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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否改善生存虽然受到关注!但报道较少" 蔡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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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肿瘤原发灶放疗对患者生存时间有延长! 但不

具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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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叙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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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在全身

化疗的基础上!对于转移灶控制%

=?

或
@A

&'原发

灶'双肺多病灶中的大病灶或治疗后的残存病灶!如

患者
B/4C

评分仍为
"!9

分均考虑行局部控制!初

步结果显示有改善生存率的边缘效应%

=>";"D%!

&"我

科也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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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
!!

'原发灶较大压迫或侵犯邻近器

官产生相关症状的
!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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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予原发灶放疗!结

果显示有统计学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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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
<@/E/

患者给予

原发灶的放疗对改善生存是有帮助的" 但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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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发灶的放疗对生存影响的报道较少!仍需

要进一步多中心'随机'前瞻性的研究" 化疗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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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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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治疗手段!以铂类为基础的化疗可延

长患者的生存期和改善生存质量!中位生存期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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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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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生存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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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本研究结果一致"

所以!对于一般情况较好的
!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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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应

积极给予化疗及放疗的综合治疗!不仅能缓解症状'

改善生存质量 ! 又能延长生存期 " 但对于
!

期

<@/E/

原发灶放疗对生存的影响仍需要进一步开

展大样本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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