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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评价中央型非小细胞肺癌&

<A/B/

#调强放疗中肿瘤体积'位置与靶区剂量
的相关性( $方法% 回顾性分析

!?9&

年
9

月至
9!

月接受调强放疗的中央型
<A/B/

患者
C?

例"计划靶区!

DE:

)处方剂量为
C?FCCG7

"

@?

次"

!;?F!;!G7=

次* 分析
DE:

体积与全肺组织的
体积百分比

H:

DE:

=:

B)+6

I

+

DE:

的
J

$%

'

DE:

离脊髓的最小距离"利用回归模型进行曲线拟合分析
肿瘤体积与位置对靶区剂量的相关性*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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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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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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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
论% 中央型

<A/B/

患者调强放射治疗中"

:

DE:

=:

B)+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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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

的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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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

离脊髓的最小距离三者
之间存在相关性* 肿瘤体积与位置是靶区能否达到处方剂量要求的重要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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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分析

中央型
<A/B/

患者调强放疗中肿瘤体积与肿瘤位

置对靶区剂量学参数的影响"为提升
<A/B/

患者调

强放疗的计划设计效率和预测靶区可达到的最大处

方剂量提供临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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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

一般资料

!"'&

年
'

月至
'!

月在湖南省肿瘤医院进行根

治性调强放疗的
("

例中央型
)*+,+

患者进行回顾

性分析! 男性
%!

例"女性
-

例"年龄
."/(&

岁"平均

年龄
%0

岁! 所有患者均经临床病理诊断证实"其中

鳞癌
%(

例"腺癌
0

例!

!"#

模拟定位与轮廓勾画

患者采用体架及热塑网膜进行体位固定"行
+1

扫描定位"扫描范围上界为颅底"下界为肝脏下缘!

扫描层厚
%22

! 采用
34556789 $:-

治疗计划系统进

行靶区和危及器官轮廓的勾画! 根据
;+<= (!

号报

告"勾画大体肿瘤靶区#

>?@AA BC2@? D@8C29

"

E1F

$"

为
+1

影像所示的原发病灶和转移淋巴结% 临床靶

区#

78454768 B6?>9B D@8C29

"

+1F

$为原发灶高危区和区

域淋巴结引流区 " 由
E1F

外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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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划靶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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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F

$"考虑器官呼吸运动和

摆位误差等因素"在
+1F

基础上外放
%/#H22

&

!"$

计划设计

所有患者均采用
(IF J

射线
%

野调强放疗计

划设计&在确保不超过危及器官限量的前提下"反复

优化与调试放疗计划" 以获得靶区所能达到的最高

剂量&靶区处方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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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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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EL

&本

研究经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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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参数及方法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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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积与全肺组织的体积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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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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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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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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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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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F

离脊髓的最小距离采用回归模型进行曲线

拟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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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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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小距离呈正相关性!

:

=>:

?:

@)+6

小于
#AB

"

=>:

离脊

髓的最小距离大于
%CC

时"

=>:

的
D

$%

大于
EAF7

!

=>:

离脊髓的最小距离大于
!ACC

时"

=>:

的
D

$%

大

于
EEF7

#

:

=>:

?:

@)+6

大于
GAB

"!

=>:

离脊髓的最小距离

小于
9ACC

时"

=>:

的
D$%

小于
%%F7

$

H16)*2 !

%

G

&'

G

讨 论

在非小细胞肺癌患者放疗过程中" 肿瘤体积与

患者的总生存率和局部控制率具有显著性影响 (

IJE

)

*

肿瘤靶区剂量的高低直接影响患者的肿瘤局部控制

率*

K)L2*1+

等(

&

)研究表明肿瘤局部控制率影响总生

存率* 在常规放疗剂量$

E"MEEF7

&的基础上"肿瘤照

射剂量每提升
9F7

"

GM%

年总生存率则提升
9B

"死

亡风险下降
G B

(

N

)

*

:-,50,O

等(

$

)研究发现"对于
!

期
<P/@/

患者"靶区处方剂量每提高
9AF7

"局部复

发率降低
GEB

* 因此"如何进一步提升
<P/@/

患者

肿瘤照射剂量非常关键*

<P/@/

患者调强放疗计划设计时"肿瘤靶区剂

量与心+肺%脊髓等危及器官的放射性损伤始终是一

个矛盾体! 对于一个
<P/@/

具体病例而言"其肿瘤

体积大小%肿瘤位置是相对固定的"在照射技术%分

次剂量%射线类型等参数确定的条件下"在满足危及

器官剂量限值的前提下" 靶区可达到的最大处方剂

量在理论上是可以预期的!

本研究采用回归模型对肿瘤与肺组织体积百分

比,

:

=>:

?:

@)+6

&%靶区剂量,

=>:

的
D

$%

&%

=>:

离脊髓的

最小距离三个因素的相互关系进行曲线拟合* 研究

结果表明
:

=>:

?:

@)+6

%

=>:

离脊髓的最小距离与
=>:

的
D

$%

存在相关性*

:

=>:

?:

@)+6

值越高时"肿瘤靶区照

射剂量越低*

=>:

离脊髓的最小距离一定时"

=>:

的
D

$%

与
:

=>:

?:

@)+6

呈负相关性*

:

=>:

?:

@)+6

一定时"

=>:

的
D

$%

与
=>:

离脊髓的最小距离呈正相关性*

因此"在临床实践中可以根据
:

=>:

?:

@)+6

%

=>:

离

脊髓的最小距离两个因素与
=>:

的
D

$%

的相关性来

预测靶区可照射实现的最大处方剂量 " 为提高

<P/@/

患者调强放疗的计划设计效率与质量"为提

前评估患者放疗预后效果提供定量的临床参考*

本研究尚有进一步完善之处" 例如只选择了中

央型肺癌病例"周围型肺癌病例未纳入研究* 同时"

对肿瘤部位的分型还应进一步细化" 例如上叶%中

叶%下叶的部位分型#样本数量还不够大"未来应该

增加研究病例样本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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