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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 分析左右半结肠癌患者的生存差异及影响因素!为结肠癌防治提供
科学依据& $方法% 以总生存期作为观察指标! 对

$$<

例结肠癌患者采用
I,J-,+K

L212*

法绘制生存曲线!通过
/(M

多因素回归分析探讨生存预测因素!对比分析左
右半结肠癌之间的差异!探讨影响生存的可能因素& $结果%

/(M

回归分析显示年龄
和肿瘤部位是结肠癌的生存预测因素&总中位生存期

NN:H

个月!

<

年生存率
ON:NP

&

左半结肠癌对比右半结肠癌!中位生存期为
N&:&

个月
@3!NG:&

个月'

!NQ

岁对比
"NQ

岁!中位生存期为
<G:G

个月
@3 NQ:O

个月& 左半结肠癌相对右半结肠癌!死亡的相对
风险度(

DD

#为
G:N<O

)

&QP/R

为
G:!#O#G:%H%

*!

$SG:G!G

+

"NQ

岁相对
!NQ

岁!

DD

为
G:<%Q

"

&QP/R

为
G:#%Q#G:%G#

*!

$SG:G##

&女性患者在左,右半结肠癌中所占的比例分
别为

O!:QP @3 N#:QP

!

TSG:G!%

'

!NQ

岁患者在左, 右半结肠癌中所占比例分别为
!H:#P @3 #O:&P

!

TSG:GNH

+ $结论% 左半结肠癌的生存优于右半结肠癌+ 年龄和肿瘤
发生部位可能是影响结肠癌生存的预测因素!需积累病例进一步分析+

主题词!结肠肿瘤'预后'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

DH<Q:<

U

Q

文献标识码!

=

文章编号!

$OH$K$HGV

"

!G#!

#

G&KGO&OKGN

收稿日期!

!G#!KG<KGQ

$修回日期!

!G#!KGQK!#

!

结直肠癌"

5(-(*25B,- 5,+52*

!

/D/

*是世界范围

内的常见恶性肿瘤+美国
!G#!

年预期新发结肠癌患

者
#G< #HG

例!直肠癌患者
NG !&G

例!死亡结直肠

癌患者
Q# O&G

例 $

#

%

+ 分析结肠癌的预后影响因素!

对结肠癌的防治工作有一定价值+ 本文对
##<

例结

肠癌患者!经病历审查及严格随访!回顾性分析可能

影响结肠癌预后的相关因素+

#

资料与方法

!"!

一般资料

收集
!GGN

年
#

月至
!G#G

年
#

月保定市第一中

心医院收治的资料完整的结肠癌患者
##<

例! 男性

QQ

例!女性
Q%

例+

##<

例患者均接受结肠癌根治术

或姑息术!均经术后病理确诊+ 针对肿瘤发生部位!

以脾曲为界分为左半结肠和右半结肠+ 左半结肠癌

N%

例!右半结肠癌
OQ

例+ 两组之间肿瘤浸润深度,

病理类型,病理分期,化疗方案,手术方式,淋巴结情

况无统计学差异+ 见表
#

+ 均接受氟尿嘧啶,奥沙利

铂,喜树碱
<

类中至少一类药物化疗+

!"#

研究方法

以总生存期
W(@2*,-- 3)*@1@,-

!

4?X

即确诊时间至

患者死亡或研究结束时间作为观察指标! 研究其影

响因素+

!"$

随 访

随访
O#OH

个月!中位随访
<$

个月!随访采用来

院或电话方式!随访时间至死亡或研究结束+

!"%

统计学处理

采用
?T??$H

软件包绘制
4?

的
I,J-,+KL212*

曲线+ 采用
/(M

比例风险模型进行
4?

的多因素回

归分析!变量包括-年龄,性别,肿瘤部位,浸润深度,

病理类型,病理分期,化疗方案,手术方式,淋巴结情

况+ 各组间生存期及生存率比较采用
B

或
!

! 检验+

!

结 果

#"!

生存情况

至研究结束!

Q&

例患者生存! 其中无病生存
!N

例+ 总的中位
4? NN:H

个月"

&QP/R

为
N":N#N&:"

*!

!

年生存率
&Q:!P

!

<

年生存率
ON:NP

!

N

年生存率

<&:HP

+ 见图
$

+

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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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半结肠癌中位
'( )&*&

个

月!

&+,-.

为
!&*/!0"*+

"#

!

年生

存率
&0*),

#

/

年生存率
11*!,

#

)

年生存率
)&*0,

$ 右半结肠癌中

位
'( )"*&

个月!

