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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目的% 对&野中野'治疗计划中同角度下多个适形野合并后
同合并前的执行结果比较( $方法% 对

$"

位患者制作)野中野'治疗
计划!然后用瓦里安

@N5

生成软件
(O'PFA

将*野中野'治疗计划
中同角度下多个适形野合并为一个静态调强野! 并将人工修改的静
态调强野和原始的野中野计划中的适形野在加速器上执行! 用二维
电离室矩阵

@8)41QQ

对合并前和合并后计划的执行结果进行测量!

并用
R271P4-!?

+

2AB

软件分别用
$ST#22

,

!ST!22

,

CSTC22

三种标
准进行

=8228

比较分析- $结果% 合并后的静态调强野的
@N5

文件
可以被加速器正常调用!

C

种分析标准下的
=8228

比较结果均值都
超过

UUVUS

- $结论% 人工合并射野后并不影响两种不同的治疗计划
在加速器上的执行剂量分布-

主题词
!

多野合并.静态调强.野中野
中图分类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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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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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计算机技术和放射治疗计划系统的飞速发展!放射

治疗技术日新月异! 相继出现了三维适形放射治疗
X)<433!+1!

23701-78: H-7.-428: 48+1-)<348Y,

!

C/!5ABZ

和调强放射治疗

X17)3701), 2-+*:8)3+ 48+1-)<348Y,

!

?@ABZ

$

$

%

- 调强放射治疗能

有效提高肿瘤靶区剂量! 同时降低周围正常组织受照剂量!

达到提高治疗增益比的目的$

!

%

- 不同的调强计划系统生成子

野的方法可能不同!如我院使用的调强治疗计划系统为
5@(

公司的
Q1- MVMK

计划系统! 此系统采用两步法生成子野!先

优化生成强度地图然后根据强度地图生成子野!生成的子野

无法编辑形状和跳数!然而有时为了完善计划需要对子野的

跳数和形状进行人工编辑- 本文介绍一种将&野中野/治疗计

划中的同角度下的多个适形照射野合并为一个静态调强野

的方法!对于没有调强优化算法的计划系统也可以实现静态

调强治疗!并能对合并前的适形野进行编辑以达到编辑子野

的目的-

$

材料与方法
!"!

材 料

$V$V$

研究设备

瓦里安医用直线加速器
!CFQ

!

5@(

公司的
Q1- MVMK

计

划系统! 瓦里安
@N5

生成软件
(O'PFA

系统!

?W'

公司的

@8)41QQ

调强验证系统-

$V$V!

实验数据

随机选择温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K$K

年
E

月
[!K$!

年
M

月
$K

例接受适形治疗的患者数据-

!"#

方 法

$V!V$

制作治疗计划

对
$K

例患者制作&野中野/治疗计划0

;?;!?@AB

#-

;?;!

?@AB

以
PB\

为靶区! 以经典适形计划的入射方向作为主野

入射方向!使用
@N5

适形靶区形状!并使最大点不超过处方

剂量的
$KES

!然后根据靶区低剂量区的分布和大小!以处方

剂量的
C"#D"

为剂量梯度增加子野!使得低剂量区达到处方

剂量的要求! 并使子野中相应高剂量区域被多叶准直器屏

蔽!每个角度的子野数不超过
C

个!子野的跳数不小于
D@]

!

并进行剂量权重的优化!计划要求
UDS

的
PB\

体积受到处方

剂量-

$V!V!

适形野与调强野的
@N5

文件内容区别

!

适形野的
@N5

文件中
B438)237)

值为
()8)1H

!而静态调

强野的为
/,7821H /-03

.

"

静态调强野中的野数为适形野的

!

倍! 因为每个合并前的适形野对应静态调强野中的两个子

野!两子野形状一样但
/-03 ;48H)1-7

不同0

+-03 .48H)1-7

为这

两个子野开始和结束的索引值
17+3^

! 其取值范围为
"[$

#.

#

适形野的
@N5

文件中
584418>3 =4-*Y

值为
"

! 而静态调强

野中的值为
$

-调强野的总
@]

为同角度多个野的
@]

之和-

根据各个野
@]

占总
@]

的比例可以计算出调强照射野中各

个子野的起止索引值-

$J!JC ;?;!?@AB

的人工修改步骤

!

从
BP(

中的
/8)3 F^Y-4)

功能中将
;?;!?@AB

中相同角

度的多个适形野作为一个射野组并导出为
$

个
@N5

文件.

