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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腺癌是全球女性最常见的恶性肿瘤*虽然乳腺癌好发

于
0%

岁左右#但仍有一部分患者非常年轻#诊断时年龄小于

'2

岁#甚至小于
'%

岁*有研究表明#在发达国家
$%Y

的乳腺

癌患者诊断时小于
0%

岁#而在发展中国家这个比例高达

12Y

'

$

(

*我国乳腺癌高发年龄较西方国家年轻#发病年龄小于

02

岁的乳腺癌病例约占
1-&'Y

'

1

(

#故年轻乳腺癌患者的比例

//)1

重庆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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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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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
$(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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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吴阶平横向基金资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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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王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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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理实验师#本科#主要从事乳腺癌的病理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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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更高*虽然以前不少研究认为年轻乳腺癌患者预后较差#

但是随着近
$%

年乳腺癌诊治水平的提高#这部分患者的预后

已经得到了明显的改善*

如今#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第一胎生育的时间不断推后*

在德国#平均初产年龄为
1(&/

岁#澳大利亚的调查也显示其

1%$%

年的平均初产年龄为
1/&(

岁#生育高峰在
$(((

年为

12

%

1(

岁#

1%%%

年为
'%

%

'0

岁#而到
1%%'

年推迟到
'2

%

'(

岁'

'

(

*我国城市人口初产的年龄也逐渐推后*因此不少年轻

乳腺癌患者患病时还未生育*对于这部分未生育的乳腺癌患

者来说#乳腺癌治疗后妊娠对患者本人及其家庭都是非常重要

的问题*但由于以前对这方面的报道及关注较少#不少指南也

没有关于乳腺癌治疗后妊娠的明确说明*因此全面的认识乳

腺癌治疗后妊娠的问题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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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腺癌患者对妊娠的需要

!!

由于年轻乳腺癌患者预后相对较差#以及对怀孕可能会增

加乳腺癌复发的担心#传统观念认为怀孕和治疗肿瘤比微不足

道#乳腺癌患者对妊娠的关心也很低*但
[N,R

等'

0

(调查了

2--

例#诊断乳腺癌后
$1

个月小于
2%

岁的患者#其中
2Y

的患

者成功生育#

$$Y

想要小孩#

$1Y

正为怀孕进行治疗#

-Y

试着

怀孕#

$-Y

想生
1

胎以上*

4NGIG#!

;

H

等'

2

(回顾了一个专门针

对年轻乳腺癌患者的网络登记的数据库的资料'

b"Q,

;

5QG.

M#MN>?"N>#I#",

$

b5?

&#

TTT&

S

"Q,

;

+QGM#MN>&"G

;

(#一共纳入了

)2-

例患者#

2)Y

的患者在诊断乳腺癌时#想要
$

个或更多孩

子#而
-'Y

的患者表示对她来说生育能力是重要的*而且诊

断乳腺癌时越年轻#受教育越高#未婚#全职工作#保乳的患者

对以后妊娠的需求更高*甚至
?N<

L

.5"GGH>>

等'

)

(研究也提示#

生育能力的下降会严重影响患者年轻患者的心理健康*

所以#年轻患者#特别是没有小孩的患者对妊娠是非常关

心#也是很想要生育小孩的*不少研究显示#很多患者认为其

乳腺癌诊断后#在治疗前医生并没有仔细的同患者讨论生育的

问题#都是后来有了配偶后才发现不能怀孕了*

WQOO

S

等'

-

(研

究也发现#如果和患者讨论时#只问!你是否还要小孩#或者你

是否有个完整的家庭#往往不能引起患者对不孕和绝经这个后

遗症的重视*同时#有研究发现在诊断后就讨论生育的问题#

而不是在辅助治疗前讨论#效果更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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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腺癌患者妊娠对乳腺癌预后的影响

!!

由于乳腺癌是一种激素相关的癌症#而怀孕时体内雌激素

和孕激素水平都大大升高#很多患者甚至医生都认为乳腺癌的

患者#特别是
3Q<#,N7

或
:

型的患者#如果怀孕会增加复发

或转移的风险*因此#以往乳腺癌患者大都被认为不应该怀

孕#甚至在发生怀孕的患者中#高达
'%Y

的流产是由医生建

议的'

/

(

*

7R#<

等'

(

(

BHIN

分析纳入了
$0

个研究#总共
$100

例乳腺

癌后继发妊娠患者#其结果显示乳腺癌治疗后妊娠不影响总生

存率*比利时的
7R#<

等'

$$

(将欧洲
2

个医院的
'''

例乳腺癌

后继发妊娠的患者按
$^'

