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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1粒子组织间植人治疗局部晚期胰腺癌进展

白静 王俊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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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早在 20 世纪初人们就开始将放射性粒子用于胰腺癌治疗
,

但由于使用的放射性粒子

如 “R a

针
、

l, A u
、

阴Ir 和 222 R n

等放射生物学或放射物理学方面的局限性
,

植人技术和植人计划系

统的不健全
,

使得粒子植人治疗胰腺癌发展缓慢
。

20 世纪 60 年代末期随着叽 粒子临床应用
,

放

射性核素放射生物学及放射物理学特性的深人研究
,

三维治疗计划系统的飞速发展
,

术中超声技

术的使用
,

使得粒子植入治疗胰腺癌再度回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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胰腺癌预后极差
,

根治性切除可以提供治愈机

会lJl
。

但能接受根治性的患者仅占 10 % 一巧%
,

根治

性切除术后中位生存期 12一 18 个月
,

50 %患者局部

复发
。

大约 4 0%患者在诊断时局部进展
,

而局部

进展胰腺癌经姑息治疗
,

中位生存期不超过 6 个

月
,

总 5 年生存率为 6% 一
25 %l

‘}
。

为了改善胰腺癌

治疗现状
,

延长患者生存期
,

已进行了多个放疗
、

化疗
、

放化疗联合治疗等方案的临床研究
,

但在延

长患者生存期方面收效甚微
。

早期的一些临床研究

显示
:
由于胰腺周围辐射敏感器官的影响

,

导致胰

腺癌局部外放疗的剂量无法提升
。

为了尽可能提高

肿瘤的局部剂量
,

减少周围正常组织的损伤
,

人们

尝试用放射性粒子植人治疗局部进展期胰腺癌
。

1 近距离治疗放射性核素发展

放射性粒子组织间种植治疗肿瘤是将放射性核

素直接种植到肿瘤内或者肿瘤周围
,

通过放射性核

素持续释放射线达到杀伤肿瘤的目的‘Z J
。

放射性粒

作者单位
: l以X)8 3

,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肿瘤治疗中心

通讯作者
: 王俊杰(ju nj ie w @ 26 3 沮e t )

子治疗作为手术
、

外放疗
、

化疗及联合治疗肿瘤的

一种重要辅助治疗手段
,

已广泛用于肿瘤治疗
。

放

射性粒子治疗肿瘤的优势主要有三个方面
: ¹ 提

高肿瘤局部剂量
,

降低周围正常组织的辐射损伤 ;

º 减少临床分次放疗所造成的肿瘤再群体化 ; »
持续低剂量率放疗降低了氧增强比

,

防止了乏氧细

胞放射抗拒性的出现
。

20 世纪初期
,

人们用于肿瘤治疗的放射性核

素主要有 锄R a
针

、 ,

奴
u 、

阴I r 和 塑R n
粒子

,

但这

些放射性核素能量高
、

半衰期或长或短
,

辐射防护

困难
,

因此受到限制
。

20 世纪 60 年代末期
, ’

勺 粒子开始用于永久

性植人治疗
,

代替了以往放射性核素的使用
。 ’

勺

粒子能量低 ( 28 ke v )
,

易于防护
,

因此在临床治疗

肿瘤方面得以广泛使用 , 3 ,
。

2 气 粒子植入治疗胰腺癌进展

一9 9 1年
,

几
0 10 等‘4’总结了 7 个研究组 254 例手

术无法切除的局部进展期胰腺癌患者使用放射性粒

子治疗
,

其中
’

勺粒子治疗 (最大允许剂量 60一 1oo G y )



闰际放射坎
·

学核医学杂志 20 06 年 3 月第 3 0 卷第 2 期 xn t J R ad ia t M e‘a 闪u o l M
e
d

,

M a n
、

卜 2仪沁 vo l 30
,

N
《,

.

