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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I粒子支架植入治疗结肠癌复发患者一例
袁卫红李进杨雷凌刚波张怡

【摘要】结肠肿瘤；肿瘤复发，局部；近距离放射疗法；碘放射性同位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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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病例

患者男，76岁，腹痛、腹胀3 d入院。人院时

体检：慢性消耗病容，神清合作，体温36．3℃，呼吸

20次，min，心率101次，miⅡ，血压lol／87 1lllnHg

(1 mmHg=0．133 kPa)。腹部检查：腹胀，右下腹轻

压痛，叩诊鼓音，听诊肠鸣亢进。既往病史：4年前

诊断为结肠癌，行全结肠切除术。1年后复查时发

现吻合口处复发，行化疗“5．氟脲嘧啶”保留灌

肠，2次坩。入院后检查：①电子结肠镜示：距肛

门7 cm处见环状菜花状增生而形成狭窄，凹凸不

平，表面溃烂。有污秽苔附着，长约7 cm，空肠

黏膜规整血管网清晰。意见：结(直)肠癌术后吻合

口复发并狭窄。②钡剂灌肠示：钡灌500Ⅱd达小

肠，在直肠下端可见肠管狭窄，见有大小不均匀的

充盈缺损，排空后肠黏膜紊乱，可见充盈缺损。意

见：结肠癌术后吻合口处复发。③白蛋白、球蛋

白、白蛋白，球蛋白比均下降。④cAl9．9为42．02

ku几。人院诊断：结肠癌术后吻合口处复发。

2方法

患者人院一周后行自膨式结肠“I粒子支架置

入术。操作步骤和方法：术前将放射性粒子“I

[22．2MBq(0，6mCi)／枚，共32枚】常规消毒，用

镊子将其置于支架上的小套管内。在操作。I源时

应穿上铅防护农，要使用镊子拾取粒子源以保证与

操作人员保持一定距离；操作镊子时，不能用力过

大，以免“I源破坏引起泄漏；不得用手指直接拾

取mI源。安装完毕后，在x射线影像的导引下，

按结直肠支架植入术的步骤操作，调整植入器的位

置和方向，装有粒子的部分对准病灶，最后拉开捆

绑线释放支架，使携带m1支架植入病变部位，植

入术结束。术后3 d出院，术后1个月查白细胞、

免疫指标，摄x线片以了解携带“I粒子的支架的

位置情况。

作者单位：650101．昆明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核医学科

3结果

复查结果如下：

术后第二日患者大便次数增多、腹泻，无腹痛

及便血。

①术后一个月复查电子结肠镜示：距肛门3

cm处见支架扩张良好。肠镜通过顺利，支架处黏

膜增生坏死，无出血现象。

②术后3个月出现便血，3 d后止，无腹痛，

患者一般情况可。复查x线片示：影像中支架上

的。I粒子清晰可见，支架位置未见移动。电子结

肠镜示：距肛门3 cm处见环状支架下端扩张良好。

支架上端通畅，无出血现象，肠壁未见增生睛况。

③术后7个月x线片示：直肠腔见有高密度

管状支架影。肠壁肥厚，轮廓模糊．周围见有多发

小结节影，筋膜增厚，未见明显的肿块及淋巴结肿

大影像。

4讨论

直肠内1q支架植入术是指根据病灶情况在特

制的机制针织支架上安放若干枚半衰期为59．43 d

的mI粒子，而后植入到狭窄部位。该方法不仅对

结肠癌造成的狭窄起到扩张肠道的姑息治疗作用，

而且利用-q衰变时发射出的1射线对病灶处的肿

瘤进行低剂量、近距离持续的照射，起到对肿瘤细

胞的杀伤和抑制作用，控制肿瘤的发展乃至消除肿

瘤m，从而达到治疗的目的。

4．1临床应用射线杀伤肿瘤细胞的生物学机制

支架上的。I粒子虽然衰变时发射出的1射线

能量不大，但由于1射线对肿瘤细胞起到持续照

射作用，因此经过足够的损伤效应累计叠加，能使

癌变组织的生物分子发生电离和激发，引起化学键

的断裂和分子重新排列等变化，从而出现癌细胞显

微结构或亚显微结构的变化，破坏肿瘤细胞核的

DNA双链，染色体发生畸变，细胞周期延长或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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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分裂延迟，乃至细胞代谢功能的改变，肿瘤细胞

失去繁殖能力，最终出现细胞损伤，甚至凋亡【2∞。

从而达到较明显的治疗效果。

4．2-q粒子的活度选择和数量的计算

1q粒子活度的选择是经临床使用后认可的，

最佳剂量为22．2 MBq(O．6 mci)／枚【4司。然后，根据

肠镜、钡剂灌肠检查的结果确定病变长度和范围，

再结合支架的直径测算m病变的面积。mI粒子的

有效作用范围为1．3 cm2，用面积值除以1．3即可算

出所需的。I粒子数量。由于肠腔内环形菜花状增

生的癌被植入的支架压迫，厚度一般不超过1 cm，

故厚度可忽略不计。例如：本例患者复发病灶狭

窄长度为7 cm，植入支架的直径为1．9 cm，病变

面积即为1．9 cm×3．14(圆周率)×7cm=41．76 cm2，

粒子数为41．76 cmVl．3 cm2=32．1，故选择32枚粒

子。考虑到阻断癌细胞可能发展的路径，在病变的

边缘多分布一些粒子有时也是必要的。

4．3支架和植入器的选择

我们采用顺应性好的针织型机制支架，在支架

的两端加上了硅胶软边以减少刺激。

4．4疗效和并发症

由于接受支架植入术的患者不需要长期住院，

因此，定期随访是很重要的，在随访中要注意观

察支架植入是否准确、支架的柔顺性、支架植入后

是否移位、粒子是否脱落、是否造成出血穿孔、是

否出现放射性溃疡和肠瘘等严重并发症，这些都关

系到治疗的成败。

该患者通过在直肠内行”I粒子支架植入治疗

结肠癌复发后，症状消失，一般情况好转，结肠癌

复发的菜花样病灶消失，狭窄的肠腔扩张，且未出

现并发症，治疗效果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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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研究报道，6Gv x射线照射McF-7细胞后48—

72 h，S100A8被诱导表达。而且胞内s100A8

mRNA水平呈现辐射剂量效应关系⋯l。此外，大鼠

肝部受25Gy7射线照射后6h slooA8蛋白水平升高，

而且其诱导表达可能与受辐射后肝部活性氧水平升高

有关m。我们正在深入开展slooA8的相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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