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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疗改善非角化型低分化鳞状细胞癌伴局灶
神经内分泌分化!;期宫颈癌患者生存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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鳞状细胞癌占宫颈癌的
%7VW%&V

!放疗效果较

好% 我们本次案例为低分化鳞状细胞癌伴局灶神经

内分泌分化宫颈癌患者!在鳞癌的基础上!生物学特

征还表现出神经内分泌分化肿瘤的易转移& 放疗敏

感等特点% 关于此类病理类型的宫颈癌治疗方案相

关报道少见% 在此次诊疗中!结合患者病理特征&患

者耐受情况&放化疗效果&免疫治疗及抗血管生成药

物! 探讨在多脏器转移的姑息期伴局灶神经内分泌

分化的
!;

期宫颈癌患者的个体化治疗!以期为临床

治疗此类宫颈癌患者提供启示%

#

临床资料

患者!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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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绝经后因'阴道不规则流血
!

年( 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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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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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在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就

诊! 经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及云南省病理专家会诊

病理活检诊断为宫颈非角化型低分化鳞状细胞癌伴

局灶神经内分泌分化% 之后患者就诊于云南省肿瘤

医院! 入院后正电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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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灶最大位于左小脑半球!考虑患者一般情况差!为

减少损伤!保护大脑功能!行小脑放疗% 放射技术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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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小脑转移瘤大

小较前部分缩小!考虑患者耐受可!转移灶对放疗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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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出现便血!考虑放射性直肠炎!给予输血等对症支

持治疗" 患者意识逐渐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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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疗后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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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意识较前明显好

转!能正确对答!此后意识逐渐恢复!言语(思维能力

恢复如前!

HIJ

评分
KF

分% 患者治疗后逐渐出现腹

胀(腹痛!腹围增加!膈肌运动受限从而呼吸困难!皮

下转移灶红肿!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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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K

日予全肝调强适形

放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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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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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后患者腹痛腹

胀减轻!腹围缩小!颈部皮下红肿缩小且改善% 患者

长期卧床!出现胸腔积液(鲍曼不动杆菌及光滑假丝

酵母菌多重耐药菌感染! 出血不止! 伴
!

度骨髓抑

制!最终患者死于休克(消化道出血伴肺部耐药细菌

及真菌混合感染% 患者从确诊小脑转移预期生存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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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后经姑息治疗生存期最终为
$:8

个月%

!

讨 论

放疗具有杀灭局部肿瘤细胞的作用! 在宫颈癌

"N#

期患者的治疗中占有重要作用% 放疗可减小

姑息期患者的局部病灶体积! 从而缓解患者因肿瘤

占位引起的疼痛(呼吸困难(颅脑占位(肝脏占位引

起的肝功能异常( 避免皮肤因皮下病灶的体积增大

而破溃以及血管受压! 但对于姑息期患者的放疗研

究较少)

8NA

*

%

目前宫颈癌的相关指南! 包括美国国立综合癌

症网络 )

M

*

(国际妇产科联盟 )

K

*

(欧洲肿瘤内科学会 )

@

*

及中国抗癌协会妇科肿瘤专业委员会的宫颈癌诊断

与治疗指南 )

$

*均指出晚期宫颈癌的治疗以手术(局

部放疗(化疗(支持治疗为主)

LO%

*

% 在个体化治疗中!

选择放化疗(免疫治疗(抗血管生成药物的介入时机

依赖临床医师对病情的准确判断以及临床经验的积

累% 在本例报道中!我们根据患者的一般情况(治疗

效果及患者病情变化!采用放化疗(免疫治疗(抗血

管生成药物联合多程放疗对患者进行了个体化治

疗!并成功地延长患者生存时间(改善生活质量% 具

体经验如下&根据患者病情及耐受情况!明确主要病

因! 对因治疗% 患者颅内病灶开始进展时一般情况

差!无法耐受同步放化疗及全脑放疗%考虑肿瘤病理

类型为低分化鳞状细胞癌伴局灶神经内分泌分化!

既往局部病灶对放疗敏感!予小脑放疗!放疗后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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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状改善明显! 后期予维持性化疗"免疫治疗"抗血

管生成药物和对症支持治疗!根据病情逐步进展#展

现出病理类型相关的生物学特性# 根据患者治疗效

果制定个体化的治疗方案! 患者后期出现多脏器转

移#与神经内分泌分化类型的生物学特性相符#逐渐

出现化疗耐药# 此时局部放疗成为控制疾病和延长

生存期的主要有效手段!当患者出现意识模糊"皮下

包块肿大"肝功能异常后#我们逐步予大脑"皮下包

块"肝脏的局部放疗! 患者意识逐渐恢复"皮下包块

未破裂"肝功能较前改善! 姑息治疗中的其他环节#

如止痛治疗"患者及家属积极的治疗意愿"护理工作

人员的精心护理也在延长患者生存时间中起到了重

要作用#这些姑息治疗过程中的环节也应给予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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