的比例同未怀孕患者进行配对分

析#也发现同非怀孕患者相比怀孕不会影响乳腺癌的预后*

而
BQH>>HG

等'

$$

(使用美国国家癌症中心$

5KK6

&项目的

数据#回顾性分析了
0'/

名小于
02

岁的乳腺癌后妊娠的患者#

发现死亡风险在
$%

个月后分娩的患者都有降低#只在大于
'2

岁#且诊断
$%

个月内分娩的患者$其实这类患者是诊断时就已

经怀孕了&中死亡风险有所增加*

FMH+

等'

$1

(也回顾分析了

$(/1

%

1%%'

年西澳大利亚诊断的
$1'

例乳腺癌后继发妊娠患

者#发现诊断后
10

个月怀孕的患者可以改善总生存率$

Z6j

%&0/

&*丹麦的一项回顾性研究发现#与
(/)2

例术后无妊娠

患者相比#

$((

例乳腺癌术后足月分娩的患者的死亡相对危险

度有显著降低$

LLj%&-'

&

'

$'

(

*

因此#虽然由于如今的文献患者例数较少#也没有前瞻性

的文章#关于乳腺癌后妊娠是否对乳腺癌有保护作用仍然存在

争议#但大多数研究至少证明了乳腺癌后妊娠对乳腺癌的预后

没有有害的影响*其原因可能是高雌激素水平加速了癌细胞

的凋亡#也可能是胎儿和乳腺癌抗原有一定的相似性#因此怀

孕引起母亲免疫增强#从而杀伤了乳腺癌细胞*尽管早在

$(00

年就提出了+健康妈妈效应,这个概念#认为愿意怀孕的

都是预后较好的乳腺癌患者#所以这种偏倚影响了乳腺癌后妊

娠研究结果的可靠性*但如今不少研究都进行了严格的配对#

尽量减少了这种偏倚的影响*因此#可以认为乳腺癌治疗后妊

娠对患者来说是相对比较安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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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乳腺癌治疗对妊娠的影响

!!

如今包含手术)化疗)内分泌治疗和放疗等多种方法的综

合治疗是乳腺癌最有效的治疗方法*对于有生育需求的患者

来说#以上治疗手段是否影响生育能力#及是否对胎儿有影响#

是应非常关心的问题*有研究表明#在对治疗方案产生质疑的

患者中#有
''Y

是由于关心自身的生育能力而引起的'

2

(

*

A&?

!

手术对妊娠的影响
!

现有关于乳腺癌手术对怀孕能力影

响的研究很少#而且大多认为手术不会影响生育#只会对哺乳

能力产生一定的影响*美国国立综合癌症网络$

C??C

&指南

认为#保乳患者可以哺乳#但乳汁的量和营养成分可能有所下

降'

$0

(

*有的学者更是认为#其实保乳联合放疗后患侧乳房能

哺乳的概率是非常低的*总的来说#乳腺癌术后哺乳既不影响

患者的预后#也不会增加后代癌症的发病率*

A&@

!

化疗对妊娠的影响
!

化疗是乳腺癌治疗中非常重要#也

是非常有效的一种治疗手段#但是其对患者生育的影响也是非

常明显的*化疗不但影响患者的卵巢功能#导致怀孕能力降

低#而且可能会对胎儿有一定的影响*

现有的研究提示#许多化疗药物会影响卵泡的成熟#导致

闭经#从而引起患者不孕*目前比较公认的是烷化剂对卵巢的

损伤最为显著#而蒽环类药物或抗代谢类药物的损伤相对较

小*有研究表明#对于小于
0%

岁的患者#

?BE

方案化疗后#

1$Y

%

-$Y

的患者会发生闭经#而大于
0%

岁患者的闭经比例

高达
0%Y

%

$%%Y

'

$2

(

*有研究显示#

7?

方案导致的闭经比例

只有
'0Y

*有关紫杉类药物对卵巢功能的研究很少#其对怀

孕的影响尚不清楚'

$)

(

*

化疗在早期妊娠的
'

个月内使用会增加胎儿发生畸形的

概率#而
'

个月以后使用是比较安全的*

7<N,I

等'

$-

(的研究

回顾了
1%%

名怀孕
)

个月后使用化疗的乳腺癌患者#没有发现

早产)畸形的概率升高*因此#对于有生育需要的乳腺癌患者#

选择化疗时应使用对生育能力影响较小的药物#并且注意不要

在妊娠前
'

个月使用*

A&A

!

内分泌治疗对妊娠的影响
!

