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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放射治疗是胸部肿瘤的主要治疗手段之一"放射性食管炎是胸部肿瘤患者放疗时常
见的不良反应"其发生及严重程度影响患者放射治疗的依从性及疗效% 目前研究发现"放射
性食管炎的发生与患者临床特征&放疗物理剂量学参数&基因分子标志物等有关% 根据放射
性食管炎发生相关因素"识别发生放射性食管炎的高危患者"对于制定合理的治疗策略&减
少放射性食管炎的发生风险&提高治疗疗效至关重要% 文章就放射性食管炎发病相关因素的
研究进展作一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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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

)统计显示"

!<7[

年美国初诊的胸部肿瘤患者总

数超
[<

万例*

7

+

"其中"近
;<^_$<^

的患者需要接受

放射治疗*

!

+

% 食管是胸部肿瘤放射治疗中的主要危

及器官,

&(4*)1 *K (/1P

"

2A>

)% 放射性食管炎急性期

表现为吞咽困难&吞咽疼痛&胸骨后疼痛等 *

@

+

"晚期

表现食管溃疡&食管狭窄&气管食管瘘等%近年来"急

性放射性食管炎的发生率明显增加 *

[_$

+

"严重影响患

者治疗依从性以及临床疗效% 目前急性放射性食管

炎发病的高危因素和相关机制尚不明确" 已有研究

多集中于生物标志物&临床特征&肿瘤因素及放疗剂

量学参数等方面进行探讨" 本文就放射性食管炎发

病相关因素的研究进展作一综述%

7

患者临床特征与放射性食管炎

`'

等*

?

+指出"胸部肿瘤患者的性别&年龄&放疗

前胸部肿瘤手术情况均与放疗引起的放射性食管炎

显著相关" 作者认为女性患者更倾向于发生放射性

食管炎*

]

+

%然而根据
A-U

统计结果"胸部肿瘤以肺癌

和食管癌最常见"两种肿瘤又以男性患者多见"所以

性别差异大" 性别预测放射性食管炎的预测价值不

明确%

年龄是另一个放射性食管炎可能的预测因子%

有研究指出随着年龄的增长" 放射性食管炎的发生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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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越来越下降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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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指出年轻患者较老

年患者更容易发生严重的放射性食管炎# 原因可能

是老年患者的食管黏膜层对放射线的敏感度下降$

更不容易发生放射性食管炎$ 但动物实验并不支持

这一结论!

*

"

% 有些研究者则没有发现年龄与放射性

食管炎有关!

-

"

# 目前还有很多未知因素可能影响年

龄与放射性食管炎的相关性& 这需要以后更多的研

究进一步阐明%

体能评分对肿瘤患者的近期治疗疗效及长期生

存均有重要作用&患者体能评分越好&往往治疗效果

越好'生存时间越长# 在放射治疗的不良反应方面&

患者体能评分的影响作用不如对生存预后影响作用

显著# 很多研究发现胸部肿瘤患者的体能评分与患

者放疗后引起放射性食管炎的关系并不显著 !

.,

"

#

/012

等 !

%

"研究发现患者体能评分越差&发生进行放

射性食管炎的机会越大&但是该研究中只有
!#3

的

患者体能评分
45!.

分&病例数少&说服力不足# 患

者体能评分是否与放射性食管炎的发生有关目前没

有共识&有待进一步验证#

临床分期是评判肿瘤预后的一个重要指标# 局

部分期越晚(包括
'

分期&

6

分期)&则在放疗计划制

定时&靶区食管长度&靶区食管的平均剂量则越高%

!,,$

年
789 : &0;<09 (8=>? @<>? 4A2B

杂志上一项回

顾性研究 !

..

"

&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
6

!C-

分期可作为

!

级以上急性放射性食管炎的预测因子之一& 二者

具有显著相关性& 可能是由于纵隔淋巴结的受累程

度影响了食管受照体积%

'

分期与放射性食管炎的

关系目前尚未明确&国内一项研究发现!

.!

"

&临床分期

对
!

级以上急性放射性食管炎发生的影响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但该研究仅对
!0

期和
!D

期患者进行了

分析&存在较大局限性&仍需更多的研究报道证实%

!

治疗因素与放射性食管炎

!"#

放疗技术!剂量!分割方式

随着三维适行放疗(

-!;<EF8B<>80? =>8G>1E0? 10!

;<09<>8 9AF10H2

&

-I/&'

)' 调强 放射治疗 (

<89F8B<92

E>;J?09F; 10;<09<>8 9AF10H2

&

7K&'

)'螺旋断层放射治

疗(

AF?<=0? 9>E>9AF10H2

&

L'

)等精确放疗技术的临床

普及应用&肿瘤周边正常组织能得到更好的保护&尤

其是
7K&'

技术在不降低肿瘤照射剂量的情况下&

正常组织不良反应发生率较二维普通放疗年代明显

下降%对纵隔淋巴结阳性患者的研究发现&获得同等

的肿瘤局部控制率情况下&

7K&'

引起的放射性食

管炎发生率是
.*3

& 而
-I/&'

引起的放射性食管

炎发生率是
!$3C!%3

%

分割方式及照射剂量也是放射性食管炎发生的

影响因素%

&'()

的治疗经验证实单纯常规分割放

疗引起的急性放射性食管炎仅
.M-3

&常规分割放疗

联合铂类为基础的同步化疗引起的急性放射性食管

炎仅
$N"O

*但是
&'()

指出以铂类为基础的化疗方

案联合超分割放疗引起的中重度急性放射性食管炎

可达
-+3

!