&+,-.

为
//*"!

)%*%

"#

!

年生存率
&+*1,

#

/

年生

存率
1!*&,

#

)

年生存率
!&*0,

%

见图
!

&表
!

%

!)+

岁患者中位
'( /"*"

个

月 !

&+,-.

为
!1*%!//*!

"#

!

年生

存率
%%*!,

#

/

年生存率
/+*/,

#

)

年生存率
$"*1,

$

")+

岁患者中

位
'( )+*1

个月!

&+,-.

为
/%*%!

+!*)

"#

!

年生存率
&+*),

#

/

年生

存率
0"*0,

#

)

年生存率
)!*1,

%

见表
!

% 其中
!)+

岁患者右半结

肠癌和左半结肠癌中位
'(

分别

为
!%*)

个月 !

&+,-.

为
!/*/!

//*+

"&

/$*/

个月!

&+,-.

为
$+*0!

)1*&

"#

234*"/$

%

")+

岁患者右半

结肠癌和左半结肠癌中位
'(

分

别为
))*0

个月 !

&+,-.

为
)"*"!

)&*)

"&

1$*&

个月!

&+,-.

为
)%*"!

0+*%

"#

23"*$"!

%

!"!

生存影响因素分析

-56

多因素回归分析显示肿

瘤部位和年龄是结肠癌的生存

影响因素#模型具有显著性#

234*4!+

%

")+

岁患者相

对
!)+

岁患者# 死亡的相对风险度 !

789:;<=8 7<>?

#

@@

"为
4*/%+

!

&+,-.

为
4*#%+!4*%4#

"#即死亡风险

降低
1#*+,

#

234*4##

% 左半结肠癌相对右半结肠癌#

@@

为
4*)/1

!

&+,-.

为
4*!#1!4*%0%

"#即死亡风险降

低
+1*),

#

234*4!4

% 见表
/

%

/

讨 论

左右半结肠癌间是否存在生存差异及差异原

因#目前尚无定论% 本文显示左半结肠癌的生存优

于右半结肠#左半结肠癌相对右半结肠癌死亡风险

降低
+1*),

#

234*4!4

%

A8BC<D

等'

!

(对
00 &0%

例患者的研究显示#右半

表
# ##/

例结肠癌患者临床病理特点

临床病理参数

左半结肠 右半结肠

2

值
例数

百分比
!

,

"

例数
百分比
!

,

"

性别 男性
#% /0*+ /% +%*+

4*4!%

女性
/4 1!*+ !0 )#*+

年龄!岁"

!)+ #/ !0*# ## #1*&

4*4)0

")+ /+ 0!*& +) %/*#

浸润深度 肌层
) %*/ # #*+

4*4&0

浆膜及浆膜外
)! %0*+ +0 %0*0

侵及周围
! )*! 0 #4*%

病理类型 高分化腺癌
1 #!*+ / )*1

4*!&4

中及中高分化腺癌
!/ )0*& /) +!*)

低及中低分化腺癌
0 #)*1 1 &*!

黏液腺癌及印戒细胞癌
#! !+*4 !! //*%

病理分期
! #! !+*4 #1 !)*1

4*)%1

"E / 1*! 4 4

"F $+ /$*/ !$ /!*/

"- $$ !!*& $/ !"*"

# 0 $)*1 $+ !/*$

化疗方案 一药
0 $)*1 % $!*/

"*%"!

二药
!/ )0*& /! )&*!

三药
$% /0*+ !+ /%*+

手术方式 根治
)$ %+*) +" 01*&

"*!1)

姑息
0 $)*1 $+ !/*$

淋巴结情况
$$ !!*& !$ /!*/

"*"&+

总数
"$!

阳性比例
#"*/

阳性比例
""*/ ) %*/ $/ !"*"

总数
$$!

阳性比例
$"*/ $& /&*1 $0 !1*!

阳性比例
""*/ $) !&*! $) !$*+

图
$ $$/

例结肠癌患者生存曲线

%&'

'&(

')*

')+

'),

" !" )" 1" %" $""

时间!月"

生
存

率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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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
! <= >,-? ?. @

值
=ABC!D &EF/G

性别
":$HH ":I"J K:II& $ ":EL$ $:$&I ":LE%!!:$LE

年龄
MK:&EJ K:IHJ L:E## # K:K## K:I%E K:#%E!K:%K#

肿瘤部位
MK:%I# K:IEH E:JK! # K:K!K K:JIL K:!#L!K:%H%

浸润深度
MK:IJ% K:J&I K:J&% # K:J%K K:HKL K:!L%!#:%EH

病理类型
K:#I% K:#J% K:%LK # K:IEJ #:#J% K:%E%!#:EIE

病理分期
K:#J# K:#!H #:!I! # K:!LH #:#E# K:%&%!#:JHE

化疗方案
MK:KJL K:!K% K:KJ& # K:%!E K:&EE K:LIE!#:JIL

手术方式
MK:H!I K:%#! K:H&I # K:IHI K:J%E K:K&&!!:I%!

