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外医学
·

放射医学核医学分册 199 5年第 9 1卷第 `期
·

1 67
·

蒸 城
0 60

`

:lI 标记碘油选择性内照射治疗晚期肝细胞癌的

效果 [英〕/ L e

u ng vl v
, .

二 / J/ N u d M “ 一 1 9 9组
,
3 5 ( 8 )一

18 1 3~ 1 8 1 8

用
’

,lI 标记碘油少
, I
一
L )治疗 26 例因多病灶或肝硬

化等不能手术的肝细胞癌 (H c c) 病人
,

其中 3例曾手术

而切缘还有痛细胞
。

血清总胆红质低于 5体m ol 几
,

病

灶最大径 2一 .9 sc .m

方法
:

每毫升
” I

一
L 含碘 47 5m g

,

每次注射量小于
s m l

.

注射
’ ” I

一
L 后正常肝组织的辐射剂量是 31 ` y /

3 7M B q
,

而 H c c 的辐射剂量是 23 c9 石刃 37M B q
.

直径

c4 m 的 H c c 的选择性内照射剂量达 1 0 0 0倪 yG 以上
。

治疗前 1周到治疗后 4周 口服 L ug ol 溶液以封闭甲状

腺
。

23 例肿瘤直径小于阮m 的病人经肝动脉插管注入
, , ` x 1

.

11一 2
.

2 2oa q ( 3 0一 60m e l )
.

3例肿瘤直径 6一

10C m 者分 3次注射 2
.

22 ~ 峨
.

峨一G B q ( 60一 120nt e j )
.

治

疗前先注射
`” I

一
L 37 M B q ( l m ic )测定生物半衰期

。

第一

次治疗注射 50 %剂量 , 经一个生物半衰期 (3 ~ 5天 )
,

再注射 25 % , 再经一个半衰期
,

又注射 25 %剂量
.

经住

院 2一 3周
,

病人体内的 ” , i 活性降到 0
.

3 7 e B q ( 10nt e i )

以下
,

才能出院
。

结果
:

全组 H c c 病人都能耐受
,

,lI
一
L 治疗

,

仅 1例

用月SG B q 后肝功能异常持续 5个月而不伴骨髓改变
,

考虑是放射性肝炎
。

治疗后 2例病人 (6 2和 71 岁 )达到完

全缓解
,

肿块消失持续弓周 以上
,

占8%
; n 例 (“ % )

达到部分缓解
,

结节最大径减少 50 %
,

或 A F P (甲胎蛋

白 )降低幅度超过 50 %
.

5例不变
,
7例加重

,

另 1例未复

查
,

失随访
。

治疗后 50 %病人存活 7个月以上
,
峨例存活

1年以上
.

治疗前血清 A F P 升高的 1 5例病人中
,

治疗后 1 0例

A F P 降低
,

其中8例的下降幅度超过 90 %
.

, , , I
一
L 治疗 H c c 的有效率是 52 妹 虽然效果不是

很好
,

但与经肝动脉注射化疗药物或输注栓塞剂相 比
,

此法是安全的
、

病人易耐受的治疗方法
。

对直径超过

又 m 的 H c c
,

今后考虑用 ” Y 内照射治疗
。

(沈钮如摘 马寄晓校 )

手术 (肿块切除 )加
, .

场 组织间作为增强 (B oos )t 治疗的

结果
.

方法
:

手术切除肿块及 l 一友m 正常组织
,

术时放

疗医师将塑料管擂植于瘤床
,

用两排
,

每排间隔 cZ m
,

`~ 5根管一排
,

每管间距 cZ m
.
’ ” rI 种子中心到另一中

心间隔0
.

cs m
,

每粒种子活性为 18
.

SM B q
,

线性活性为

37 M B q
,

擂植容积为6 c4 m ’ ,

插植毕缝合伤口
,
峨一 6小

时后
,

将
’ . 2 rI 种子置于塑料管

,

放置 50 ~ 60 小时
,

等剂

量曲线为 2 0 0 k( G y
,

3 0~ 5吸心 y /小时
,

10~ l峨天后
,

用

6M v 光子线对乳房作切线照射 4 50 k( 右 y
,

18 仅石 y /天
,

5次 /周
. ’ .2 rI 植人后

,

清扫 1群和 2群下部腋淋巴结
.

并

对切缘状态作出评价
,

如镜检有癌细胞则切缘为阳

性
,

本组 3 69 例切缘阴性
,

97 例切缘阳性
,

18 9例切缘

不明
。

结果
:
369 例患者切缘阴性

,

按 T 期分析是
:
287 例

T 、

者 5与 1 0年局控率分别为 93 %士 2%与 92 写士 2% ,
82

例 T :

者均为 98 写士 l %
; 97 例切缘阳性者分别为 91 %士

月%与 86 %士 6%
,

仅稍低于切缘阴性者 (P = 0
.

09 ) ;

18 9例切缘不明者
,
I 期 91 例 5

,

1 0年局控率分别为 92 写

士 3写与 71 写土 16 %
,
I 期 98 例均为 91 % 士 2 % ( 尸 =

0
.

97 )
。

单变量分析表明
,

绝经期妇女存在减低局控的

危险
,

肿瘤切缘 阳性者无此倾向 (P 一 .0 08 ) )
.

5 7 6例

(8 8% )乳房美容甚好
,

53 例 (8 % )较差
。

化疗对局控率

无影响 (P 一 0
.

4 0)
.

急
、

慢性并发症很少
.

此技术可照射乳腺内 3一交m 深
,

适于治疗电子线

所不易治疗的深部肿瘤
,

此外还缩短疗程两周
。

(赵德明摘 洪元康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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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
I 期乳疙术中植人

’

气
r

作为增强治疗
`

10 年

例息者研究结果〔英」/ M an
o

. ld c M …刀 R ad lol -o

一
19 9 4

,
19 2 ( l )一 3 3~ 3 6

回顾分析了一98 2~ 一, 9 2年 6 5 5例 I
、

I 期乳府保守

06 2 系统性红斑狼疮 S P E CT 与脑 M R x
、
E E G 及临床

表现的比较 〔英〕 /c 。

腼 u3s
i .P 二刀 E ur J N cu l M cd 一

19 95
,
2 2 ( 1 )一 1 7~ 24

系统性红斑狼疮常伴发神经系统症状
,

其发生率

可高达75 %
,

且 13 %患者的死亡与中枢神经系统病变

有关
.

本实验旨在探索应用
’
知 T c 一 H M P A O 脸 s P E cr

发现的灌注缺损灶与形态学改变
、
E E G 发现及患者临

床表现之间的关系
.

20 例女性患者
,

脑 s P E c T 均显示脑灌注减低区存

在
,

部分呈多发性灌注减低区
,

部位主要分布于大脑

中动脉供血区
.

具有多个临床症状患者中
,

低灌注区

的数目和程度均 明显高于单个临床症状的患 者
。
E E G

检查发现 12 / 2 0阳性
,

M RI 发现 l叮 18 阳性
.

在 M RI 与

s P E c T 的对比研究
,

l
,

发现
,

M RI 发现 87 个病灶
,

脑

s P E C T 发现 6 3个低灌注区
,

其件
, 5 1个为 M R I

、
S P E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