#-

"

% 研究者比较了常规分割与超分割放疗

引起放射性食管炎的时间间隔& 其中超分割放疗组

+

-N!

个月)长于常规分割放疗组(

#N%

个月)%此外&常

规分割放疗总剂量提升或低分割照射& 都会增加晚

期放射性食管炎发生率 !

#+

&

#P

"

&食管狭窄需要定期扩

张处理 !

#+

"

&晚期放射性食管炎导致的相关性死亡&

如气管食管瘘'食管穿孔等原因导致的死亡&仅仅有

,N+3C#3

的比例的报道%

近年胸部肿瘤应用立体定向放疗技术越来越

多%

QDF?B>8

等发现
5@&'

联合化疗更容易发生严重

的放射性食管炎% 放疗开始后出现放射性食管炎的

中位时间为
+N#

个月(

,N$C$N#

个月)% 大剂量低分割

放疗与严重的放射性食管炎发生有关& 所以为了保

护食管&建议在施行
5@&'

治疗计划前&特别是放疗

前接受过化疗的患者&需重视食管的受照剂量参数&

进而保护食管组织!

#$

"

%

!"!

食管照射长度

有研究指出病灶长度' 同步放化疗与放射性食

管炎相关 !

#R

"

% 但是
SF18F1!S0B<T

等 !

#%

"早期研究的

单'多因素均表明&不能手术的肺癌患者接受放化疗

后引起的严重放射性食管炎的预测因子主要为同步

放化疗或者超分割&未发现与食管的受照长度有关%

!"$

同步放化疗

同步放化疗较序贯放化疗能提高胸部肿瘤患者

的局部控制率及总生存率 !

#*

"

&但是副作用也明显增

加!

+C$

"

% 同步放化疗或者超分割放疗可导致
P3C!P3

的患者出现
!-

级的急性放射性食管炎!

!,

"

% 肺癌患

者接受
-I/&'

同步联合化疗引起的
!-

级急性放

射性食管炎可高达
!!3C+P3

!

!,

"

% 不联合同步放化

疗& 仅接受胸部常规分割放疗引起放射性食管炎较

#,P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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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 一项荟萃分析示局部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接

受同步放化疗方案导致的急性放射性食管炎发生率

约是序贯放化疗方案的
;

倍"

!#

#

!应该注意到$同步放

化疗主要影响急性放射性食管炎$ 对晚期放射性食

管炎影响不大% 一项
!

期随机临床试验比较了不能

手术的非小细胞肺癌同步放化疗与序贯放化疗的疗

效及不良反应& 结果显示两组治疗诱导晚期放射性

食管炎的发生率相似&序贯放化疗为
<=

&同步放化

疗为
>=

"

!!

#

%

!"#

化疗方案

不同的化疗方案对放射性肺炎的影响确切&但

是对放射性食管炎的影响不明确% 一项随机临床试

验&比较了
<

种均以顺铂为基础药物的化疗方案'顺

铂
?

吉西他滨(顺铂
@

紫杉醇(顺铂
@

诺维本)&其中顺

铂
@

吉西他滨方案引起的急性放射性食管炎最严重

*

;<=

)(顺铂
@

紫杉醇组次之*

<A=

)&顺铂
@

诺维本引

起放射性食管炎最少*

!;=

)

"

!<

#

% 但是该研究中患者

放疗靶区不统一&特别是纵隔靶区勾画差异大%众所

周知&放疗靶区范围直接影响放疗不良反应的发生&

靶区越大&

<B>

级的急性放射性食管炎发生率就越

高 % 并且上述随机试验中 & 吉西他滨的剂量是

$CCD4ED

!

&明显高于临床常规使用剂量%也有研究指

出不同的化疗方案同步联合放疗& 对放射性食管炎

的影响不大&主要影响放射性肺炎的发生率"

!>

#

%

<

物理剂量学参数

众多研究者对放疗剂量参数与放射性食管炎的

关系进行了探讨& 放疗引起放射性食管炎的有关参

数包括食管受照的平均剂量(最大剂量(

8

7;

(

8

<;

(

8

;"

(

8

$;

(

8

FC

"

;

&

!;

&

!$

#

% 食管
8

;;

(

8

$C

(同步放化疗均与急性放

射性食管炎的发生密切相关"

7C

#

%从研究结果来看&剂

量参数被证实与放射性食管炎发病有关% 但是由于

各研究单位之间&食管勾画存在较大个体差异&结论

很难达成共识%

G&)4

等"

!H

#推荐&放射治疗胸部肿瘤

勾画正常器官时&食管勾画应在
-I

纵隔窗下&范围

从环状软骨到胃贲门部& 包括了胃食管交界处%

I/D&J.5

等"

!F

#认为胸部肿瘤扫描时&推荐使用食管增

强剂&可以更加清晰地显示食管的解剖情况&食管的

大剂量受照体积可明显缩小%

多数研究表明& 食管平均剂量是放射性食管炎

的独立预测因子& 食管最大剂量仅在部分研究中认

为有预测意义"

;

#

%

2K40)

等对
H!

