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临床研究·

同步热放化疗治疗中晚期宫颈癌的近期疗效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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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目的　探讨同步热放化疗在Ⅱｂ～Ⅲｂ期宫颈癌治疗中的疗效及安全性。方法　选择２００５年１１月至２００７年１０月

广西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住院治疗的经病理检查确诊为Ⅱｂ～Ⅲｂ期的宫颈癌患者１１８例，随机分两组：单纯放疗组３８例，外

照射放疗采用常规分割全盆野体外照射，每天１次１．８Ｇｙ，５次／周；ＤＴ３０．６Ｇｙ后中央挡铅（４～５）ｃｍ×（１０～１１）ｃｍ，ＤＴ１４．４

Ｇｙ。外照射总量为４５～５０．４Ｇｙ。ＤＴ２７Ｇｙ时加行腔内照射，１次／周，Ａ点剂量４２～４９Ｇｙ。同步放化疗组４４例，放疗方法同

单纯放疗组，在放疗同时行化疗，每周ＤＤＰ４０ｍｇ·ｍ
－２，共６周期。热疗加同步放化疗组３６例，放化疗方法同同步放化疗组，化

疗当天同时行盆腹腔深部局部热疗，体心温度维持４１．８～４２℃，持续６０ｍｉｎ，１次／周，共４次。比较３组患者治疗近期疗效。结

果　热疗加同步放化疗组、同步放化疗组和单纯放疗组外照射４５Ｇｙ时局部肿瘤完全消退率分别为６６．７％、４０．９％和１８．４％

（犘＜０．０５）。结论　同步热放化疗治疗中晚期宫颈癌能促进局部肿瘤消退，提高完全缓解率，安全可耐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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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顺铂为基础的同步放化疗综合治疗已经成为中晚期宫

颈癌的标准化治疗模式。人们一直在探索如何更有效地提高

宫颈癌的治疗效果。现将热疗联合同步放化疗治疗Ⅱｂ～Ⅲｂ

期宫颈癌的疗效和安全性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择２００５年１１月至２００７年１０月广西医科

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住院治疗的经病理检查确诊为Ⅱｂ～Ⅲｂ期

的宫颈癌患者１１８例，随机分３组：单纯放疗组３８例，年龄

３４～７５岁，中位年龄５０岁；鳞癌３７例，腺癌０例，腺鳞癌１例，

透明细胞癌０例。外照射放疗采用常规分割全盆野体外照射，

每天１次１．８Ｇｙ，５次／周；ＤＴ３０．６Ｇｙ后中央挡铅（４～５）ｃｍ

×（１０～１１）ｃｍ，ＤＴ１４．４Ｇｙ。外照射总量为４５～５０．４Ｇｙ。

ＤＴ２７Ｇｙ时加行腔内照射，１次／周，Ａ点剂量４２～４９Ｇｙ。同

步放化疗组４４例，年龄３１～６９岁，中位年龄４９．５岁；鳞癌３７

例，腺癌５例，腺鳞癌１例，透明细胞癌１例。放疗方法同单纯

放疗组，在放疗同时行化疗，每周ＤＤＰ４０ｍｇ·ｍ
－２，共６周

期。热疗加同步放化疗组３６例，年龄２７～６９岁，中位年龄４９

岁；鳞癌３２例，腺癌３例，腺鳞癌１例，透明细胞癌０例。放化

疗方法同同步放化疗组，化疗当天同时行盆腹腔深部局部热

疗，体心温度维持４１．８～４２℃，持续６０ｍｉｎ，１次／周，共４次。

３组间年龄、病理分期及病理类型等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治疗结束后１年内，每１～２个月门诊复查１次，第２年以

６３７ 重庆医学２０１３年３月第４２卷第７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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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３组患者治疗早期的不良反应比较［狀（％）］

组别 狀 白细胞下降 恶心、呕吐 直肠反应 膀胱反应 干性皮炎

单纯放疗组 ３８ １３（３４．２） ９（２３．７） ８（２１．１） １５（３９．５） ５（１３．２）

同步放化疗组 ４４ ３５（７９．５） ２３（５２．２） １０（２２．７） ２０（４５．５） ８（１８．２）

热疗加同步放化疗组 ３６ ３０（８３．３） １８（５０．０） ９（２５．０） １８（４４．９） ６（１６．７）

　　：犘＜０．０５，与单纯放疗组比较。

图１　　３组患者累积生存率曲线图

后每２～３个月复查１次。电话随访１年２次。

１．２　治疗方法　３组患者在模拟定位机放射野。体外照射采

用８ＭＶ菲力浦ＳＬ／７５高能直线加速器治疗机。体外照射野

先采用六边形不规则野，前后野垂直轮照，当盆腔中平面剂量

达到ＤＴ３０～３６Ｇｙ时于全盆照射野中央挡铅（４～５）ｃｍ×

（１０～１１）ｃｍ，以便保护膀胱和直肠的受量。腔内照射采用

ＷＤＨＤＲ１８近距离遥控后装机，放射源采用放射性核素１９２铱

（１９２Ｉｒ），治疗计划采用放射治疗计划系统；区域深部热疗采用

ＵＨＲ２０００（湖南华源）高能聚束微波热疗仪，９１５ＭＨｚ。化疗

当天同时热疗，每次热疗６０ｍｉｎ，每周１次，共４次，于放射治

疗后１ｈ内热疗。放疗结束后１个月，按实体瘤治疗疗效评价

标准（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ｃｒｉｔｅｒｉａｉｎｓｏｌｉｄｔｕｍｏｒ，ＲＥＣＩＳＴ）评价

