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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衰弱作为近年来老年医学领域研究的热点之一"被认为是导致老年肿瘤患者健康状
况存在异质性的重要原因"成为老年肿瘤患者治疗前评估的重要组成部分% 衰弱筛查工具是
一种简短的评估" 旨在帮助临床医生识别需要进一步老年综合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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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患者"可以更好地了解患者的健康状况和个体生存率"并指导临床干预措
施% 全文就衰弱筛查工具在老年肿瘤患者中应用的研究进展作一综述"以期为评估该人群的
健康状况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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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人口老龄化加剧"癌症风险随之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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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

年人是主要受累人群"生理储备较少"往往在社会

和功能上易受伤害"管理该人群对肿瘤学构成了重

大挑战)

!

*

% 衰弱作为近年来老年医学领域研究的热

点之一"被认为是导致老年肿瘤患者健康状况存在

异质性的重要原因"发生率尤其高)

$

*

%有超过一半的

老年癌症患者处于衰弱状态" 导致化疗不耐受+疾

病进展和死亡率增加"术后并发症的风险也随之增

加 )

?

*

"开始成为老年肿瘤患者治疗前评估的重要组

成部分% 老年综合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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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老年肿瘤患者中的积极意义已被

临床证实"但考虑到相关的时间和资源障碍"引入

简便易行的衰弱筛查工具来识别最有可能从
89:

中受益的体弱或易受伤害的老年肿瘤患者是有益

的% 本文就衰弱筛查工具在老年肿瘤患者中应用的

研究进展作一综述"以期为评估该人群的健康状况

提供科学依据%

%

衰弱筛查概述

衰弱是老年人的一种临床状态"其特点是生理

综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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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备的减少!耐力和力量的减弱"对内源性和
:

或外

源性应激的易感性增加! 这种衰弱的状况使老年人

临床事件发生风险相应增加#

;

$

% 衰弱筛查是一种简

短的评估!旨在帮助临床医生识别需要进一步
-<=

的患者! 以更好地了解患者的健康状况和个体生存

率!并指导临床干预措施#

#

$

% 目前已经开发了多种筛

查工具来特异性地选择将从完整
-<=

中受益的患

者#

>

$

!包含一般老年人群和癌症人群!其中老年筛查

工具
!? @<0(/*A(/3?

!

<!?B

和弱势老年人调查
!C$

问卷

@7'+)0(*D+0 E+F0(1 G'(H05!C$

!

7EG!C$I

已经在老年癌

症人群中得到验证#

?

$

% 目前将&两步法'视为合理的

策略!第一步涉及老年人筛查工具!若出现异常!被

认为是衰弱的高风险患者!下一步应进行
-<=

并指

导多学科干预#

#

$

% 如果筛查阳性的患者无法接受随

后的
-<=

! 则应充分使用老年人筛查工具的价值(

即使在那些无法进行
-<=

的中心!也要考虑进行老

年人筛查! 因为衰弱筛查工具可以提供有用的信息

并揭示潜在的损害!其异常结果与癌症结果有关#

J

$

%

该策略为医疗资源的合理化使用提供了优势! 也使

患者免于不必要的临床和生物学检查%

!

老年肿瘤患者常用衰弱筛查工具

!"#

老年筛查工具
!?@<0(/*A(/3?

!

<!?I

<!?

是
G&'D05(*)

等 #

C"

$在一项多中心前瞻性研

究中开发!用于快速识别将从
-<=

中受益的衰弱老

年肿瘤患者%

<!?

包含
?

个项目!其中
>

个来自迷你

营养评估
@K/)/ )'A(/A/&)*+ *11011K0)A

!

L9=I

!包括近

$

个月食物摄入"体重减轻"体质指数"运动技能"心

理状态"服用药物和健康自我认知(另一个项目为年

龄
@M?"

岁!

?"N?;

岁!

!?;

岁
I

% 完成需
$N;K/)

!总分

"NC>

分!评分
"CO

分表示存在风险状况%

<!?

是为

老年癌症患者构建的!在临床实践中易于实施!其良

好的筛查分类属性可应用于老年肿瘤学 #

?

$

% 不仅用

于识别有毒性和发病风险的老年癌症患者 #

CC

$

!还可

以确定将从
-<=

中获益的老年实体癌患者和血液

系统恶性肿瘤患者#

#

$

%

P0++0(*

等#

C!

$在
$#O

例年龄
Q>"

岁的癌症患者中对
<!?

进行的首次评估表明! 得分

截止值为
CO

时!具有良好的灵敏度
R?;"I

和较好的

特异度
@#;"I

%在比较衰弱筛查工具诊断准确性的研

究中!