例接受同步放化疗

的肺癌患者进行前瞻性研究发现& 食管平均剂量

与
!!

级急性放射性食管炎的发生及持续时间呈强

正相关关系% 他们观察到同步放化疗的肺癌患者在

放疗过程中& 食管平均剂量
!!FL5

更容易发生
!!

级急性放射性食管炎 *

$C9H=

)& 而食管平均剂量
!

!FL5

时几乎不发生
!!

级急性放射性食管炎&

M2-

曲线分析显示食管平均剂量
!!FL5

对预测
!!

级

急性放射性食管炎具有很高的敏感性和特异性 "

!A

#

%

同步化疗联合
<N-MI

中食管最大剂量
!$"L5

的放

疗剂量与
<B;

级放射性食管损伤有关 "

7>

#

%

O0()0("

O*1/P

等"

$

#指出&食管小体积高剂量照射是发生急性

放射性食管炎的高危因素&食管
8

7;

B8

!"

(

8

H"

B8

F"

(平均

剂量(最大剂量均与急性放射性食管炎发生有关"

$

&

!;

#

%

食管
8

H"

#!"Q

(

8

;C

$>C=

(

8

<;

$;C=

时& 发生中高

级急性食管炎的概率超过
<C=

"

$

#

% 但是也有研究认

为& 食管一定体积的受照剂量与
!<

级急性放射性

食管炎没有相关性 "

#;

#

&原因可能与该研究接受同步

放化疗的患者比例较低有关% 也有部分研究指出&食

管低剂量区与放射性食管炎的发生相关性更强"

<C

&

<#

#

%

#CA

例接受同步放化疗的非小细胞肺癌有
!;=

的患

者发生
!<

级的急性放射性食管炎&

;9;=

患者发生

后期放射性食管炎反应% 单因素( 多因素分析发现

8

;;

%;C=

是急性放射性食管炎的影响因子 "

<!

#

% 一项

荟萃分析 "

<C

#收集了
#CF!

例接受同步放化疗的非小

细胞肺癌患者数据&患者来自欧洲(北美(亚洲(澳大

利亚&放疗中位剂量为
$;L5

&中位随访时间
!9#

年&

其中
A#=

的患者接受了以顺铂为基础的同步放化

疗方案治疗% 研究结果显示分别有
<!9<=

(

#H9#=

(

C9A=

的患者出现
!

级(

<

级(

>

级放射性食管炎% 多

因素分析显示食管
8

$C

是出现
!!

级放射性食管炎

的最好的独立预测因子% 当食管
8

$C

!C9CH=

时很少

出现放射性食管炎&当
8

$C

!#H=

时&放射性食管炎

的发生率显著增加%

!C#!

年
GR/)J

等前瞻性地探讨

了
#<A

例非小细胞肺癌患者接受同步化疗联合
ST"

MI

引起的放射性食管炎与放疗剂量的关系%纳入分

析指标包括食管放射剂量参数
8

;

B8

HC

& 食管平均剂

量(食管最大剂量%

!

级(

<

级急性放射性食管炎发生

率分别是
<F=

和
!!=

&

8

;C

是
STMI

联合同步放化疗

诱导
!<

级急性放射性食管炎的更为精确的预测因

#C;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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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应当关注&

*

级急性放射性食管炎临床往往可

以治愈& 而晚期放射性食管炎则被认为更加严重&

严重者可危及患者生命%晚期放射性食管炎的预测

因子包括食管平均剂量 !

+

,-./

"'食管
0

)"

#

)

$

'食管

0

1)2$3

#

*!

$等%

1

基因分子标志物

!"#

基因水平

放射性损伤属于一种炎症反应& 有研究已经发

现转化生长因子
!!4

!

56./7896,:/; ;69<5= 8.>596!?-5.

#

&

@AB!!#

"在放射性损伤中的出现基因突变&正常

组织暴露于放射线时& 通过上调
@AB!!#

基因表达

水平从而参与后期放射性损伤#

**

&

*1

$

%

C:>=-DD-

等#

*)

$通

过分析
*E

种炎症相关基因的单核苷酸多态性!

7:/!

;D- /F>D-95:G- H9DI,96H=:7,

&

JK%

"&寻找与放疗引起

急性放射性食管炎相关的炎症因子% 他们分析所有

核苷酸多肽发现以下
L

种突变基因型明显增加了放

射性食管炎的发生风险( 白介素
!$

!

M/5-6D-FN:/!$

&

MO!$

"(

674P33EL)

&

MO!4$

(

6744))$!4P

& 肿瘤坏死因子

!

