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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 探讨肝动脉栓塞!

TL.U

"后运用射频消融术!

VKL

"治疗对原发性肝癌患者血
清标志物及患者术后生存的影响% #方法$

88$

例原发性肝癌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
C8

例&对
照组

DC

例'对照组患者采取单纯
TL.U

治疗方案'观察组患者采取
TL.U

后
VKL

治疗方案'

比较两组患者近期临床疗效&治疗前后血清肿瘤标志物变化以及患者生存情况% #结果$ 观
察组患者近期疗效有效率为

HD:"!W

'对照组为
O$:DIW

'两组近期有效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

!

!

B#:!O$

'

EBI:%I$

"% 治疗后两组患者血清
U.

&

9U<K

&

LKE

及
.L#HH

水平均较治疗前显
著降低 !

ERI:ID

"' 且观察组患者血清
U.

&

9U<K

&

LKE

及
.L#HH

水平显著低于对照组 !

ER

I:ID

"(观察组患者总体生存情况显著优于对照组!

!

!

BC:I$$

'

EBI:I#J

"% #结论$

TL.U

后运用
VKL

治疗原发性肝癌具有着良好的近期疗效'够助于患者血清肿瘤标志物趋于正常水平'并
可提高患者治疗后总体生存时间%

主题词!肝动脉栓塞(射频消融(原发性肝癌(血清标志物
中图分类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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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齐齐哈尔市科学技术计划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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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讯作者!莫庆国#主治医师#本科$齐齐哈尔医学院附属第三医院介
入科#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太顺街

!$

号!

8C8I!8

"$

U$=+0,

%

_'(/+'?(F+`8C%:4'=

收稿日期!

!I8CX8!X8C

$修回日期!

!I8$XIJX8H

原发性肝癌!

a..

"是一种临床上较为常见的恶

性肿瘤' 患者在肝癌早期一般无临床症状且难以被

察觉' 大部分患者在临床确诊时已经处于肝癌中晚

期'肝癌患者多发病灶或同时伴有肝硬化等'导致患

者无法接受外科手术治疗 #

8

'

!

$

% 肝动脉栓塞!

TL.U

"

是目前治疗中晚期肝癌患者的一种首选治疗方案'

采用
TL.U

治疗' 能够有效延缓患者肿瘤进展程度

以及肿瘤血管侵袭'从而有效改善患者预后#

%

$

% 射频

消融术!

VKL

"是目前临床上治疗实体肿瘤的一种微

创介入技术' 同时也是运用最为广泛的热消融手段

之一 #

J

$

% 本研究探讨肝癌患者
TL.U

治疗后运用

VKL

对患者血清肿瘤标志物以及术后生存的影响'

现报道如下%

8

资料与方法

!"!

临床资料

选择
!I88

年
D

月至
!I8%

年
D

月我院收治的原

发性肝癌患者
88$

例作为研究对象' 按照随机数字

表法将
88$

例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 其中

观察组患者
C8

例&对照组患者
DC

例%两组患者各临

床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EPI:ID

"'见
T+?,1

8

% 本研究经我院伦理委员会批准同意%

!"#

纳入标准与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

"

患者均经细胞穿刺病理学诊断为

原发性肝癌(

#

年龄
"8O

岁(

$

肝功能
L

级或
S

级(

肝动脉栓塞联合射频消融术治疗对原发性肝癌
患者血清肿瘤标志物及术后生存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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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手术或不愿接受手术治疗患者!

"

无明显凝

血功能障碍患者!

#

无肝外转移及门静脉癌栓患者!

$

入组患者均按计划完成治疗"

排除标准!

%

弥漫性肝癌或原发巨块型合并肝

内或肝外转移!

&

合并心脏病#严重糖尿病#慢性阻

塞性肺疾病等患者!

'

肝功能
&'()*

分级
&

级患者!

!

合并严重出血倾向或全身感染患者!

