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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脉灌注新辅助化疗治疗宫颈癌 %<例
临床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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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目的% 探讨动脉灌注新辅助化疗&

;J/D

#对宫颈癌治疗的价值' $方法% 选择
%<

例
!

K!L"K

期宫颈癌患者!随机分为直接手术组
MIG

例
N

和动脉灌注
;J/D

组
OII

例
P

' 观察动脉灌
注

;J/D

组在治疗前后肿瘤大小的变化和不良反应(比较两组手术时间)手术过程出血量)手
术后病理特征差异' $结果% 动脉灌注

;J/D

组中
/Q R

例!

EQ !!

例!有效率为
<":I&S

(化疗
有效率与患者年龄)分期)分化程度无关!而与病理类型和肿块大小有关"

ETH:H&

*' 动脉灌注
;J/D

组手术时间短于直接手术组!术中血量要少于直接手术组&

ETH:H&

*'淋巴结转移率动脉
灌注

;J/D

组为
#U:#&"

!直接手术组为
!R:%&"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TH:H&

*(深肌层浸润率
和宫旁浸润率两组差异均不明显&

EV":"&

*'$结论% 宫颈癌手术前进行动脉灌注
;J/D

可缩短
手术所需时间!进而减少手术过程中的出血量!降低淋巴结转移率!最终提高疗效'

主题词!新辅助化疗(宫颈肿瘤(淋巴结(动脉灌注
中图分类号!

QQ<G<:GG

文献标识码!

J

文章编号!

$U<$W#<HX

"

!H#!

#

H&WHGU%WHG

收稿日期!

!H#!WHIWHR

$修回日期!

!H#!WH&WHG

宫颈癌传统的治疗方法主要是进行手术或放疗

治疗!但对于中晚期的宫颈癌效果不好'新辅助化疗

&

+2(,=>)?,+@ 502B(@02*,C7

!

;J/D

*可减小局部的病

灶!降低肿瘤负荷和分期!从而消灭散播野外的亚临

床病灶!为根治创造条件$

#

%

' 本文选择
!HH<

年
G

月
L

!H#H

年
#H

月在浙江省人民医院医治的
!K!L"K

期

宫颈癌患者进行动脉灌注
;J/D

后再根治性手术!

并且与单纯接受手术治疗的患者作对比! 从而探讨

动脉灌注
;J/D

在宫颈癌治疗中的价值'

#

资料与方法

!"!

临床资料

选择浙江省人民医院
!HH<

年
G

月
L!H#H

年
#H

月收治的宫颈癌患者
%<

例!年龄在
!ULU%

岁!平均

年龄为
IH

岁'入选标准为+

#YAZ4

的分期
!K!L"K

期(

$[\/

大于
I#$"

R

]^

!

E^D

大于
%#$"

$"

]^

(

%

肝

肾)心电图等都无明显的异常(

&

无化疗禁忌证(

'

_E`

评分在
<"

分以上'随机分为两组!其中
II

例术

前接受动脉内化疗栓塞!为动脉灌注
;J/D

组&以下

简称
;J/D

组*!

IG

例直接行根治性手术!为直接手

术组'所有病例均经手术病理证实'两组患者的一般

情况及临床病理特征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见表
$

'

!"#

治疗方法

对
;J/D

组患者用
`2-=1+62*

技术对股动脉插

管!选择性地将
IY

的
/(K*,

导管分别置入左右侧子

宫动脉上下行支分支前约
":&5B

处! 并避开子宫动

脉膀胱支和输尿管支!进行
a`J

显示子宫动脉和它

的分支!然后进行动脉
\9E

方案&顺铂
G"B6]B

!

!博

来霉素
G"B6]B

!

!长春新碱
!B6]B

!

*灌注化疗!灌注

表
$

两组患者的临床病理特征

临床病理特征
;J/D

组
M+bIIP

直接手术组
M+bIGP

E

值

年龄&岁*

!I" !" !! ":&RI

VI" !I !$

分期

!K! $< $U ":%&"

", $& $<

"K $! $"

分化程度

Z$ $% $$ ":$R!

Z! $I $G

ZG $! $R

病理类型

鳞癌
G$ !& ":!G"

腺癌
$G $%

肿块大小&

5B

*

TU:" !$ !G ":&R$

"U:" !G !"

G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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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毕后使用
$''!$''

明胶海绵栓塞双侧子宫动

脉!制动
!()

!常规补液及抗感染治疗"

((

例患者均

进行
!