5F,96 /->697:7 8.>596

&

@KB

"(

674ELLE!1

&前列腺素内

过氧化物酶
!

!

H6975.;D./G:/!-/G9H-69Q:G- 7I/5=.7- !

&

%@AJ!

"(

67!314E

&

%@AJ!

(

67)!E)

&

%@AJ!

(

67$PL1E3

&

MO!1R

(

674P34!E

&

MO!43

(

674P33PE!

&

MO!43RS

(

67*4*)L*!

"%

如果患者出现上述
1

种不利的基因型& 发生放射性

食管炎的风险是只伴有
32*

个不利基因型患者的

*TE4

倍)如果患者伴有
!)

个不利基因型&风险进一

步上升至
P'P)

倍% 并且患者伴有这些不利基因型种

类及数量越多& 那么其出现放射性食管炎的时间越

早&例如伴有
!)

个不利基因型的患者&出现严重的

放射性食管炎的中位时间仅需要
4'4

个月& 而伴

有
"*

个不利基因型的患者可能
4!

个月后才会出

现放射性食管炎!

%""'""4

"% 美国
C'+' S/G-679/

肿

瘤中心对
44 L*"

个
JK%

与胸部肿瘤放射性损伤的

关系进行了研究& 结果显示
4"

个
JK%

被验证证实

与放射性食管炎密切相关& 其中相关度最高的是位

于人制瘤素
C

受体
UVJCRW

基因
*

*

X@R

区域的

67#!*L*11

% 他们首次提出蛋白激酶
Y

家族成员

!

H695-:/ N:/.7- Y -H7:D9/

&

%RZY[

" 和
@KBJBE

在放

射性食管炎的发生及食管的放射敏感性上发挥非常

重要的作用#

*$

$

% 相关炎症因子的突变基因型对放射

性食管炎的具体调节机制目前尚不清楚& 需要今后

进一步的研究探讨%

!"$

生物标志物

发生放射性损伤时不仅仅出现局部炎症反应&

也会发生全身系统性的急性应激炎症反应& 例如出

现白细胞增多'血小板集聚'血红蛋白下降等#

*3

&

*E2*L

$

%

@./;

等 #

13

$回顾性分析了
!P)

例接受放疗的非小细

胞肺癌患者&单'多因素均发现治疗前血小板聚集'

血红蛋白低的患者在放疗后更加容易发生
!!

级放

射性食管炎%由于该研究为回顾性研究&并且不是所

有患者均接受同步放化疗&存在偏差&研究结果需今

后前瞻临床试验进行验证%

)

放射性食管炎预测模型

在 肿 瘤 预 测 模 型 官 方 网 站 上 !

<<<TH6-G:>5!

>./>-6T96;

"可检索到一个放射性食管炎预测模型#

P

$

&

该模型纳入的因素有患者年龄'性别'体能评分'食

管平均剂量'食管最大剂量'总治疗时间% 采用该模

型可以筛选出放射治疗后可能出现放射性食管炎的

高危及低危患者% 但是该模型的建立仅仅基于小细

胞肺癌和非小细胞肺癌患者& 并且大部分患者也没

有接受同步放化疗& 因此该模型对于接受同步放化

疗的胸部肿瘤患者发生放射性食管炎的预测价值有

一定局限性% 美国华盛顿大学曾对接受放疗的非小

细胞肺癌患者进行分析& 试图建立发生严重急性放

射性食管炎的预测模型% 统计的模型主要建立在放

疗剂量参数!最高剂量热点的平均体积'冷点的平均

体积'"及临床参数!患者年龄'性别'体重下降指数'

放疗前是否化疗'是否同步放化疗'放疗剂量分割方

式"% 研究发现预测
!!

级急性放射性食管炎的最显

著的参数是平均食管剂量'

0

*3

'同步放化疗&剂量分

割方式在单因素分析中有影响& 但是在多因素分析

中未发现统计学意义#

13

$

% 可见目前放射性食管炎的

模型仍不成熟& 对于放射性食管炎的发病机制仍然

需要继续探索%

$

前景与展望

随着放疗新技术' 化疗药物的进展及综合治疗

#3)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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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的更新!胸部肿瘤患者的生存得到改善!但放射

性食管炎的发生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甚至疗效"

深入探讨放射性食管炎的发生机制! 从中寻找治疗

干预的突破点!并进一步建立有效科学的预测模型!

对于放射性食管炎高危人群的筛选# 药物研发及综

合治疗的合理选择!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是未来胸

部肿瘤放射治疗的研究方向之一"

参考文献!

;#< =/040+ >

!

?* %

!

@&' @

!

0A *+9 -*)30( 1A*A/1A/31

!

!"7B;%<9 -C

-*)30( % -+/)

!

!"7B

!

$BD#E

$

FG!F9

;!< H5+I01+05 =

!

J0+*)05 K

!

L&(&'I/ L

!

0A *+9 M1A/N*A/)4 A.0

)00I ,&( (*I/&A.0(*O5 ,&( O*A/0)A1 P/A. O(&1A*A0

!

Q(0*1A

!

