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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直肠癌是消化道中常见的恶性肿瘤" 在我

国" 结直肠癌的发病率在消化道肿瘤中仅次于胃

癌和食管癌" 近年来其发病率和死亡率均呈上升

趋势# 结直肠癌病因尚不明确" 但其癌前病变已

经确定" 主要由大肠腺瘤演变而来" 结直肠癌发

生部位以直肠为最多6 主要组织类型为管状腺癌$
黏液腺癌$ 乳头状腺癌$ 印戒细胞癌" 以及比较

少见的未分化癌$ 小细胞癌$ 腺鳞癌$ 鳞状细胞

癌$ 类癌# 早期肿瘤可以通过局部浸润$ 淋巴管

转移至局部及远处淋巴结" 晚期经血行转移至肝$
肺部$ 骨骼等处#

! !"#!#$% &’( 在原发结直肠癌诊断中的应用

<=> 属 于 功 能 显 像 " 能 发 现 病 变 的 早 期 变

化" 因 此 可 以 早 期 诊 断 结 直 肠 癌 # 04?5@1++ A
等 B$C 应 用 $#%#%DE <=> 对 FG 例 原 发性结直肠癌

的 诊 断 结 果 分 析 表 明" 其 灵 敏 度 $99H$ 特 异 性

IJH$ 阴性预测值 $99H$ 阳性预测值 G"H" 且膀

胱放射性浓聚并不影响骶骨前病灶的判断#

) !"#!#$% &’( 对结直肠癌复发及转移的诊断

";$ 在复发中的作用

为 评 价 $#%#%DE <=> 在 结 直 肠 癌 复 发 中 的 价

值" K4+* EL 等B"C对 MM 例可疑复发患者的 $#%#%DE
<=>$ N> 和 N=O %癌 胚 抗 原& 结 果 进 行 了 分 析 "
并与手术$ 病理和临床诊断进行比较’ <=> 发现

了全部的 $F 例复发和转移患者 %包括 G 处原位复

发灶" ! 处淋巴结转移灶" " 处肝转移灶和 # 处肺

转移灶&" 并发现 $ 例原发肺癌( <=> 对检测结直

肠癌复发的灵敏度和特异性分别为 $99H和 #MH"
N=O 检 测 的 灵 敏 度 和 特 异 性 分 别 为 MMH和 #IH"
腹 部 N> 的 灵 敏 度 和 特 异 性 分 别 为 J#H和 I$H"
仅检出了一处淋巴转移灶和一处肝转移灶# 所以"
$#%#%DE <=> 能比 N> 和 N=O 更准确地检测结直肠

癌的复发#
对 于 治 疗 后 血 清 N=O 等 升 高 而 常 规 影 像 如

N>$ ,0P 及超声检查阴性时" $#%#%DE <=> 的诊断

价值尤为重要# %51+1*1+ %Q 等 BMC 对 "" 例 N> 正常

而 存 在 不 明 原 因 N=O 增 高 的 患 者 进 行 $#%#%DE
<=> 检查" 结果 $J 例 <=> 阳性" 后经病理或随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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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DE <=> 在结直肠癌原发$ 复发及转移的诊断中具有重要价值" 特别是在结直肠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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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实为复发"
";" 在肝脏及肝外转移中的作用

结直肠癌转移较常见部位为肝脏# 也可直接

浸润周围器官# 及经淋巴管转移到局部和远处淋

巴结" 传统影像检查阳性时# $#%#%<= >?@ 可以证

实病灶是否为转移灶# 并能检查肿瘤组织的活性#
以及发现传统方法不能探查的病灶"

