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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程度的手术切除联合同步放化疗已成为

标准治疗方案(但对于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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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还没有标准的

治疗方案#可以考虑手术切除'二线化疗和生物治疗

等(立体定向放射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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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主要依赖放射剂量特殊分布来达到杀

伤胶质瘤'保护正常脑组织的精确放疗手段#可以作

为复发
*QQ

的补救治疗措施#考虑到容积效应#病灶

的大小和治疗的预后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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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确定病灶大小

和治疗靶灶首先必须较精确地明确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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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

根据磁共振波谱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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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助确定病灶大小和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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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非增强及坏死组织的范围的确定优于磁

共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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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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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对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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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

者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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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定效果#现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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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本院

神经外科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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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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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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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进行回顾

分析#其中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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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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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平均年龄
NM2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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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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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Z25

%岁(

MK

例患者$

JL27a

%为胶质母细胞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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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

!52Ma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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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所有患者都接受过放疗#其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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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患者接受过替莫唑胺同步化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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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复发#病灶直径小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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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为常规定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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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和
R#)` R#+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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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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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前的卡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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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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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其中
K7

例

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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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增强扫描的基础上#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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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列$

V#%++

%进行

6*DR#+

扫描(用
'W#DbQ&

旋转式伽玛刀规划系

统进行规划和处方剂量计算(常规定位组根据
R#)

增强部分及周围短
36

'长
3!

确定肿瘤的范围和靶

灶(

R#)̀ R#+

组根据增强病灶及周围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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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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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后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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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月进行临床评估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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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随访#随访至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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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使用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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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OP")#

加权在内的
#"-'

标准评价治疗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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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无进展生存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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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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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生存率和水肿指数(

水肿指数较治疗前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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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为有脑水肿发生#并根

据水肿情况给予甘露醇和激素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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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

采用
+V++6N25

软件进行数据分

析#计量资料符合正态分布的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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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不符合正

态分布的以中位数$四分位间距%表示#比较采用
>

检

验*计数资料以频数或百分率表示#比较采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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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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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患者均按计划完成治疗#两组年龄'性别'病

理分级'

UV+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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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平均随访
6M2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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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影像学随访#平均随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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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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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5

%次(影像学检查
M

例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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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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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情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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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

!!2!a

%病情发展(无进展生存期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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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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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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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患者术后脑水肿#使用了甘露醇和

激素(与常规定位组比较#

R#)̀ R#+

组边缘剂量

明显增加#靶灶平均直径更小#无进展生存期更长#

6

年生存率更高#而脑水肿发生情况明显下降#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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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定位方式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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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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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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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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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缘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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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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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

6L2M7c!275 6K2NZc!265 Ẑ2Z!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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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进展生存期$

Fc"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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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6J 6!276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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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Q

复发常发生在初次放射野内#对于体积较

小的复发灶#再次放疗'手术'药物治疗的效果并不确

切!

M

"

#

+#+

定位准确'治疗简便'并发症少#可以作为

复发
*QQ

患者的补救治疗手段(但由于胶质瘤的生

长特性以及手术'放化疗的影响#根据
R#)

平扫和增

强扫描#病灶大小范围往往难以精确判定#如何选择

合适患者'治疗靶灶如何确定#都面临极大困难#成为

影响
+#+

临床应用的重要因素!

N

"

(

临床主要通过
R#)

平扫'增强扫描#短
36

'长
3!

确定脑胶质瘤的范围#即使在
R#)

影像上似有清晰

边界#但多数情况下由于肿瘤侵袭的自然特性#胶质

瘤的范围也并非肿瘤的实际范围(立体定向活检虽

是可靠的鉴别方法#但却因有创操作而引发其他并发

症可能(

OP")#

'

R#+

'正电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显像

$

V%3DS3

%'灌注成像等在脑胶质瘤范围确定中的价

值越来越受到重视(

R#+

是在
R#)

技术基础上发

展起来的#简便易行#一次扫描就可无创性获得肿瘤

代谢的信息#并进行定量或半定量分析#且代谢能真

实反映生理病理变化(研究显示#胶质瘤有其特定的

代谢特征&细胞膜磷脂代谢成分胆碱$

S4<

%上升#神经

元内代谢物
-D

乙酰天门冬氨酸$

-""

%下降#

S4<

)

-""

比值明显升高!