*)I +')4 3*)30(1

$

R0(/,/3*A/&) &, N&I0+ 01A/N*A01 &, )00I

P/A. (*I/&A.0(*O5 'A/+/S*A/&) I*A* ,(&N T(/A/1. -&+'NQ/*;%<9

U)A % >*I/*A 2)3&+ T/&+ V.51

!

!"77

!

WFXYZ

$

7Y"WG7Y7Y9

;[< @0.0)AN*5( L

!

=!.) ?

!

M\0+/ C]

!

0A *+9 :&(N*+ A/11'0

3&NO+/3*A/&) N&I0+1 ,&( 3+/)/3*++5 (0+0R*)A *3'A0 01&O.*4/"

A/1 D! 4(*I0 !Z /) O*A/0)A1 A(0*A0I P/A. I&10 I/,,0(0)A/*A0I

*330+0(*A0I (*I/&A.0(*O5 DJC>H"Q/IZ ;%<9 >*I/*A 2)3&+

!

!"7Y

!

7"

$

7!79

;B< ?0.N&&I ^

!

=') C

!

T03_0( :

!

0A *+9 V(0I/3A/)4 (*I/*A/&)

01&O.*4/A/1 '1/)4 #`L"LJK VMH I'(/)4 3.0N&(*I/&A.0(*"

O5 ,&( +&3*++5 *IR*)30I )&)"1N*++ 30++ +')4 3*)30( ;%<9 %

H.&(*3 2)3&+

!

!a7$

!

77X!Z

$

!7[G!!79

;Y< H*)4 -

!

b/*& @

!

@.'*)4 c

!

0A *+9 C3'A0 O.*10 (01O&)10 Q0"

,&(0 A(0*AN0)A O(0I/3A1 (*I/*A/&) 01&O.*4/A/1 /) )&)"1N*++

30++ +')4 3*)30(;%<9 !a7B

!

77aX[Z

$

BF[GBF`9

;$< C_A.*( C=

!

K&+I0) Jd

!

:*)I* >

!

0A *+9 M*(+5 *)I 10R0(0

(*I/*A/&) 01&O.*4/A/1 *11&3/*A0I P/A. 3&)3'((0)A 1/(&+/N'1

;%<9 % -+/) 2)3&+

!

!a7$

!

[BXFZ

$

0W[G0WY9

;W< c' c

!

K'*) e

!

J&)4 c

!

0A *+9 CIR*)301 /) I&1/N0A(5 *)I

Q/&+&4/3*+ O(0I/3A&(1 &, (*I/*A/&)"/)I'30I 01&O.*4/A/1 ;%<9

2)3& H*(40A1 H.0(

!

!a7$

!

F

$

YFWG$a[9

;`< J0./)4"2Q0(/f0 -

!

J0 >'5113.0( J

!

V0A/A =

!

0A *+9 J0R0+"

&ON0)A

!

0\A0()*+ R*+/I*A/&) *)I 3+/)/3*+ '10,'+)011 &, *

O(*3A/3*+ O(0I/3A/&) N&I0+ ,&( (*I/*A/&)"/)I'30I I51O.*4/*

/) +')4 3*)30( O*A/0)A1 ;%<9 >*I/&A.0( 2)3&+

!

!a#a

!

FWX[Z

$

BYYGB$#9

;F< b*)I'5A d

!

R*) I0( =3.'0(0) M9 M,,03A &, *40 &) A.0 (*I/"

*A/&)"/)I'30I (0O&O'+*A/&) /) N&'10 +/O N'3&1* ;%<9

=A(*.+0)A.0( 2)_&+

!

#FF#

!

#$WX#Z

$

B#GBY9

;#a< MR0(/AA =

!

J',,5 ?

!

T(0110+ ?

!

0A *+9 C11&3/*A/&) &, &0"

1&O.*40*+ (*I/*A/&) I&10 R&+'N0 N0A(/31

!

)0'A(&O0)/* *)I

*3'A0 (*I/*A/&) &01&O.*4/A/1 /) O*A/0)A1 (030/R/)4 3.0N&(*"

I/&A.0(*O5 ,&( )&)"1N*++ 30++ +')4 3*)30( ;%<9 >*I/*A 2)"

3&+

!

!a#$

!

##

$

!a9

;##< C.) =

!

]*.) J

!

@.&' =

!

0A *+9 J&1/N0A(/3 *)I 3+/)/3*+ O(0"

I/3A&(1 ,&( (*I/*A/&)"/)I'30I 01&O.*40*+ /)f'(5 ;%<9 U)A %

>*I/*A 2)3&+ T/&+ V.51

!

!aaY

!

$#X!Z

$

[[YG[BW9

;#!< d*)4 LK

!

L*) b:

!

@.*)4 cH

!

0A *+9 >0+*A0I ,*3A&(1 &, *"

3'A0 (*I/*A/&) 01&O.*4/A/1 /) +&3*+ *IR*)30I )&)"1N*++ 30++

+')4 3*)30( *,A0( A.(00"I/N0)1/&)*+ 3&),&(N*+ (*I/&A.0(* "

O5;%<9 e*/)*) ?0I %

!