周期化疗!化疗间隔时间为
$(*

!对化疗反应

良好者进行第
+

周期化疗" 化疗结束后
!,+

周按

-./

标准评价疗效"

0123

组化疗后
!,+

周行手术

治疗"两组患者均行广泛性子宫切除
"

盆腔淋巴清扫

术!对淋巴结转移#深肌层浸润#宫旁浸润的患者术

后进行化疗或放疗"

!"#

观察指标

比较化疗前后肿瘤体积的变化! 并进行近期疗

效的评价$观察两组的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术后

病理特征及
0123

的不良反应" 手术后病理评价指

标包括淋巴结转移率#深肌层浸润率和宫旁浸润率"

!"$

化疗疗效判断标准

参照
-./

评定标准!完全缓解
4256

指肿块完全

消失$ 部分缓解
7859

指肿块缩小
&"#

以上$ 稳定

4:;9

指肿块体积缩小或增大不超过
!&$

!且无新病

灶出现$ 进展
48;9

指肿块增大超过
!&$

或出现新病

灶"

25

和
85

为有效!

:;

和
8;

为无效"

!"%

统计学处理

采用
:8::$<="

软件对上述数据进行统计分

析!计数资料采用
!

! 的检验!计量资料采用
>

检验"

8?@="&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结 果

&"! 0123

疗效和不良反应

0123

组中
25 A

例!

85 !!

例!

:; $"

例!

8; +

例!有效率
B@=(&$

"

0123

化疗有效率与患者年龄#

分期#分化程度无关!与病理类型和肿块大小有关!

见表
!

"

化疗结束后! 所有患者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恶

心#呕吐等胃肠道反应!在对症处理后很快好转" 其

中有
&

例患者在化疗期间出现了轻到中度的发热情

况! 并且持续
%,&*

! 后恢复了正常" 骨髓抑制有
B

例!大多是在停药后
B*

后出现的!并且在第
$@*

的

时候该状况达到了最低谷! 经过
!

周粒细胞集落刺

激因子治疗后恢复"

&"&

术中和术后情况比较

经比较发现 !

0123

组手

术时间明显短于直接手术组!

术中出血量亦明显少于直接

手术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8?@=@&

&" 术后标本病理检查发现! 淋巴结转移率

0123

组低于直接手术组%

8?@=@&

&!但深肌层浸润率

和宫旁浸润率两组差别没有统计学意义" 见表
+

"

&"#

随 访

所有患者均通过电话和门诊检查得到随访结

果!随访截至
!@$$

年
+

月
+$

日!随访时间为
&,(%

个月!中位随访时间为
$B

个月" 所有患者随访至本

文数据统计时均存活!无肿瘤复发"

+

讨 论

新辅助化疗是指在手术前给予的辅助性的化

疗!用于缩小原发病灶!降低肿瘤分期!从而减少肿

瘤切除的范围!缩小手术对患者所造成的损伤!进而

增加直接手术有一定的困难患者进行根治手术的机

会!以消除或者抑制可能存在的微转移!改善预后及

预防复发"

动脉内化疗栓塞是宫颈癌治疗中新辅助化疗

701239

的方式之一" 术前进行动脉内化疗栓塞治疗

中#晚期宫颈癌的效果已得到临床的广泛认可!是介

表
! 0123

组患者临床病理特征和化疗疗效的关系

表
+

两组术中和术后情况比较

组别
手术时间
%

'CD

&

术中出血量
%

'E

&

深肌层浸润率
%

F

&

0123

组
$A<=(<'+@=!A &BA=&!'!$B=&( &B=<!

直接手术组
!%B=&<'(A=(!

G

%A!=%&'!B+=!(

G

<(=$<

宫旁浸润率
%

F

&

!=A$

!=($

淋巴转移率
%

F

&

$<=$&

!A=%&

G

G

'

8?"="&

25H85 :;H8;

有效率%

F

&

年龄%岁&

!(@ !@ #< ( %@=@@

@=!@&

I(@ !( #& A <!=&@

分期

"J! $B $+ ( B<=(B

"=&(%#K $& $$ ( B+=++

$J $! B & &%=++

分化程度

L

$

$% $( ( BB=B%

"=&$%L

!

$( $" ( B$=(+

L

+

$! B & &%=++

病理类型

鳞癌
+$ !& < %"=<&

"="!!

腺癌
$+ < B (<=$&

肿块大小%

M'

&

?<=" !$ $% + %&=B$

"="+(

"<=" !+ $+ $" &<=&!

例数
8

值临床病理特征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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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治疗!化学药物治疗和手术治疗的有益结合"

!