他莫昔芬$

IN<"U#OH,

#

@7B

&

最早在
$())

年于英国被用于避孕#后来又用于促进排卵#直到

$(-)

年才发现可以用于治疗乳腺癌*有研究提示
@7B

在使

用的最开始
$

%

1

年内#会导致月经次数减少
$2Y

左右*同时

由于
@7B

的化学结构类似于己烯雌酚#在动物实验有致畸作

用*有研究报道了
0

例患者#均由于怀孕前
'

个月使用
@7B

而导致胎儿发生了头面部畸形*但也有研究表明短期内使用

@7B

不会影响胎儿发育#反而可以促进排卵*因此关于内分

泌治疗$主要是
@7B

&是否对患者妊娠有影响尚存在争议*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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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由于内分泌治疗需要
2

年#其时间太长#不少患者完成治

疗后已到了自然绝经的年龄#失去了怀孕的机会*因此#大多

数患者决定要怀孕后#其实都自行停止了内分泌治疗*

A&B

!

其他治疗手段对妊娠的影响
!

对于腋窝淋巴结有转移#

或者保乳的患者#术后的放疗是必不可少的*有的学者认为放

疗会引起胎儿先天畸形#所以建议怀孕
1%

周或者分娩后再使

用*但大多数研究认为放疗对乳腺癌治疗后妊娠的影响比化

疗小#主要是影响保乳患者的哺乳能力#而不会增加下一代的

畸形或者其他先天性疾病的发生率*因此放疗后怀孕应该是

比较安全的*

赫赛汀对
ZK61=

患者的治疗效果已经得到公认#在年轻

乳腺癌患者中#由于
ZK61=

的比例较高#赫赛汀的使用也较

多*现有关于赫赛汀对其治疗后妊娠的研究较少#但大多数研

究认为赫赛汀的影响较小*

7R#<

等'

$/

(的研究#回顾分析了
-%

例赫赛汀治疗后怀孕的乳腺癌患者#其结果认为赫赛汀不会对

其治疗后的妊娠产生影响*有研究推测#由于赫赛汀是大分

子#需要特殊转运机制通过胎盘屏障#而在怀孕早期这种转运

能力较差#因此对胎儿影响较小*

虽然#大多数治疗对治疗完成后患者的妊娠影响都较小#

但需要注意的是
C??C

指南已明确指出#在化疗)放疗和内分

泌治疗期间#患者应该避免怀孕'

$0

(

*

B

!

妊娠同乳腺癌相关治疗的间隔时间

!!

乳腺癌相关治疗结束后多久患者开始妊娠比较安全#也是

有生育需要的乳腺癌患者非常关心的问题*由于担心治疗药

物的不良反应对下一代的影响#以及
1

年是乳腺癌复发)转移

的高峰期#如果怀孕可能会影响对复发转移病灶的早期发现及

治疗#因此不少医生建议乳腺癌治疗结束
1

年后才开始怀孕*

西澳大利亚的研究也显示#诊断乳腺癌
10

个月以后怀孕的患

者具有较好的总生存率'

$'

(

*但
7R#<

等'

$%

(的
BHIN

分析显示#

在乳腺癌诊断后
)

%

10

个月内怀孕同
10

个月后怀孕的患者进

行比较#生存没有区别*由于卵泡的成熟大约需要
)

个月#所

以最好在化疗完成后
)

个月以后开始怀孕#以减轻化疗药物的

影响*有作者回顾分析了
2/

名化疗后乳腺癌患者#发现化疗

后
$

年内怀孕的患者发生早产)死产)低体质量儿的概率增加#

作者推测可能是由于化疗导致卵泡成熟受影响#黄体分泌不

足#引起了母体早期内分泌失调所致#但畸形发生率没有增加*

而对于
3<#,N>7

或
:

型的患者#由于内分泌治疗能明显提高

患者预后#故一般建议
2

年后#也就是内分泌治疗结束后再考

虑怀孕*但是对于大多数患者来说#

2

年的时间太长#很多患

者
2

年后其卵巢功能已经下降#失去了怀孕的机会*因此#关

于乳腺癌治疗结束后多久怀孕更好还存在争议#但总的来说#

)

%

$1

个月后怀孕是比较安全的*

E

!

总
!!

结

!!

综上所述#乳腺癌治疗后的患者可以怀孕#怀孕对其乳腺

癌的复发和转移无有害的影响#对于这部分有生育需求的乳腺

癌患者#应该在诊断后尽早同患者充分沟通有关治疗对患者生

育能力影响的问题*化疗对患者生育能力及下一代的影响相

对较大#在方案选择时应尽量选择影响较小的药物*乳腺癌治

疗半年后患者怀孕是比较安全的#但大多数文献还是建议
$

年

后再开始怀孕*由于有关乳腺癌后妊娠的研究少#样本量小#

很难进行前瞻性随机对照试验#因此没有具有很强说服力的文

献报道#很多问题都不是很清楚#存在争论#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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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肌梗死患者延续性护理的研究进展"

徐勤勤$

!单伟超1

!闫宏伟1

!金大鹏1

!李舒承1综述!单伟颖'

#审校

"

$&

承德医学院护理学院!河北承德
%)-%%%

#

1&

承德医学院附属医院心脏内科!河北承德
%)-%%%

#

'&

承德医学院护理学院!河北承德
%)-%%%

$

!!