!a#$

!

!WX[Z

$

[FYG[FW9;

王锋刚!樊丽

妮!张永彤!等
9

局部晚期非小细胞肺癌三维适形放疗所

致急性放射性食管炎的相关因素分析
;%<9

海南医学!

!a#$

!

!WX[Z

$

[FYG[FW9<

;#[< H#A(0*'+A ?V

!

d0/)Q+*AA J

!

-/&+/)& %J

!

0A *+9 C3'A0

01&O.*4/A/1 *)I +*A0 +')4 A&\/3/A5 /) 3&)3'((0)A 3.0N&(*"

I/&A.0(*O5 A(/*+1 /) O*A/0)A1 P/A. +&3*++5 *IR*)30I )&)"

1N*++"30++ +')4 3*)30(

$

*)*+51/1 &, A.0 (*I/*A/&) A.0(*O5

&)3&+&45 4(&'O X>H2KZ I*A*Q*10 ;%<9 -+/) b')4 -*)30(

!

!a##

!

#!XBZ

$

!BYG!Y#9

;#B< H/NN0(N*) >

!

?3K*((5 >

!

c/*))&'A1&1 -

!

0A *+9 M\3011/R0

A&\/3/A5 P.0) A(0*A/)4 30)A(*+ A'N&(1 /) * O.*10 UU 1A'I5 &,

1A0(0&A*3A/3 Q&I5 (*I/*A/&) A.0(*O5 ,&( N0I/3*++5 /)&O0(*"

Q+0 0*(+5"1A*40 +')4 3*)30(;%<9 % -+/) 2)3&+

!

!aa$

!

!BX[aZ

$

B`[[GB`[F9

;#Y< T/++/0A -

!

V00A0(1 =

!

J0 >'5113.0( J9 L&3'1 &) A(0*AN0)A

3&NO+/3*A/&)1 *)I &OA/N*+ N*)*40N0)A

$

(*I/*A/&) &)3&+&45

;%<9 H(*)1+ b')4 -*)30( >01

!

!a#B

!

[X[Z

$

#`WG#F#9

;#$< V&++&N Mb

!

J0)4 b

!

V*/ >]

!

0A *+9 K*1A(&/)A01A/)*+ A&\/3/"

A/01 P/A. 3&NQ/)0I *)A/*)4/&40)/3 *)I 1A0(0&A*3A/3 Q&I5

(*I/*A/&) A.0(*O5 ;%<9 U)A % >*I/*A 2)3&+ T/&+ V.51

!

!a#Y

!

F!X[Z

$

Y$`GYW$9

;#W< d' L-

!

-.0) -@

!

-.0) @%

!

0A *+9 C O(&1O03A/R0 1A'I5 &,

(0+*A0I ,*3A&(1 &, (*I/*A/&)"/)I'30I *3'A0 01&O.*4/A/1 /)

O*A/0)A1 P/A. 01&O.*40*+ 3*)30( ;%<9 %&'()*+ &, -./)010

2)3&+&45

!

!a#[

!

#FX[Z

$

!a!G!aY9 ;

伍方财 !陈创珍 !陈志

坚!等
9

食管癌放射性食管炎相关因素的前瞻性研究
;%<9

肿瘤学杂志!

!a#[

!

#FX[Z

$

!a!G!aY9<

;#`< d0()0("d*1/_ ?

!

V0g'/4)&A M

!

b00O0( J

!

0A *+9 V(0I/3A&(1

&, 10R0(0 01&O.*4/A/1 /)3+'I0 '10 &, 3&)3'((0)A

3.0N&A.0(*O5

!

Q'A )&A A.0 +0)4A. &, /((*I/*A0I 01&O.*4'1

$

* N'+A/R*(/*A0 *)*+51/1 &, O*A/0)A1 P/A. +')4 3*)30( A(0*A0I

P/A. )&)&O0(*A/R0 A.0(*O5 ;%<9 U)A % >*I/*A 2)3&+ T/&+

V.51

!

!aaa

!

B`X[Z

$

$`FG$F$9

;#F< V*+N0( %

!

c*)4 %

!

V*) H

!

0A *+9 ?&A/&) &, A.0 01&O.*4'1

I'0 A& 3*(I/*3 N&A/&);%<9 Vb&= 2)0

!

!a#B

!

FX!Z

$

0`F#!$9

;!a< -'((*) d% %(

!

V*'+'1 >

!

b*)40( -%

!

0A *+9 =0g'0)A/*+ R19

3&)3'((0)A 3.0N&(*I/*A/&) ,&( 1A*40 ! )&)"1N*++ 30++

#a$a



肿瘤学杂志
!"#$

年第
!!

卷第
#!

期

%&'( )*')+,

!

,*'-./01+- 23*4+ ! 5,0*% 6789 :;#< =>?@ >

A*5% B*')+, C'45

"

!"DD

"

D"EFD:G

!

#;H!ID;$<@

=!D? J*K L

"

M+,,N L

"

O..,+ 6P@ +5 *%@ B.')&,,+'5 )3+/.,*-0.!