淋巴结情况
K:KJ! K:#IL K:K&L # K:HEL #:KJI K:H&&!#:IL#

结肠癌对比左半结肠癌的中位生存期为
H%

个月
N3!

%&

个月!

@"":""$

"

>*,7

等 #

I

$对
%! &!L

例患者的研

究显示! 乙状结肠比近端结肠死亡风险降低
$!F

!

OPQ":%%

%

&EF/G

为
":%E!":&!

&" 笔者此前对
JI

例

结直肠癌根治术后辅助化疗患者的回顾研究显示!

远端结肠癌相对近端结肠癌复发转移的风险降低

J":IF

!

@Q":"!&

#

J

$

"

;,R,

等#

E

$的研究显示随年龄增加

右半结肠癌比例增加" 本组患者
$L

例年龄
!H"

岁!

其中
$$

例为右半结肠癌!结果与此相似"包括
/0,+

等#

L

!

H

$的多项研究证实!老年结肠癌的生存优于青年

结肠癌" 本文同样显示年龄影响结肠癌的生存!

#JE

岁患者相对
"JE

岁患者! 死亡风险降低
L$:EF

!

@Q

":"$$

" 本文右半结肠癌相对左半结肠癌!

#JE

岁患

者比例
%I:$F N3 H!:&F

! 老年患者比例低的左半结

肠癌有更好的中位生存! 进一步说明左右半结肠癌

间生存的差异"

左右半结肠癌患者的肿瘤浸润深度'病理类型'

病理分期'手术方式'术后化疗方案'术中淋巴结情

况无显著性差异! 但左半结肠癌相对右半结肠癌侵

及肌层比例更高!

%:IF N3!$:EF

(右半结肠癌相对左

半结肠癌侵及周围脏器比例更高!

$":%F N3 J:!F

(

右半结肠癌相对左半结肠癌黏液腺癌及印戒细胞癌

比例更高!

II:%F N3 !E:"F

(右半结肠癌相对左半结

肠癌
"

期患者多见!

!I:$F N3 $J:LF

(术中右半结肠

癌有更多的淋巴结取样数!且阳性淋巴结比例更高"

包括
S2+T23

等#

%!$$

$的多项研究显示!右

半结肠癌相对于左半结肠癌分期晚'

分化差'局部浸润明显'远处转移早'

多见黏液腺癌以及印戒细胞癌"

/01+

等#

$!

!

$I

$的研究显示!左半结肠癌相对右

半结肠癌淋巴结取样数少! 但淋巴结

转移率亦低( 淋巴结转移率低者有更

好的
E

年生存情况"

G,5(B2TT,

等#

$J

!

$E

$的

研究显示! 左右半结肠癌的组织学发

生不同! 与肿瘤预后相关的标志物及

基因表达不同" 以上均可能导致左右

半结肠癌的生存差异"

相信随着医学的进展! 可以进一

步明确左右半结肠癌是否存在生存差

异!及阐明影响差异的原因!更好地指

导结肠癌的临床治疗及评估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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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肿瘤部位对
4<

的影响

%&'

'&(

'&)

'&*

'&+

K !K JK LK %K

时间%月&

生
存

率

左半结肠癌

右半结肠癌

项 目 左半结肠癌 右半结肠癌
"JE

岁
#JE

岁

总生存期%月&

J&:& JK:& IK:K JE:L

!

年生存率%

F

&

&H:J &E:L %%:! &E:J

I

年生存率%

F

&

LL:! L!:& IE:I HK:H

J

年生存率%

F

&

J&:H !&:H $K:L J!:L

@

值
K:KIK K:KJJ

表
!

各组间生存期及生存率比较

表
I /(A

多因素分析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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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H dIBC:HN

$

: H:>E?H;ENB I?@O:G:>E[B J>ZNP ?H [:GE?ZJ

O:>M?C?LP O:G:@B>BGJ ;E>M GBJOBI> >? GELM> :HN CBF> >Z@?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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