2

2 29 例
, ’9

认u
粒子治疗 25 例

,

术后辅以外放疗和

(或 )化疗
,

结果中位生存期未超过 巧 个月
,

手术相

关的死亡率为 8. 7% ; 而在 Pa ol o
等进行的研究中

,

共有 7 例局部进展无法手术切除 的胰腺癌患者行
125 1 粒子治疗

,

4 例患 者由于局部进展给予 10
.

5 -

3 0 G y 的外放疗
,

结果中位生存期 7 个月
。

M()h iu(l
-

di n
等

‘, ‘
对 81 例局部进展无法手术切除的胰腺癌患

者进行 啊 粒子治疗 (最小的肿瘤周边匹配剂量
120 G y )

,

术后辅以 5 0 ~
55 G y外放疗和全身化疗(5

-

氟脉嚓陡
,

米托葱醒 +/ 一
环己亚硝脉 )

,

结果全组的

中位生存期 12 个月
,

2 年生存率为 21 %
,

5 年生

存率为 7 %
,

肿瘤的局部控制率为 7 1%
。

20 01 年
,

我国 自行生产
’
勺 粒子获得成功

,

由

此放射性粒子植人治疗胰腺癌的研究在我国再度兴

起
。

王俊杰等‘“’对 13 例局部进展无法手术切除的

胰腺癌患者采用术中超声引 导
’

勺粒子 (最小的肿

瘤周边剂量 65
一 1 15G y )治疗

,

其中 1 例患者术后辅

以外放疗
。

结果
:

9 例有腹痛症状的患者中
,

7 例

疼痛完全缓解
,

2 例疼痛部分缓解
,

疼痛缓解率

10 0 % ; 4 / 13 例患者肿瘤完全缓解
,

5 / 13 例部分

缓解
,

有效率为 69
.

2%
。

周伟等曰对 60 例晚期胰腺

癌患者进行了 阿 粒子组织间植人治疗和高能电子

线术中照射的对比研究
,

结果粒子治疗组在生存期

和疼痛缓解率方面都未超过术中高能电子线照射
,

分析认为这是由于
’

溉 粒子植人是在术中直视下进

行
,

而植人技术的精确度低所致
。

李文靖等}“’对 7

例无法手术切除的局部晚期胰腺癌患者行术中
’

汀

粒子植入治疗联合术后健择和顺铂动脉灌注化疗
,

结果明显改善了患者症状
,

提高了患者生活质量
,

6 例患者生存期均超过 6 个月
。

张福君等 !”]对 26 例

胰腺癌患者行 CT 引导下
’

勺粒子植人治疗
,

结果

疼痛有效率为 73
.