３组近期疗效。

１．３　统计学处理　应用ＳＰＳＳ１３．０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组间比较采用χ
２ 检验，以犘＜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３组患者不良反应、外照射４５Ｇｙ后局部肿瘤消退情况、

近期疗效、生存率见表１～３，累积生存率曲线见图１。

表２　　３组患者外照射４５Ｇｙ后局部肿瘤消退

　　　情况比较［狀（％）］

组别 狀 局部肿瘤完全消退 局部肿瘤未完全消退

单纯放疗组 ３８ ７（１８．４） ３１（８１．６）

同步放化疗组 ４４ １８（４０．９） ２６（５９．１）

热疗加同步放化疗组 ３６ ２４（６６．７） １２（３３．３）

　　：犘＜０．０５，与热疗加同步放化疗组比较。

表３　　３组患者近期疗效比较［狀（％）］

组别 狀
完全缓解

（ＣＲ）

部分缓解

（ＰＲ）

稳定

（ＳＤ）

有效

（ＣＲ＋ＰＲ）

单纯放疗组 ３８１０（２６．３） ２３（６０．５） ５（１３．２） ３３（８６．８）

同步放化疗组 ４４１９（４３．２） ２１（４７．７） ４（９．１） ４０（９０．９）

热疗加同步放化疗组 ３６２５（６９．４）　 １０（２７．８）　 １（２．８）　 ３５（９７．２）

　　：犘＜０．０５，与热疗加同步放化疗组比较。

３　讨　　论

宫颈癌同步放化疗治疗新模式已广泛应用于临床，同时，

一些新的治疗手段也在探索研究中。热疗作为肿瘤治疗的一

种方法，与放疗及化疗具有协同作用。以往的研究大多是热疗

与化疗、热疗与放疗的联合，热、放、化三联疗法的报道不多。

有资料显示，三联疗法在治疗食管癌、直肠癌中获得较好的疗

效，但关于宫颈癌的报道尚少。本研究前瞻性探讨单纯放疗、

同步放化疗、腹盆腔深部热疗联合同步放化疗治疗中晚期宫颈

癌的疗效、不良反应及安全性。结果显示，热疗加同步放化疗

组、同步放化疗组和单纯放疗组外照射４５Ｇｙ时局部肿瘤完全

消退率分别为６６．７％、４０．９％和１８．４％（犘＜０．０５）。提示在放

疗基础上增加化疗及热疗，加快了肿瘤组织消退的速度，提高

了局部肿瘤的完全缓解率。Ｔｓｕｄａ等
［１］研究结果显示，不良反

应率达９３．３％。Ｗｅｓｔｅｒｍａｎｎ等
［２］报道患者各期的不良反应

率无明显差别。本研究三联疗法的ＣＲ率与文献报道接近。

目前，热放化疗治疗中晚期宫颈癌生存时间方面的报道很

少，而热放疗治疗宫颈癌的报道较多，随访时间也较长。

Ｆｒａｎｃｋｅｎａ等
［３］报道热放疗治疗局部中晚期宫颈癌后治疗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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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随访１２年后，热放疗组比单独放疗组局部控制仍然较好

（犘＜０．０５）。１２年后生存率热放疗组比单纯放疗组仍然更好

（犘＜０．０５）。Ｈｅｈｒ等
［４］研究显示，局部晚期宫颈癌患者中３

年生存率为２７％～５１％。但有报道显示，热疗和放疗结合治

疗局部晚期宫颈癌并无益处［５］。本研究显示，１２、２４、３６个月

累积生存率单纯放疗组分别为８９％、７９％、７６％；同步放化疗

组分别为８９％、７７％、７７％；热疗加同步放化疗组分别为８９％、

８３％、７８％。单纯放疗组、同步放化疗组、热疗加同步放化疗组

３组之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其原因可能是：

放疗为中晚期宫颈癌首选及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疗效确切，在

放疗基础上追加化疗或热化疗，其疗效最好可能需较长时间才

能进一步评估。

本研究显示，３组患者早期不良反应主要为白细胞下降、

恶心、呕吐，同步放化疗组及热疗加同步放化疗组白细胞下降

较单纯放疗组发生率高（犘＜０．０５），同步放化疗组与热疗加同

步放化疗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考虑白细胞

下降、恶心、呕吐的早期不良反应主要为化疗药物引起。大部

分病例经对症支持治疗后能完成治疗。３组患者之间的直肠

反应、膀胱反应、干性皮炎的早期不良反应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犘＞０．０５）。热疗未增加放射线的不良反应
［６１０］。有研究

认为，三联疗法对于局部复发的宫颈癌是一种安全有效的治疗

方法［１，１１１５］。

在放疗的同时追加热疗及化疗有利于肿瘤消退，提高完全

缓解率，安全可行，其晚期不良反应及长期生存率尚需进一步

研究和循证医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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