"

根据每个子野的跳数在每组射野中的比例计算
/-03 ;48H!

)1-7

值.

#

利用
(O'PFA

软件将导出的
@N5

文件打开!并通

过软件的菜单选项将其
B438)237)

项改
/,7821H /-03

! 然后

根据射野组的每个野的顺序在每个野的后面复制
$

个野!并

修改每个野的
/-03 ;48H)1-7

值.

$

保存文件!然后用记事本

打开该文件! 将每个野的
584418>3 =4-*Y

值改为
$

.

%

再用

(O'PFA

打开该文件再保存!来重新生成正确的
5A5

文件校

验码!这样文件转换完成-

$J!JM

人工修改的计划和原始的
;?;!?@AB

的执行和测量分析

在瓦里安
!CFQ

加速器下先将
?W'

公司的
@8)41QQ

调强

验证系统做校准!然后将人工修改的计划和原始的
;?;!?@AB

在加速器上分别执行并用
@8)41QQ

测量 0

@8)41QQ

上加
DH2

M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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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体等效水!" 用
4<+1=*(!>

#

<?@

软件以

A,<<,

方法在三种误差标准下对人工修

改的计划和原始的$野中野%计划的执行

结果进 行 比 较 & 标 准
$

'

B2-C, B(32

为

$D

&

B2-C, B13C,+52

为
#<<

&

E2,*50 B13!

C,+52

为
#:F<<

(标准
!

'

B2-C, B(32

为
!D

&

B2-C, B13C,+52

为
!<<

&

E2,*50 B13C,+52

为

G<<

(标准
G

'

B2-C, B(32

为
GD

&

B2-C, B13!

C,+52

为
G<<

&

E2,*50 B13C,+52

为
H:F<<

"

!

结 果
!"#

人工修改计划后的
IJ/

修改结果

IJ/

文件修改前后部分内容见图
$

和图
!

&修改后的
IJ/

文件在加速器中运

行正常"

!"! I,C*1KK

测量
$"

例患

者共
!F

对射野 !原始计划

和人工修改后的计划"的结

果

B2-C, B(32

为
$D

&

B2-C,

B13C,+52

为
$<<

&

E2,*50

B13C,+52

为
$:F<<

& 标准下

的
A,<<,

分 析 结 果 为

LL:LG"":"&D

(

B2-C, B(32

为

!D

&

B2-C, B13C,+52

为
!<<

&

E2,*50 B13C,+52

为
G<<

&标

准下的
A,<<,

分析结果均

达到了
$""D

(

B2-C, B(32

为

GD

&

B2-C, B13C,+52

为
G<<

&

E2,*50 B13C,+52

为
H:F<<

&标准下

的
A,<<,

分析结果也均达到了
$""D

" 可见用此方法进行人

工合并射野后&并不影响两种不同的治疗计划在加速器上的

执行剂量分布" 其中
$

例患者
$

个角度的
A,<<,

比较结果

见图
G

"

G

讨 论
采用野中野正向调强技术可以改善均匀性和适形度&但

同时也让患者在治疗机下暴露的时间增加" 将
M>M!>I?@

人

工修改为静态调强计划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患者暴露在

治疗机下的时间&增加治疗机的治疗容量"

I,C*1KK

的分析结

果表明& 转化后的调强野可以实现和
M>M!>I?@

近乎相同的

剂量输出结果& 所以我们认为可以用
M>M!>I?@

计划在
@=E

上的剂量分布来模拟修改后静态调强野的实际输出剂量分

布" 另外&

I,C*1KK

自身系统的一些不足)电离室矩阵的排列

间距所限制*相邻电离室中心间距为
N: &!<<

!以及半影计算

不精确的问题+

G

,

&都会对比较的结果有影响"本文进行的合并

仅限于
G

个适形野以内&合并的适形野个数若增加对测量结

果的影响可进一步研究"

/IE

公司的
K1( H:HO

计划系统无法

生成具有不同跳数的子野&而且无法将人工修改后的具有不

同跳数的子野的静态调强野送回计划系统&因此能否通过外

部工具将人工修改的
IJ/

文件输入
@=E

还有待探究"

综上所述&将$野中野%技术中的同角度野合并为一个静

态调强野的方法并不影响剂量的输出结果&而且对于没有调

强优化算法的计划系统可以通过此方法将正向调强计划中

的
IJ/

文件进行修改& 来得到静态调强治疗计划的
IJ/

文

件&从而实现静态调强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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