AB41+* C 等 D!E为评价 $#%#%<= >?@ 准确检测结

直肠癌肝脏及肝外转移的价值# 对 #9 例患者进行

分析$ 将 >?@ 和 F@ 结 果 与 病 理 和 临 床 诊 断 进 行

比较# >?@ 发现 "# 例肝转移# 灵敏度 $99G# 而

F@ 发现 "9 例# 灵敏度 H$;!G% 另外# $ 例 F@ 结

果阴性# >?@ 发现在肝脏附近有高代谢区# 后经

证实为结肠癌的第二个原发中心% 除发现 I 例患

者肝转移灶外# >?@ 还发现了肝外转移病变# 而

F@ 仅发现肝内病变" 所以# >?@ 检查对结直肠癌

肝转移的诊断和分期有重要价值# 在肝外转移灶

和潜在恶性肿瘤的检测中也具优势"
肝脏的单发转移灶可通过外科手术切除# 术

后 $JK 的患者可长期生存 DLE" 不幸的是# 通过常规

影像学检查筛选存在单发肝转移患者中只有不到

L9G可通过手术切除 DIE# 手术的很多患者发现了新

病 灶" %&+* M 等 DHE对 通 过 广 泛 的 传 统 检 测 和 评 价

方法确定适合手术的 !9 例患者进行了术前研究#
结果 >?@ 对 "KG患者的处理方案有很大影响# 防

止了对 N 例患者 进 行 肝 脏 手 术# I 例 避 免 了 腹 部

手术# 节省了不必要的医疗费用"
.2’1O7(’* ., 等 D#E研 究 了 !K 例 用 传 统 检 查 方

法可以进行手术切除的肝转移患者# 在 $9 例患者

中 >?@ 发现了 F@ 没 有 发 现 的 病 灶# 避 免 了 I 例

手术" 而且# 他们比较了分别用 >?@ 和传统检测

技术分期后两组行手术治疗的患者# 发现 >?@ 组

整体生存期和疾病无进展生存期都好于传统检测

组" 此研究并不是说 >?@ 检查能够改变患者的生

存期# 而是通过 >?@ 检查可以选 择更适合手术治

疗的患者# 排除那些不适合手术的患者 DNE">1’P QF
等 D$9E比较了单独应用 F@# 及 >?@ 和 F@ 联合应用

对 结 直 肠 癌 肝 转 移 患 者 的 成 本#效 益 比 # 结 果 表

明# >?@ 改善 了 成 本#效 益 6 每 人 每 年 节 省 $I !KH
美元"
";K 在临床分期和指导治疗方案中的作用

很多研究表明# >?@ 对 结 直 肠 癌 复 发 的 检 测

和分期有重 要 价 值" ,(21 R 等 D$$E为 了 评 价 >?@ 对

结 直 肠 癌 患 者 治 疗 方 案 的 影 响# 通 过 问 卷 方 式#
在 应 用 >?@ 前 和 后 比 较 了 肿 瘤 分 期 的 变 化 情 况#
并对医生采取的处理方案进行比较" 处理方案的

