一
T y r 一 3

一

O e t r e o t id
e )是一种放射

性核素标记的生长激素抑制素类似物
。

本研究 目的

在于观察 1Z ,
I
一

酪氨酸
一

澳曲肤显像在 S C L C 临床分期

中的作用
、

对局限性和 广泛性病变鉴别能力以及对

不同转移灶的局部灵敏度
,

并确定示 踪剂在体 内的

受体结合特点
.

以完善 S C L C 显像分期的方法
.

方法
:

18 例男性患者和 2 例女性患者均经病理

学证 实为 S C L C
. ’ 2 ,

I
一

酪氨酸
一

澳曲肤给予 的剂量为

29 5~ 44 4M qB
.

所有病人用大视野 7 照相机观察
,

分

别于注射后 。~ 3 0m in 行动态显 像 ; 3 0m in
,

9
0m in

,

4 h 和 2 4 h 行静态显像 ; 9 0m i n
行 S P E C T 显像

。

结果与讨论
:

84 %的原发肿瘤灶被显像
,

在早期

〔注射后 15 ~ 30 分钟 )了 照相和 SP E C T 显像最佳
。

单次显像能正 确地确 定 78 % ( 7 / 9) 的广泛性病变
.

为了区分局限性还是广泛性 阶段
,

川 I
一

酪氨酸
一

澳曲

肤显像的灵敏度对放射学诊断的胸腔内外淋巴结转

移是很重要的
.

在该研究中
,

73 % 已知的淋 巴结转移

可用显像观察到
.

早期平面显像可判断是否侵犯纵

隔淋 巴结
,

但对大部分病例解剖定位
,

需在注射后

9 0m i n 行 S P E C T 显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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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澳曲肤显像检出了全部 2 个病例的

3 处肾上腺转移灶
,

胆道及肠道会干扰 S P E C T 重建

术
,

但在注射后 24 小时显像可排除上述影响
。 ` ”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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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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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澳曲肤未能发现由超声诊断的 2 例肝转移
;
骨

转 移灶的发现低于常规 的骨显像
,
4 例中只检出 2

例 ;在脑转移的 2 例中发现 1 例
.

总之
, ’ 2 ,卜酪氨酸

一

澳 曲肤显 像对 S C L C 诊断是

有力的工具
,

如果在分期过程中首先使用
,

可以很快

明 确是否为 广泛性病变 以免除进一步的检查
.

然

而
, ’ ” l

一

酪氨酸
一

澳曲肤显像并不能取代对无远处转

移迹象的病人行肝脏超声及骨显像检查
.

(黄俊星摘 王 吉欣 赵惠扬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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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例临床脑电图均无 电活动的脑死亡病人 (”

~ 69 岁 )用
’
,- T

c 一 H M P A O S P E C T 脑显像结果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