7

"

(

影响
+#+

的效果很重要一点是瘤体直径不能太

大#一般认为不超过
KBE

#受周围重要组织耐受剂量

的限制#回顾性研究表明#对于
+#+

#较小的病灶更有

效#毒性风险也更低!

J

"

(

R#)

异常
3!

区域比
R#+

显示的代谢异常区域大#但又不能完全覆盖代谢异常

区#目前的研究发现
R#+

预测
*QQ

的灵敏度和特

异度较
3!

明显升高!

Z

"

(利用
R#+

辅助判断病灶的

范围更加精确#能够将病变真实范围较大$直径大于
K

BE

%'可能不适合行
+#+

的患者排除在外(同时#明

显缩小了治疗范围#不增加脑水肿的风险和程度#有

利于发挥
+#+

定位精确'而靶区外放射剂量下降锐利

的特点#使边缘剂量显著增加#提高了肿瘤生长控制

率#延长了生存期(

总之#本研究显示根据
R#)̀ R#+

较单一
R#)

常规辅助确定病变范围和靶灶定位#选择肿瘤范围相

对较小的
*QQ

复发患者#不能耐受手术及拒绝外科

手术的患者#应用
+#+

疗效显著#能有效延长无进展

生存期#提高
6

年生存率#且并发症更少(本研究结

果为
R#)̀ R#+

引入
*QQ

的
+#+

提供了初步依

据(由于是回顾性研究#病例同时接受的化疗'生物

治疗等不尽相同#所获结果可能存在一定的偏差#有

待大样本量'前瞻性'长期随访的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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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了随机分组的方法!

65D66

"

#所有研究均未采用分配

隐藏#均未使用盲法*同时#由于本研究所纳入的文献

数量较少#大多数研究未对慢性荨麻疹患者进行中医

辨证分型#无法根据不同的中医辨证分型进行分析#

而且多数试验的设计不严谨#对系统评价的推荐等级

和证据强度有很大的影响(

综上所述#玉屏风散联合抗组胺药治疗慢性荨麻

疹有较好的临床疗效#相对于单用抗组胺药#联合玉

屏风散能显著降低荨麻疹的再次复发#且安全性好#

不良反应少#可为后续的临床研究提供参考(但由于

本次纳入研究的文献质量较低#将来仍需要高质量'

大样本'多中心的随机双盲试验研究的证据支持(

参考文献

!

6

"

R+Q%+#

#

P%%&P

#

"$'-Q,

#

./012#<1.<CX:10;/:=.:=

/4.E0=0

@

.E.=/<C011.8

@

:B84:=:/:;0=?H8/:B08:0

&

0=";:0D

V0B:C:BB<=;.=;H;;/0/.E.=/

!

,

"

2";:0V0B"11.8

@F

#

!567

#

7

$

6

%&

N7D772

!

!

"

Q")QV

#

'P'-"R

#

RW'(P%,"#"(W&

#

./012%

G

:?.D

E:<1<

@F

<CH8/:B08:0:=+

G

0:=

!

,

"

2,)=9.;/:

@

"11.8

@

<1S1:=

)EEH=<1

#

!55M

#

6M

$

K

%&

!6MD!!52

!

K

"

U'(%PR R

#

R%UU%+,#

#

$'++WY3VR

#

./012-0/D

H801B<H8;.<C

G

4

F

;:B010=?B48<=:BH8/:B08:00=?0=

@

:<.?.D

E0:=!!5

G

0/:.=/;

!

,

"

2,"E"B0?&.8E0/<1

#

!556

#

MN

$

K

%&

KZJDKL62

!

M

"

$")"#&)-))

#

Q)"#&)-)"

#

V"+gW"P)R

#

./012gH01D

:/

F

<CP:C.0=?