改变分为不同方法间改变 &如由内科治疗改为手

术# 手术改为放疗或放疗改为姑息性治疗’和同种

方法内改变&如改变内科治疗方法# 改变外科治疗

或更换放疗方案’" 结果# 在 I9 例患者中重新划

分了 "L 例&!"G’的 临 床 分 期# 其 中 上 调 了 "9 例

&#9G’# 下调了 L 例&"9G’% I9 例患者中有 "" 例

采取了不同方法间处理# $$ 例采取了同种方法内

处理# ! 例采取 了 不 同 种 方 法 间 和 同 种 方 法 间 的

联合处理# $N 例没有改变处理方法# " 例患者采

取了其他处理# 余下的 " 例没有对问卷作出反应#
进行 >?@ 检查后 !$G的患者避免了手术" 此结果

表明# $#%#%<= >?@ 对结直肠癌患者的处理方案有

很大影响# 而且有助于临床分期"
<1’)4O F 等 D$"E为 了 评 价 >?@ 对 外 科 手 术 方 案

制定的影响# 对 $$! 例结直肠癌复发或转移的患

者进行了研 究# 这 些 患 者 同 时 作 了 >?@ 和 F@ 检

查" 结果# 通过 F@ 检查# !" 例的病灶可以切除#
但 >?@ 因为发 现 F@ 没 有 发 现 的 病 灶# 改 变 了 其

中 $H 例&!9G’的治疗方案" 所以# >?@ 对决定结

直 肠 癌 患 者 能 否 手 术 有 不 可 忽 视 的 作 用" SB)2(#
T&’- ,C 等 D$KE对一组可疑复发或转移的患者进行研

究# 进一步证实了 >?@ 对于检测结直肠癌复发比

F@ 更灵敏# 且改进了 "LG患者的治疗方案"

! "#$!$%& ’() 对治疗效果的评价

>?@ 可以评价病灶 在 治 疗 后 的 代 谢 改 变# 从

而 可 作 为 各 种 治 疗 后 疗 效 评 价 的 一 种 手 段 "
=4)55(U R= 等 D$LE 评价了 $L 例直肠癌患者对术前放

疗和化疗的反应$ 分别在放化疗前及放化疗后 !$
L 周行 >?@ 扫描# 通过 .V: &标准化摄取值’( 肿

瘤体积及视觉平分等参数进行疗效评价# 结果所

有患者对放化疗均有反应# 此反应通过 >?@ 全部

被证实# 而 F@ 只证实 H#G的患者有反应% 此外#
视觉评分准确地评价了 I9G患者的反应程度# 而

F@ 的 准 确 性 只 有 ""G " 此 研 究 表 明 # $#%#%<=
>?@ 对直肠癌患者术前评价可提供更多信息"

$#%#%<= >?@ 在监测晚期肿瘤对化疗反应方面

有很好前景" W(+-(’ C 等 D$LE 在单一大剂量化疗后

$K



国外医学!放射医学核医学分册 !""! 年 " 月 第 !# 卷 第 $ 期 %&’()*+ ,(- .(/ 01-)12 ,(- 34/5 ,(-6 %(74’1’8 "99!6 :&5; "# 3&; $

用 <=> 作 为 评 价 手 段" 观 察 $9 例 结 直 肠 癌 肝 转

移患者# 患者于注入化疗药后早期和 ?"@ 后分别

行 <=> 检 查" 治 疗 后 A 个 月 再 检 查" 结 果 $9 例

中有 A 例 .B: 明显下降且一直呈稳定状态" 表明

对治疗有反应$ " 例 .B: 持续下降" 但 C 个月后

再度上升" 表明 治 疗 效 果 差$ " 例 患 者 的 病 灶 摄

取葡萄糖增加% 这些数据表明" 单一用化疗药后"
$#%#%DE <=> 早期发现病灶内葡萄糖的变化基本上

能够初步判断治疗效果%

! 结直肠患者 "#$ 检查时遇到的问题

<=> 属于功能显像" 不 能 准 确 定 位" 因 此 解

剖显像方法如 F>& ,0G 及肠镜要列为常 规 检 查%
<=>HF> 图像融合后可准确从解剖学角度评估 $#%#
%DE 在腹部的正常和异常浓聚" 且能准确定位%

由于放射性物质滞留于肾脏& 膀胱等泌尿系

统 器 官" 肠 道 非 特 异 性 摄 取 $#%#%DE 对 图 像 的 分

析 也 造 成 一 定 影 响" 故 要 尽 可 能 避 免 这 些 因 素 "
采取一些措施" 如检查前排尿或插导尿管" 减少

膀胱和输尿管内放射性的影响$ 检查前夜患者饮

用一定量的等渗生理盐水" 可以减少肠道本底及

其内容物的影响$ 检查前注射普鲁苯辛降低肠道

的蠕动" 可减少肠道摄取 $#%#%DE%
肠腺瘤等一些良性病变也可摄取 $#%#%DE" 所

以 <=> 检查还存在假阳性" 应结合其他检查提高

诊断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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