53+,*2N 0' '.'!4/*%% )+%% %&'( )*')+, =>?@ B.)3,*'+

M*5*Q*4+ LN45 6+R

"

!<#<

"

$

!

M!#;<@

=!!? S+%-+,Q.4 >

"

T055+,3.+R+ J

"

R*' U*'-K0VW A

"

+5 *%@ 6*'!

-./04+- 5,0*% .X 4+Y&+'50*% R+,4&4 ).')&,,+'5 )3+/.!,*-0.!

53+,*2N 0' 2*50+'54 K053 0'.2+,*Q%+ '.'!4/*%% )+%% %&'(

)*')+, Z[867B <\:]!I!!:]E^=>?@ [&, > B*')+,

"

!<<]

"

;E

Z#^

!

##;I#!#@

=!E? _.W+4 [[

"

`+,'-.' >[ !'-

"

B,*KX.,- >

"

+5 *%@ 6*'-./01+-

23*4+ " 45&-N .X )042%*50' K053 (+/)05*Q0'+ ., 2*)%05*a+%

., R0'.,+%Q0'+ *4 0'-&)50.' )3+/.53+,*2N X.%%.K+- QN

).')./05*'5 )3+/.,*-0.53+,*2N X., 45*(+ !S '.'!4/*%%!

)+%% %&'( )*')+,

!

)*')+, *'- %+&W+/0* (,.&2 S 45&-N :;E#

=>?@ > B%0' 8').%

"

!<<!

"

!<Z!<^

!

;#:#I;#:\@

=!;? b*%/* MP

"

L+'*' L

"

74&V0'. c

"

+5 *%@ b,+-0)50'( ,*-0*50.'

2'+&/.'0504 *X5+, )3+/.,*-0*50.' 53+,*2N X., %&'( )*')+,

!

*' 0'5+,'*50.'*% 0'-0R0-&*% 2*50+'5 -*5* /+5*!*'*%N404 =>?@

C'5 > 6*-0*5 8').% S0.% b3N4

"

!<#E

"

\HZ!^

!

;;;I;H<@

=!H? cK0'5 O

"

TN5+,%0'-+ d

"

A0VW*/2 >

"

+5 *%@ P)&5+ +4.23*(&4

5.a0)05N 0' %&'( )*')+, 2*50+'54 *X5+, 0'5+'405N /.-&%*5+-

,*-0*50.' 53+,*2N *'- ).')&,,+'5 )3+/.53+,*2N =>?@ C'5 >

6*-0*5 8').% S0.% b3N4

"

!<#!

"

\;Z!^

!

+!!EI+!!\@

=!$? [R+,055 L

"

M&XXN O

"

S,+44+% O

"

+5 *%@ M.40/+5,0) ).,,+%*!

50.'4 .X *)&5+ +4.23*(0504 0' %&'( )*')+, 2*50+'54 5,+*5+-

K053 ,*-0.53+,*2N=>?@ 6*-0*5 8').%

"

!<#$

"

##

!

!<@

=!]? c.'( eO

"

6055+, 7

"

f&0'5 M>

"

+5 *%@ B.'40-+,*50.' .X -.4+

%0/054 X., .,(*'4 *5 ,04W .X 53.,*)0) ,*-0.53+,*2N

!

*5%*4 X.,

%&'(

"

2,.a0/*% Q,.')30*% 5,++

"

+4.23*(&4

"

420'*% ).,-

"

,0Q4

"

*'- Q,*)30*% 2%+a&4 =>?@ C'5 > 6*-0*5 8').% S0.% b3N4

"

!"DD

"

\DZH^

!

D;;!ID;H]@

=!\? U*(*, 7

"

O*,W4 J@ [4.23*(+*% -+%0'+*50.'

!

0' ,+(*,- 5.

c.'( +5 *% gB.'40-+,*50.' .X -.4+ %0/054 X., .,(*'4 *5 ,04W

.X 53.,*)0) ,*-0.53+,*2N

!

*5%*4 X., %&'(

"

2,.a0/*% Q,.')30*%

5,++

"

+4.23*(&4

"

420'*% ).,-

"

,0Q4

"

*'- Q,*)30*% 2%+a&4g FC'5

> 6*-0*5 8').% S0.% b3N4 !<##

"

\#

!

#;;!I#;H]@^=>?@ C'5 >

6*-0*5 8').% S0.% b3N4

"

!<#!

"

\EF!^

!

;\;I;\H@

=!:? 81(+' P

"

`*N,*' O

"

c*3,*/*' e@ O+*' +4.23*(+*% ,*-0*!

50.' -.4+ 04 2,+-0)50R+ .X 53+ (,*-+ .X *)&5+ +4.23*(0504 0'

%&'( )*')+, 2*50+'54 5,+*5+- K053 ).')&,,+'5 ,*-0.53+,*2N

*'- )3+/.53+,*2N=>?@ > 6*-0*5 6+4

"

!<#!

"

HEF$^

!