3%
,

治疗胰腺肿瘤原发灶总有效

率为 57 .7 %
,

全组中位生存期 11 月
。

此外
,

计算机三维治疗计划系统飞速发展也为

吻 粒子组织间植人治疗的再度兴起奠定了基础
,

它可根据肿瘤大小
、

所使用粒子的物理特性优化粒

子的空间分布
,

使肿瘤尽可能得到高剂量
,

而对周

围正常组织的放射性损伤降到最低限度 ; 同时在植

人粒子之后
,

还可以通过计划系统进行质量验证
,

观察植入后是否得到满意的剂量分布
,

为是否需要

术后辅助外放疗提供依据
。

3 啊 粒子植入治疗胰腺癌技术进展

国外粒子治疗多采用术中直视下种植
,

无法保

证进针深度
、

位置
,

无法避开胰腺内血管
、

胰管

等
。

王俊杰等l6] 报道采用术中超声引导
,

张福君等l9j

报道采用术中 CT 引导
‘2 5
1 粒子治疗胰腺癌

,

从而

克服了以往术中直视下粒子种植的育目性
,

可以保

证进针的深度
、

位置
,

避开血管和胰管
,

确保肿瘤

靶区局部剂量更高
,

正常组织损伤更小
,

减少了并

发症的发生率
,

显示了广阔的临床应用前景
。

4 结语

综上所述
,

随着组织间植入治疗的放射性核素

不断开发使用
、

对放射性核素组织间治疗的放射生

物学及放射物理学特性的不断研究
,

放射性粒子植

人治疗已成为临床治疗局部进展无法手术切除的胰

腺癌的重要方法
,

对改善胰腺癌局部控制率和提高

患者的生活质量有重要意义 ; 尤其是计算机二维计

划系统的使用
,

术中超声或 CT 技术的发展为进一

步提高肿瘤剂量
、

降低周围正常组织损伤创造了条

件
,

粒子植人治疗胰腺癌前景广阔
。

但在延长总生

存期方面收效甚微
,

因此还需不断探索
,

将粒子植

人治疗合理地与外放疗
、

化疗联合
,

达到延长患者

生存期
,

改善患者生活质量的最终目的
。

参 考 文 献

1 W ilk o w sk i R
,

T h o m a M
,

D u hm ke E
,

e t a l
.

C()n (二u

rre
n r ehe m ‘)阳f l一。

-

th
e
ra p y w ith g e m o it a b in e a n d ‘

、

is l) la t in aft
e r in

o .o m p le te (R I ) ,
s o c -

tio n o f lo e a lly a d
v a n 〔

、e
d p a n o re a ti

。
、

‘ a r’? i
n o m a

.

I
f, t J R a d ia t O n c 《,

I

B io l p hys
,

2《M)4
,

5 8(3 )
: 76 8 一7 7 2

.

2 王俊杰
,

唐劲天
,

黎功
.

放射性粒子近距离治疗肿瘤
.

北京
:

北京医科大学出版社
,

2 00 1
.

6 6 一97
.

3 Che n z
,

Na th R
.

B i‘)10 9 ‘a lly e

ffe
‘tiv e d o s e

(B E D ) fo r in te r- 、住it ia i

se e d im p la n ts 毛, o n ta in in g a m ix t ure
〔,
f r a

d i()I一u e i(le s w it}一 (11仁介re llt

h
a
lf- li

v e s
.

In t J R a d ia r O n e o l B io l Phy、
,

2 0 0 3
,

5 5(3): 82 5 一 8 34
-

4 Mo n te m a邵i P
,

I)Ob
elbow

e r R
,

C r u (二itt
一

F
, e t al

.

In t e
拐 tiria l

bra (
、

hythe l

即y fo r p a n e 拙a t ie e a n ({e r :
况p o rt ‘If se v ( rl “ a s 护s t伴a te (1

w ith
’乃1 a n d a re vie w (一f rh e lite ra tu re

.

In t j R a o
1ia t 0 n e o Bio lP}一y、

,

19 9 1
,

2 1(2)
: 4 5 1一 4 5 7

.

5 M o hiu d d in M
,

R o s a to F
,

Ba rb o t D
,

e t al
.

l刀 n g
一

term 此
s u lts o f (二o m

-

b in e d n 一o d a lity tre a tm e n 之w ith l
一

12 5 im l)la n ta tio
, 1 f’j

r e a r() in
。, m a of

t卜le p a n o re a s
.

In t J R a d ia l ()n ‘0 1 B io l Phys
,

19 9 2
,

2 3(2 )
: 3 0 5 一3 11

6 王俊杰
,

修典容
,

冉维强
,

等
.

术中超声引导放射性
’

气粒 子

植人治疗胰腺癌
.

消化外科杂志
,

2 00 3
,

2(5)
:
3 3 9 一3 42

.

7 周伟
,

钟毓斌
,

洛小林
.

等
.

术中
’勺 粒子植人 与高能电

一

r线

放射治疗晚期胰腺癌的比较
.

中 日友好医院学报
,

2 0 05
,

19

(4 )
:
2 18 一2 2 0

.

8 李文靖
,

韩伟
,

陈军
,

等
.

放射性
’乃 I粒子植人联合健择和顺

铂动脉灌注治疗晚期胰腺癌
.

广西医学
,

2 0 0 4
,

2 6( l0 ): 14 55
.

9 张福君
,

吴沛宏
,

赵明
,

等
.

CT 引导下 吻 粒子植人治疗胰腺

癌
.

中华医学杂志
,

2 00 。
,

8 6( 4)
: 2 2 3 一 227

.

(收稿日期
:

2 0() 5 一 x l一2 6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