<!?

的真阳性率
@>#8;"I

使其成为老年人衰弱

筛查工具的良好候选者#

C$

$

%据报道!在
J$>

例老年癌

症患者中!

<!?

评分
"CO

分患者的生存率显著低于

评分
QCO

分的患者!对总生存期
@&H0(*++ 1'(H/H*+

!

2GI

具有较强的预后价值
@STU"8$?

!

J;"-V

)

"8!>N"8;!I

#

CO

$

%

W*X*.*1./

等 #

C;

$对
>"

岁及以上的癌症患者进行
<!?

评估! 根据评分分为三组)

MCC

分为低分组!

CCNCO

分为中间组!

QCO

分为高分组! 三组中位生存时间

@K0F/*) 1'(H/H*+ A/K0

!

LGWI

分别为
>8>

"

C;8#

"

!;8#

个

月! 评分较低的患者生存率显著低于评分较高的患

者!是
2G

的独立预后因素%开发并验证的优化版
<!

?

!仅需
#

个项目!在
C"K/)

内敏感又可行!其灵敏

度" 特异度" 受试者工作特征
@(030/H0( &Y0(*A/)4

3.*(*3A0(/1A/3

!

T2-I

曲 线 下 面 积
@*(0* ')F0( A.0

3'(H01

!

=Z-I

分别为
?J8![

"

>J8"[

和
"8J!

!比传统
<!

?R?>8![

"

;>8>[

"

"8?>B

更具特异性!表现出更好的诊

断效能! 便于在老年肿瘤患者中筛选出需进行完整

-<=

的衰弱患者#

C#

$

% 正在进行的研究以优化其表现!

但
<!?

仍是常规鉴定老年肿瘤患者的最简单工具%

!"!

弱势老年人调查
!C$

问卷
R7'+)0(*D+0 E+F0(1

G'(H05!C$

!

7EG!C$B

7EG!C$

问卷是
G*+/D*

等 #

C>

$于
!""C

年开发!用

来识别社区中有健康风险的衰弱老年人(是一个
C$

项基于年龄"健康自评"活动情况及功能状态的衰弱

筛查工具!

;K/)

内可完成!可自我管理% 包括
O

个部

分)年龄
R#;N>;

岁!

>;N?;

岁!

!?;

岁
B

!健康自评
R

一

般
:

差
B

!活动情况
R

弯腰"蹲伏或跪下(携带或搬运重

物(双臂伸及肩膀以上(书写或抓取小物件(步行约

;""

米(做繁重家务
B

和功能性残疾
R

购买个人物品(

管理钱财(平地行走(做轻家务(洗澡
B

% 得分范围
"N

C"

分!得分
!$

分被认为存在风险状况!分数越高表

示功能下降或死亡的风险越大#

C?

$

%

7EG!C$

是对整体

功能状态的筛查! 其表现优于东部肿瘤协作组的表

现状况
RE*1A0() -&&Y0(*A/H0 2)3&+&45 <(&'Y \0(,&(!

K*)30 GA*A'1

!

E-2<!\GB

和年龄!是晚期结直肠癌患

者生存的独立预测因子
RSTUC;8#C

!

\U"8"!B

#

CJ

$

!也是

早期识别老年乳腺癌患者功能衰退和
:

或死亡风险

的有用工具
R=Z-U"8>J

(

J;"-VU"8>C!"8?>B

#

!"

$

%

]0(!

(0(&

等 #

!C

$研究显示
7EG!C$

可以识别有毒性风险的

老年癌症患者并预防化疗不良反应! 是评估化疗毒

性风险的良好工具%

T&^D&AA&K

等#

!!

$最新研究表明!

7EG!C$

可筛选出在癌症治疗之前需要进一步
-<=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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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老年人! 还可预测治疗方案的改变
%

灵敏度为

#$&"!

!特异度为
'#&(!)

"

*+,"'$

是老年肿瘤学中

研究最多的筛查工具之一! 它被广泛用于老年癌症

患者的筛查!以确定需要进一步
-./

的患者!帮助

肿瘤学家优化评估时间"

!"#

缩略性
-./%/0012345627 -89:12;2<=432 .214"

5614> /==2==92<6

!

5-./?

5-./

的开发是为了预先筛查衰弱的老年患

者!以确定谁将最终受益于完整的
-./

" 专门为老

年肿瘤患者开发!由
'@

个问题组成!涉及
$

个领域#

功能状态$日常生活自理能力
%6;2 5>6434642= 8A 754BC

B434<D

!

/EF?

和工具性日常生活能力
%6;2 4<=61G92<65B

5>64346C 8A 754BCB434<D

!