#

$ 根

据文献报道 "

<

#

%当宫颈癌组织内细胞的周期非特异

性抗癌药物如铂类等药物的浓度升高
#

倍时% 它的

抗癌效价将增加
#=>#==

倍% 但是当静脉给药局部

病灶的有效药物浓度较低时% 患者对药物耐受量有

限并且难以接受%仅有
#=!

的抗癌药能发挥它的作

用$子宫动脉插管灌注化疗药物直接进入肿瘤灶内%

局部药物浓度能达静脉给药途径的
%%

倍%加用动脉

栓塞可使进入癌组织内的药物大部分以药物原型形

式存在%尚未与血浆蛋白结合%未经体内代谢%存在

时间长%具有更高的抗癌效价$

术前化疗栓塞能降低癌细胞的活性% 减少术中

癌细胞播散及术后转移%提高手术切除率%减少复发

的潜在危险%改善预后$

?,@,A,B,

等"

C

#对
!D

例初治

的
E"!

期宫颈癌患者%给予
!

个疗程介入化疗%

<

周

为
#

个疗程$另设对照组常规放疗$结果化疗组有效

率
F<:$G

%其中
#C

例后续手术%术后病理有效率为

%D:FG

$ 与未化疗组比较淋巴结转移&宫旁浸润&脉

管浸润发生率低%差异有显著性%

&

年生存率
H%=:=GI

显著高于对照组
J&K:DGI

$ 陈亦乐等"

&

#研究也表明介

入化疗
L

放疗
L

手术有效率高于放疗%而宫颈肿瘤残

留&宫旁浸润&盆腔淋巴结转移&复发率明显低于放

疗组%均有显著差异$ 但也有研究表明%术前化疗栓

塞并不能提高患者生存期$ 日本学者
M16,B,

等"

D

#进

行了一项局限性晚期宫颈癌的前瞻性研究' 实验组

行介入化疗和手术治疗%不能手术者则放疗%对照组

仅行放疗%结果发现
<

年生存率无明显变化%只是提

高了手术率$ 还有研究报道介入化疗后手术者
&

年

生存率除
"

期增高外%

#

&

!

期无明显变化"

F

#

$ 因此%

术前化疗栓塞与其他综合治疗方案相比% 疗效上仍

有争议$疗效是否与化疗的方案&患者的临床分期及

肿瘤的病理类型等有关%尚需要更多的研究来证实$

本文采用了顺铂& 博来霉素和长春新碱结合的

灌注化疗方案来对
"N!>$N

期宫颈癌患者实施
!>

<

个疗程的动脉化疗栓塞% 结果未见严重的化疗反

应%患者的依从性良好$ 当化疗结束后%

;O/P

组中

有
K

例患者宫颈局部病灶已经完全消失%其中有
!!

例患者的肿瘤体积缩小了大约
&=!

以上%临床有效

率高达
F=:C&!

%与文献报道的结果接近"

%

%

K

#

$

关于
;O/P

疗效相关因素的报道也有差异%本

文显示%

;O/P

的疗效与患者的年龄&宫颈癌的分期

及分化程度无关%而与病理类型和肿块大小有关%鳞

癌的有效率为
%=:D&Q

%明显高于腺癌(

RS=:=!!

)%肿

块
TD5@

的疗效明显高于
!D5@

的患者 (

RS=:=<C

)$

/02+

等"

$=

#对
F!

例
%N!>$N

宫颈癌患者行
;O/P

显

示了同样的结果$此外%本次试验并未出现与动脉穿

刺相关联的%或由化疗药物所引起的严重的并发症$

两组手术时间& 手术过程中的出血量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说明在手术前对患者进行动脉栓塞化疗

可明显降低该手术的难度% 从而扩大宫颈癌手术的

选择范围%使得患者在
"N!>$N

期中无法进行手术

的宫颈癌患者得到手术并且获得康复的机会$ 也可

能是因为手术前的经动脉新辅助化疗可减小肿瘤体

积%抑制或者清除盆腔内可能存在的亚临床转移灶%

从而增加手术切除的彻底性$ 在
;O/P

组中有
F

例

发现盆腔淋巴结的转移% 而直接手术组中发现存在

$!

例盆腔淋巴结的转移%差异具有显著性%从一个

方面证实
;O/P

的作用$

综上所述%

;O/P

能使肿瘤体积缩小%控制淋巴

结转移率%提高手术切除率%对宫颈癌有较好的近期

疗效%且其疗效与肿瘤病理类型和肿块大小有关%同

时可缩短完成手术所需要的时间& 减少手术过程中

的出血量% 因此可作为宫颈癌根治术前常规的辅助

治疗$ 但其远期疗效有待临床上更深入的研究加以

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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