"

对造影剂

过敏患者"

789

治疗方法

对照组患者仅行
+,&-

治疗方案$ 使用改良

./)*(01/2

法于患者股动脉进行穿刺$ 将导管置入肝

总动脉#肝固有动脉以及肝左#右动脉$进行动脉造

影$待确定患者肿瘤供血动脉之后$将化疗药物以及

栓塞剂注入$ 使用
3""4154

!

3!67

以及
8%"4154

! 奥

沙利铂"采用超液态碘化油作为栓塞剂$根据患者肿

瘤病灶的大小选择合适的碘化油以及吡柔比星混悬

液$ 并根据患者情况酌情使用明胶海绵颗粒进行血

栓栓塞$患者每次
+,&-

治疗间隔时间为
89!

个月$

每例患治疗
89%

次"

观察组患者在进行
+,&-

治疗后的
!9:

周采取

;6,

治疗$患者局部麻醉后$在
&+

或
<

超精确引导

下$在合适的穿刺点以及穿刺途径下设定
;6,

治疗

程序$并根据患者自身肿瘤的大小#形态以及位置等

情况适当调整
;6,

相关参数$采取距表皮由远到近

的治疗原则$使用多次叠加#多针重叠的消融方式$

患者的消融范围为完全覆盖

肿瘤病灶超过自身肿瘤病灶

区
"=39#=>?4

"

78:

观察指标

观察两组患者治疗结束

后病情$ 采用
&+

以及
@;A

检

测患者瘤体大小$根据实体瘤

治疗疗效评价标准%

4;-&A.+

标准&$ 将患者临床疗效分为

完全缓解 %

&;

&# 部分缓 解

%

B;

&#病情稳定%

.C

&以及进展

%

BC

&$ 计算患者治疗有效率

%

D;;

&$

D;;E&;FB;

"

治疗前# 治疗后
!

周$采

取患者血清标本检测患者血

清
-!

钙蛋白%

-&

&#血管内皮生

长因子 %

G-H6

&# 甲胎蛋白 %

,6B

& 以及糖类抗原

%

&,#II

&水平变化"

患者治疗后进行随访$ 随访方式采取电话随访

或门诊随访$ 以治疗开始至患者死亡或随访截止日

期计算患者的生存时间$随访截止日期为
!>#J

年
$

月
%#

日"

78;

统计学处理

采用
.B.. !!=>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处理$ 计量

资料比较采用
K

检验$计数资料比较采用
(

! 检验$采

取
LMN)M0O@/(/2

法绘制生存曲线$采用
PQ1O2M0R

检

验$

BS>=>3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结 果

&87

临床疗效比较

观察组患者近期疗效有效率为
I3=>!T

$对照组

为
U$=3>T

$两组患者近期治疗有效率比较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

(

!

E8=!U$

$

BE>=%>$

&$见
+MV)/ !

"

&8&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血清肿瘤标志物比较

治 疗 前 两 组 患 者 血 清
-&

#

G-H6

#

,6B

以 及

&,#II

水平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BW>=>3

&$治疗后

两组患者血清
-&

#

G-H6

#

,6B

以及
&,#II

水平均

较治疗前显著降低 %

BS>=>3

&$ 且观察组患者血清

-&

#

G-H6

#

,6B

以及
&,#II

水平显著低于对照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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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患者生存情况比较

观察组患者
#

!

!

!

%

年生存率分别为
<=:8>?

!

>%:<%?

!

%$:$=?

" 对照组患者
8

!

!

!

%

年生存率分别

为
@<:!<?

!

A$:8B?

!

8$:@>?

"观察组患者总体生存情

况显著优于对照组#

!

!