H/EF?

的
(

个问题%!认知状态

$来自迷你精神状态检查
%94<4"92<65B =6562 2I594"

<5648<

!

JJ,+?

的
K

个问题%和抑郁症$老年抑郁量表

%D2145614> 72:12==48< =>5B2"'@

!

.E,"'@?

的
K

个问题%"

每个维度的截止值#功能状态域!

!'

分&认知域!

"

#

分&抑郁域!

!!

分即为衰弱"若其中一个
5-./

维

度得分为阳性!则需要进一步评估脆弱性" 据验证!

5-./

与
-./

具有显著相关性
%1L"&MKN"&O#?

!其内

部一致性信度为
"&("N"&O$

$

!$

%

"

P2BB2<

等$

!K

%对
''$

例

老年癌症患者的调查结果显示! 在
5-./

功能状态

维度!

/EF

和
H/EF

的灵敏度高达
O(Q

和
O!Q

!抑郁

维度为
#OQ

!认知维度为
!$Q

&

/EF

和
H/EF

的特异

度为
K(Q

和
#OQ

!认知维度高达
'""Q

!抑郁维度为

O!Q

! 表明
5-./

中所包含的维度均能可靠的预测

完整
-./

中的每个领域"

,926=

等$

!@

%研究显示
5-"

./

用于癌症患者衰弱筛查的灵敏度为
(OQ

! 特异

度为
@OQ

! 阳性预测值
%:8=46432 :1274>6432 35BG2

!

RR*?

为
#KQ

!阴性预测值
%<2D56432 :1274>6432 35BG2

!

SR*?

为
(@Q

! 可将其推荐给患有癌症的老年人"

P2<4D

等 $

!#

%表明
5-./

是腹部手术老年肿瘤患者的

最佳筛查工具!也是一个很好的整体筛查工具!可对

老年肿瘤患者进行
-./

前的有效筛查"

!"$

韩国老年癌症研究组评分
%T;2 P8125< -5<>21

,6G7C .18G: .2145614> ,>812

!

P."(?

P."(

由
P49

等 $

!(

%于
!"'@

年开发!是一种为老

年癌症患者使用大型数据集生成的具有高敏感性和

SR*

的更高效的新型筛查工具" 由
(

个易于回答的

问题组成!包括#是否能独立洗澡'独自上楼梯'独立

完成购物&是否放弃活动和兴趣&每天服药是否超过

$

种&营养状况自评
%

好
U

差
?

&能否正确说出年'月'日

%

正确
U

错误
?

" 这些问题均匀分布到
-./

的每个领

域!得分范围从
"N(

分!得分越高表示状态越好" 有

研究显示$

!M

%

P."(

的
/V-

为
"&O$

!具有比
."M%/V-L

"&M(?

更好的诊断效果&当
P."(

临界值为
"@

分时!

其灵敏度和
SR*

分别为
O@&"Q

和
M!&#Q

!具有较好

的筛查能力"在
OM

例实体癌患者组成的验证队列中

进行验证!结果显示!

P."(

的
/V-

为
"&M!

!灵敏度

和
SR*

分别为
MO&@Q

和
(@&"Q

!其良好的诊断效果

和筛查能力再次得到验证"

P."(

还可预测老年癌症

患者的生存率! 评分较高的患者
W,

显著延长
%RL

"&""#?

"值得注意的是!

P."(

的开发考虑了癌症患者

使用的可行性!有望成为患者负担重'资源有限的亚

洲国家的有用衰弱筛查工具! 可有效地用于选择需

要全面
-./

和干预的患者"

P."(

作为一个新型的

衰弱筛查工具!在构建时纳入的癌症患者比例较小!

需要进一步大规模的研究来探索其在老年癌症患者

中的应用情况"

!"%

高级成人肿瘤学计划
"! %,2<481 /7GB6 W<>8B8DC

R18D159 !

!

,/WR"!?

,/WR"!

由位于
J8AA466

癌症中心的多学科临床

团队共同开发!除了评估与健康相关的健康自评!生

活质量!跌倒!营养状况!睡眠质量!多重药物和社会

问题等方面!还对抑郁'认知程度和功能状态进行筛

查$

!O

%

!专门为老年癌症患者开发$

#

%

" 若其中
'

个项目

受损!召集相应专家后!将患者转给其他团队成员&

若多个项目受损! 多学科团队将对其进行全面的

-./

"

XG==8

等$

$"

%比较了
."M

和
,/WR"!

在识别衰弱

患者方面的准确性!

,/WR"! %/V-L"&M@

!

RY"&"$!?

有

比
."M%/V-L"&(O?