"关键词#

!

心肌梗死#延续性护理#干预性研究

"中图分类号#

!

60-'&2

"文献标识码#

!

7

"文章编号#

!

$)-$./'0/

"

1%$2

$

$(.1)($.%'

!!

1%$'

年
/

月#国家心血管病中心发布的-中国心血管病报

告
1%$1

.中指出!我国心血管病现患人数为
1&(

亿#估计每年

约有
'2%

万人死于心血管病#居各种疾病之首#并且预测#中国

心血管病死亡率将高于日本和欧美等发达国家*而急性心肌

梗死是临床常见的心血管疾病之一#近年来发病率呈明显的上

升趋势#已成为导致心血管疾病患者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

$

(

*

关于心肌梗死患者延续性护理研究国外相对成熟#而国内还处

于起步阶段#目前国内大多数研究是心肌梗死患者的住院治疗

与护理#出院后仍会有不同程度的健康问题#出院后护理已经

引起了相关专家和学者的关注#成为当前临床亟待解决的关键

问题*为此#本文主要就对国内)外心肌梗死患者延续性护理

进行综述#以期为后续研究提供依据*

?

!

延续性护理的概念

!!

1%

世纪
/%

年代#美国老年慢性病患者不断增多#相应的

医疗负担和医疗费用呈现高速增长#为此#政府决策者和相关

机构开始对出院后健康服务进行改革*

$(/(

年#美国宾夕法

尼亚护理学院
CN

S

>"G

等'

1

(在老年患者出院计划的基础上首次

提出延续性护理#将延续性护理总结为适应的出院规划和家庭

后续方案#通过提高患者及其照顾者的照护能力#达到改善生

存质量)提高患者满意度以及降低再住院率的目的*

1%%0

年#

美国科罗拉多大学
.

丹佛分院医学院对老年患者护理干预研究

项目中提出延续性护理#代表人物
?">H<N,

等'

'

(认为!延续性

护理旨在设计一系列护理活动#以确保患者在不同地点#或在

同一地点所接受不同层次的健康服务具有协调性和延续性*

1%%1

年#我国香港理工大学黄金月教授将延续性护理引入国

内#并提出了+

0?

,模型'

0

(

#即是全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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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目前我国相关疾病延续性护理的研究者普遍认同美

国老年病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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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的概念!延续

性护理是设计一系列护理活动#以确保患者在不同的健康照顾

场所和机构之间转移时所接受的健康服务具有协调性和连续

性#预防或减少高危患者健康状况的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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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相关机构

和学者还未提出心肌梗死患者延续性护理的明确定义#但在不

同学者对延续性护理的概念基础之上#并通过国内外心肌梗死

患者延续性护理的开展#多数研究者随访时间在出院转至家庭

)

个月以内进行随访研究#并且通过临床调查得知#出院后
)

个月以内这段时间是心肌梗死患者康复的关键时期#并且这段

时间心肌梗死患者急需医护人员给予干预和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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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此#结合大量文献和临床调查#笔者认为心肌梗死患者延续性

护理选择从出院转至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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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月以内这段时间需要给予更多

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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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足够专业的执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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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续性护理的执行者工作贯穿

于患者住院期间)医院到家庭的过渡以及患者在家中的康复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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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任#高级实践护士是指研究生学

历的专科护士*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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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随机对照试

验#证实了高级实践护士执行的效果#并且提出高级实践护士

必须有深入的临床知识和专科执业的标志#系统和深入的了

解#运用人际沟通技巧#并要有足够的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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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者进行队伍扩充#即由经过标准化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培训

后的高级实践护士的一个多学科健康护理团队$包括经过认证

的心脏病专家)药剂师)营养学家)社会工作者)物理治疗师&共

同制订和执行的*有报道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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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人员在病区工作量比较

大#很难抽出上班时间对患者进行随访#即使随访#往往由于时

间紧迫#并不能达到详细讲解的效果#且易造成护士身心劳累*

而在国外和中国香港地区的模式#已设立延续护理服务部#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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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尝试设立延续护理服务部专职护理人员#利用专职

护理人员实施延续护理服务*因此#执行者在整个延续性服务

中起到重要作用#但目前心肌梗死患者实施延续性护理没有明

确的执行者#所以选择全面和规范的执行者很值得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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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严格的随访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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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肌梗死患者实施延续性护理通

过家庭)电话以及网络等随访方式#在患者出院后有计划的与

患者进行联系#多数是运用家庭访视和电话随访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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