C>:=$$

"

DC=:=8B

$"见
E05()1 8

%

%

讨 论

目前对于不可手术切除中晚期肝癌患者 "以

FG.H

为主的综合方案是首选的治疗方案&

FG.H

其

主要原理是将化疗药物以及栓塞剂注入肿瘤供血动

脉"从而引起肿瘤细胞的缺血缺氧"促进肿瘤细胞的

凋亡坏死'

A

(

% 但是对于肿瘤直径大于
A4I

的大肝癌

患者"由于肿瘤肿块巨大"肿瘤自身的供血动脉较为

复杂" 同时患者常常伴有血管侵犯" 采取单纯的

FG.H

治疗方案对肿瘤的影响较小" 患者治疗后肿

瘤血管再生容易引起患者发生肿瘤的复发转移"因

此
FG.H

大肝癌患者其疗效不甚显著'

>

"

$

(

%

JEG

是目

前运用最为广泛的一种热消融技术" 其治疗原理是

在
.F

或
K

超引导下将电极精准地置入肿瘤组织内

部"并发射高频电波对肿瘤细胞进行等离子震荡"通

过离子间的相互碰撞以及互相摩擦" 能够使肿瘤组

织内部局部温度达到
>=!

"继而能够诱导肿瘤细胞

发生凝固性死亡'

@

"

<

(

% 同时采取
JEG

治疗后能够使

肿瘤组织其周围凝固坏死区域形成一个反应带"从

而切断肿瘤组织的血液供应" 同时能够有效防止肿

瘤转移'

#=

(

%

肝癌患者经
FG.H

治疗后采取
JEG

治疗方案

经证实是一种有效的治疗方案" 本研究分析肝癌患

者
FG.H

治疗后运用
JEG

对患者血清肿瘤标志物

以及术后生存的影响% 对比分析两组患者近期临床

疗效" 结果显示" 观察组患者近期疗效有效率为

<A:=!?

"对照组为
@$:A=?

#

DL=:=A

$% 但有学者报道

认为
FG.H

联合
JEG

方案近期疗效显著优于单纯

的
FG.H

治疗方案 '

##

"

#!

(

"这可能是由于研究样本量

不同所导致"需要进一步扩大样本量进行分析%

而在血清肿瘤标志物上"本研究选择血清
H"

钙

蛋白 #

H.

$)血管内皮生长因子 *

9HME

$)甲胎蛋白

*

GED

$以及糖类抗原*

.G#<<

$四个指标作为观察指

标%

H.

是一种
.+

依赖的细胞黏着糖蛋白"

9HME

则

是目前研究认为促血管新生效应最强的一种细胞因子"

对血管内皮细胞功能具有着直接调节作用"

H.

)

9HME

在肿瘤细胞的侵袭以及转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同时

也是检测肿瘤细胞活性的重要血清标志物'

#%

"

#B

(

% 两组

患者治疗后
H.

)

9HME

水平显著降低" 且治疗后观

察组患者
H.

)

9HME

水平显著低于对照组" 表明

JEG

联合
FG.H

治疗原发性肝癌能够有效抑制癌

细胞的活性"并抑制癌细胞的侵袭和转移%

GED

是原

发性肝癌检测作为灵敏的指标"

GED

浓度与患者病

情直接存在着密切的联系+

.G#<<

也是目前判断肝

癌患者治疗效果及预后的重要指标之一'

#A

(

% 两组患

者治疗后
GED

)

.G#<<

水平显著降低"且治疗后观察

组患者
GED

)

.G#<<

水平显著低于对照组 " 表明

JEG

联合
FG.H

治疗原发性肝癌对肿瘤细胞具有

着明显的杀灭作用" 能够帮助患者血清各指标的趋

于正常"从而降低了治疗后复发的危险性%对比分析

两组患者治疗后生存情况"结果显示"观察组患者总

体生存情况显著优于对照组*

DN":"A

$"表明
JEG

联

合
FG.H

治疗原发性肝癌有助于患者治疗后总体生

存时间的提高"这可能与
JEG

联合
FG.H

彻底性杀

灭肿瘤"并抑制肿瘤的复发和转移有关%

综上所述"

FG.H

后运用
JEG

治疗原发性肝癌

具有着良好的近期疗效" 能够有助于患者血清肿瘤

标志物趋于正常水平" 并提高患者治疗后总体生存

时间"具有着较大的临床优势"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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