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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后预后
良好#但仍需要大规模前瞻性研究来进一步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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姑息治疗的目的是缓解症状! 而积极挽救性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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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回顾性分析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

属第九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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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的临床数据和生存结果! 旨在为临床医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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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

基本资料

回顾性分析
!R#U

年
#

月至
!R#P

年
#

月宫颈癌

患者
##U#

例的临床资料!排除未接受治疗&合并其

他肿瘤或临床病理学资料不完整的患者! 共
#WX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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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HZ2 !F7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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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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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良反应

接受
@AB

治疗相关的不良反应发生率

和死亡率相对较低# 严重消化道毒性!包括

肠穿孔$出血$吞咽困难$瘘管和肠梗阻"的

发生率为
GP779H"

!

B*L+0 N

"# 大多数患者

!

OMQ

%

7H"R#NI

"死亡原因与疾病进展有关%

共
I

例患者死亡与
@AB

有关% 其中放疗相

关死亡
H

例%辅助化疗导致感染死亡
!

例%

#

例与盆

腔脏器清除术有关#

H

讨 论

本研究显示% 单纯远处淋巴结或单纯肺实质转

移!

E2!@

组"比其他组转移复发患者拥有更长的总

生存期# 长期以来的观点认为远处转移的患者均预

后较差 &

I

'

%大部分远处转移的患者常选择接受系统

化疗或参加临床试验% 仅少数严格选择的远处转移

患者接受
@AB

治疗&

N

%

#F

'

# 一些国内外临床研究的患

者选择标准并不明确% 因此可能会排除一些受益于

@AB

治疗的患者#本研究显示%远处复发的宫颈癌患

者对
@AB

治疗的反应不尽相同%不同部位复发的宫

颈癌患者对
@AB

治疗结果不同#

本 研 究 中 %

E2!@

组 患 者 占 总 研 究 患 者 约

HN9$Q

%

F

年
2A!

率为
NG9#Q

% 与中央型复发患者类

似!

F

年
2A!

率为
HO9FQ

"#

E2!@

组患者的比例可影

响临床研究中复发宫颈癌患者的生存统计结果# 前

期放疗后再复发盆腔肿瘤是系统化疗的不良预后指

标&

#N

%

#I

'

# 其他解剖学因素如肿瘤部位$大小和远处转

移数量均可影响
@AB

治疗的效果&

F

%

#$

'

# 本研究发现

E2!@

组患者接受
@AB

治疗的比例最高% 且有较好

的预后% 表明远处转移部位在复发宫颈癌患者治疗

中具有重要作用#

在远处淋巴结转移中% 主动脉旁淋巴结转移提

示原发宫颈癌和复发宫颈癌患者对
@AB

治疗良好

反应&

$

%

#O

'

# 而主动脉旁淋巴结的局部治疗通常无效%

因此主动脉旁淋巴结转移被认为是全身性疾病# 然

而%近期发展起来的成熟放疗技术%如
AJ;B

提高剂

量放疗% 主动脉旁淋巴结复发的宫颈癌患者的生存

率可达
FGQ

&

F

%

#O

'

# 尽管转移至锁骨上淋巴结或纵膈

淋巴结被认为是肿瘤播散引起% 但这些肿瘤通常对

放疗也有反应%且有良好预后# 一些研究显示%合并

或不合并主动脉旁淋巴结的锁骨上淋巴结复发患者

接受单纯放疗或联合化疗的
F

年生存率为
!GQP

HGQ

%表明一些远处淋巴结复发的患者!包括
A-S:1

和
>@S:1

"应该可以接受局部区域疾病的局部放疗&

N

'

#

本研究显示远处淋巴结转移患者接受放疗后辅助化

疗的
F

年
2A!

率达
NG9#Q

左右%与以上研究相符&

#N

'

#

单纯肺实质转移患者同样适合
@AB

治疗# 复发

宫颈癌患者接受肺转移灶切除手术$ 并辅以化疗$

F

年生存率达
NIQ

&

##

'

# 另有研究报道%多发肺转移患

者接受转移灶切除术有效率大于
FGQ

&

#!

'

# 尽管以上

均为回顾性研究% 但表明肺实质转移灶切除术可以

提高复发宫颈癌患者的生存率# 本研究也发现宫颈

癌复发肺实质转移患者接受
@AB

治疗的
F

年复发

后生存率为
NGQ

左右%与前期研究相符#

综上% 本研究表明不同部位远处复发宫颈癌患

者的生存不同% 单纯远处淋巴结或单纯肺实质转移

组显示出比其他组更好的总体生存期( 也表明复发

部位可能影响
@AB

应用%是远处复发宫颈癌患者重

要的预后因素#但由于本研究为回顾性研究%仍需进

一步研究解释复发宫颈癌患者间异质性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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