:#$I:!!@

=E<? b*%/* MP

"

L+'*' L

"

8Q+,0V+ B

"

+5 *%@ b,+-0)50'( +4.23*(0!

504 *X5+, )3+/.,*-0*50.' 53+,*2N X., '.'!4/*%% )+%% %&'(

)*')+,

!

*' 0'-0R0-&*% 2*50+'5 -*5* /+5*!*'*%N404 =>?@ C'5 >

6*-0*5 8').% S0.% b3N4

"

!<#E

"

\]F;^

!

$:<I$:$@

=E#? A0+-10+%4W0 >L

"

h*'( >

"

L50'(. e

"

+5 *%@ 8QV+)50R+%N Y&*'50!

XN0'( ,*-0*50.' +4.23*(0504 K053 '.R+% )./2&5+- 5./.(,*!

23N!Q*4+- /+5,0)4 =>?@ C'5 > 6*-0*5 8').% S0.% b3N4

"

!<#$

"

:;F!^

!

E\HIE:E@

=E!? B*(%*, `S

"

853&4 O

"

P%%+' PO@ [4.23*(&4 0'!X0+%-

!

* '+K

2,+-0)5., X., +4.23*(0504=>?@ 6*-0.53+, 8').%

"

!<#<

"

:]F#^

!

;\IHE@

=EE? 9&+,,* >J

"

9./+1 M

"

d+0 f

"

+5 *%@ P44.)0*50.' Q+5K++'

40'(%+ '&)%+.50-+ 2.%N/.,2304/4 .X 53+ 5,*'4X.,/0'(

(,.K53 X*)5., Q+5*# (+'+ *'- 53+ ,04W .X 4+R+,+ ,*-0*50.'

+4.23*(0504 0' 2*50+'54 K053 %&'( )*')+,=>?@ 6*-0.53+, 8'!

).%

"

!<#!

"

#<HFE^

!

!::IE<;@

=E;? L)*0X+ >[

"

S*,'+55 9B

"

A.Q%+ M>

"

+5 *%@ [a2%.050'( Q0.%.(0!

)*% *'- 23N40)*% -+5+,/0'*'54 .X ,*-0.53+,*2N 5.a0)05N 5.

0'-0R0-&*%01+ 5,+*5/+'5 =>?@ S, > 6*-0.%

"

!<#H

"

\\ F#<H#^

!

!<#H<#]!@

=EH? `0%-+Q,*'-5 OP

"

c./*W0 6

"

J0*. U

"

+5 *%@ 9+'+50) R*,0*'54

0' 0'X%*//*50.'!,+%*5+- (+'+4 *,+ *44.)0*5+- K053 ,*-0*!

50.'!0'-&)+- 5.a0)05N X.%%.K0'( 5,+*5/+'5 X., '.'!4/*%% )+%%

%&'( )*')+,=>?@ bJ.L 8'+

"

!<#<

"

HF\^

!

+#!;<!@

=E$? b& i

"

d*'( J

"

B3*'( >h

"

+5 *%@ C'X%*//*50.'!,+%*5+- (+!

'+50) R*,0*'54 2,+-0)5 5.a0)05N X.%%.K0'( -+X0'050R+ ,*-0.!

53+,*2N X., %&'( )*')+,=>?@ B%0' b3*,/*).% 73+,

"

!<#;

"

:$

FH^

!

$<:I$#H@

=E]? O.,(*' 9d

"

S,+05 LA@ 6*-0*50.' *'- 53+ %&'(

!

* ,++R*%&*!

50.' .X 53+ /+)3*'04/4 /+-0*50'( 2&%/.'*,N 0'V&,N=>?@ C'5

> 6*-0*5 8').% S0.% b3N4

"

#::H

"

E#F!^

!

E$#IE$:@

=E\? 6.Q+,54 BO

"

e.&%)3+, [

"

U*&'-+,4 >>

"

+5 *%@ 6*-0*50.'

2'+&/.'0504

!

* 2.440Q%+ %N/23.)N5+!/+-0*5+- 3N2+,4+'40!

50R05N ,+*)50.'=>?@ P'' C'5+,' O+-

"

#::E

"

##\F:^

!

$:$I]<<@

=E:? 7*'( B

"

J0*. U

"

U3&*'( h

"

+5 *%@ P)&5+ 23*4+ ,+42.'4+ Q+!

X.,+ 5,+*5/+'5 2,+-0)54 ,*-0*50.' +4.23*(0504 0' '.'!4/*%%

)+%% %&'( )*')+,=>?@ 6*-0.53+, 8').%

"

!<#;

"

##<FE^

!

;:EI;:\@

=;<? `&*'( [i

"

S,*-%+N >M

"

[% A*Y* C

"

+5 *%@ O.-+%0'( 53+ ,04W

.X ,*-0*50.'!0'-&)+- *)&5+ +4.23*(0504 X., )./Q0'+-

d*430'(5.' T'0R+,405N *'- 6789 5,0*% :EI## %&'( )*')+,

2*50+'54 =>?@ C'5 > 6*-0*5 8').% S0.% b3N4

"

!<#!

"

\! FH^

!

#$];I#$]:@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