更高的敏感性&特别是在
YM"

岁的

癌症患者中!

,/WR"!

具有更高的诊断准确性
%/V- L

"&M(

!

RY"&"'@?

" 很少有证据表明
,/WR"!

筛查工具在

不同癌症人群和临床环境中的诊断准确性! 但基于

其多学科性质和包括健康状态' 生活质量和社会脆

弱性等关键性问题!其仍具有较大的潜力"

!"&

弗拉芒版分诊风险筛查工具
%ZB294=; 321=48< 8A

6;2 T145D2 X4=[ ,>122<4<D T88B

!

ATX,T?

早在
!"''

年就有研究发现
ATX,T

有良好的灵

敏度
%(MQ?

和较高的
SR*%#(Q?

!可预测功能下降!包

含
@

项
%

认知障碍'自理能力'多重用药'近
#

个月内

有无摔倒!

$

个月内是否住院
?

!在癌症患者中
!'

分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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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10 2)3&+&456!"!"67&+8!#69&8$

被认为衰弱!

$:

"

# 肿瘤学家用其鉴定具有风险的衰弱

老年患者显示对
;"

岁及以上恶性肿瘤患者的功能

衰退和
2<

具有很强的预后价值!

:=

"

#

>*?*.*1./

等!

$!

"

进一步表明
,>@<>

对老年肿瘤患者的生存具有预

后价值$ 可以帮助医生在日常实践中做出更优的治

疗决策% 最新研究表明&

,>@<>

评分异常患者的
!

年

总生存
A2<B

率显著低于评分正常者
AC"8CD E1 F!8!D

&

GH"8"";B

&对老年弥漫性大
I

细胞淋巴瘤患者的
2<

具有较好的预后价值!

$$

"

% 特别强调&

,>@<>

与其他筛

查工具不同之处在于& 可在紧急情况下准确评估脆

弱性&是预测急诊手术后死亡率'发病率和住院时间

的有效工具!

$=

"

#

!"#

格罗宁根脆弱指标
JK(&)/)40) L(*/+M5 N)O/3*M&(

!

KLNB

KLN

是一种用于确定衰弱程度的筛查工具&由

:C

个项目组成&分为
=

个领域(躯体
JP

项
B

&认知
J:

项
B

&社交
J$

项
B

和心理
J!

项
B

% 得分范围
"Q:C

分&评

分
!=

分被认为存在身体' 社会或心理方面的衰弱

风险 !

$C

"

%

I*/M*(

等!

$#

"用
KLN

对老年肿瘤患者进行衰

弱筛查时&以
=

分为临界值&灵敏度为
##R

&特异度

为
F;D

) 然而将截止值降低至
!$

分时& 灵敏度为

F;!

&特异度为
;"!

% 因此&建议将
KLN

阈值降低一

个点& 即以评分
!$

分作为老年肿瘤患者的衰弱筛

查标准% 研究显示用
KLN

测量的衰弱&可独立预测

;C

岁及以上恶性肿瘤患者的死亡率!

$;

"和
#C

岁以上

实体肿瘤患者的死亡风险
ST@H!8CC

)

PC!-N

(

:8";Q

#8:"

&

GH"8"=U

!

$F

"

%

T0VW0)/'1

等!

$P

"研究纳入
!C:

例
#C

岁以上接受实体肿瘤择期手术的患者& 术前通过

KLN

测量认知功能& 结果显示
KLN

是术后谵妄的独

立危险因素%

$

小 结

上述各种筛查工具的开发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

老年人的衰弱和不良结局之间的联系% 衰弱筛查工

具对老年癌症患者进行筛查是可行的& 对特异性地

选择将从
-KX

中受益的患者是必要的&可帮助临床

医生识别需要密切监测或随访的衰弱高风险患者&

从而更有效地利用现有医疗资源% 各筛查工具在评

估的领域'完成的时间和测试的属性方面各不相同&

但哪种工具最能充分识别老年肿瘤患者的衰弱状态

仍存在不确定性%其中&在老年肿瘤患者中研究最多

的筛查工具是
K"F

和
7Y<":$

&已在该人群中得到验

证& 建议肿瘤学家考虑使用)

ZK";

是新型的衰弱筛

查工具&相关研究较少&但其构建是基于标准
-KX

所得到的大数据& 与其他筛查工具相比有着较高的

灵敏度和
9G7

%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对于老年衰弱

的筛查及干预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 可引用国外

相关衰弱筛查工具& 并结合我国的文化背景和医疗

状况& 了解肿瘤学医师在常规实践中对此类工具的

接受性& 可编制适用于我国老年肿瘤患者的衰弱筛

查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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