G

0/:.=/;\;0/:;C0B/:<=:=B48<=:BH8/:B08:0

0=?8.;

G

:80/<8

F

011.8

@F

!

,

"

2"11.8

@F

#

!55K

#

NZ

$

J

%&

7!6D7!K2

!

N

"

(W$%#$)%# 3

#

"+%#' #

#

$)-&+P%eD,%-+%- S

#

./

012%""S)

)

Q"

$

!

%

P%-

)

%&O

)

>"'

@

H:?.1:=.

&

?.C:=:/:<=

#

B10;;:C:B0/:<=0=??:0

@

=<;:;<CH8/:B08:0

!

,

"

2"11.8

@F

#

!55L

#

7M

$

65

%&

6M6JD6M!72

!

7

" 李广瑞
2

慢性荨麻疹的中医治疗对策!

,

"

2

中国中西医结

合皮肤性病学杂志#

!55L

#

Z

$

N

%&

K!NDK!72

!

J

" 赵明月
2

依巴斯汀与玉屏风散加味治疗慢性荨麻疹
MM

例

的临床效果探析!

,

"

2

世界最新医学信息文摘#

!567

$

LM

%&

6J6D6J62

!

Z

" 范宏生
2

地氯雷他定联合玉屏风散加味方治疗慢性荨麻

疹患者的疗效观察!

,

"

2

中国民康医学#

!56N

$

7

%&

L5

#

65K2

!

L

" 傅长英
2

氯雷他定联合玉屏风散加味治疗慢性荨麻疹
N5

例临床观察!

,

"

2

亚太传统医药#

!56M

#

65

$

!K

%&

65ZD65L2

!

65

"王晓娟
2

玉屏风散加味联合盐酸依匹斯汀片治疗气血两

虚证慢性荨麻疹的临床疗效观察!

&

"

2

成都&成都中医药

大学#

!56M2

!

66

"马晓敏#李河山
2

咪唑斯汀联合玉屏风散治疗慢性荨麻疹

的疗效观察!

,

"

2

医学研究与教育#

!56K

$

7

%&

NZD75

#

7M2

!

6!

"谢水根#王尚昆#吴永生
2

氯雷他定联合玉屏风散加味治

疗慢性荨麻疹临床疗效观察!

,

"

2

中西医结合研究#

!566

#

K

$

7

%&

!ZZD!L52

!

6K

"郑华生#林#蔡銮端
2

玉屏风散加味联合左西替利嗪治

疗慢性荨麻疹及对患者血清
)

@

%

和
%SV

的影响!

,

"

2

中

国医药指南#

!566

#

L

$

!5

%&

6L7D6LJ2

!

6M

"谢世松
2

加味玉屏风散合左西替利嗪治疗慢性荨麻疹疗

效观察!

,

"

2

广西中医学院学报#

!566

#

6M

$

!

%&

KMDKN2

!

6N

"卢晓燕#甘才斌#刘红艳
2

加减玉屏风散联合盐酸左旋西

替利嗪治疗慢性荨麻疹
JM

例!

,

"

2

吉林医学#

!565

#

K6

$

Z

%&

65M6D65M!2

!

67

"殷发
2

玉屏风散联合咪唑斯汀治疗慢性荨麻疹的临床疗

效观察!

,

"

2

辽宁中医药大学学报#

!55J

#

L

$

7

%&

6M52

$收稿日期&

!56JD6!D67

!

修回日期&

!56ZD5!D5J

%

$上接第
6JNJ

页%

!!

引导辅助伽玛刀治疗
!5

例脑胶质瘤的初步观察!

,

"

2

第

三军医大学学报#

!56!

#

KM

$

6Z

%&

6ZZ6D6ZZK2

!

K

"

-"++%#)R

#

Q"*#"R"-'e+

#

-%33',V

#

./012%D

901H0/:<=<C

G

;.H?<

G

8<

@

8.;;:<=:=

G

0/:.=/;T:/4

@

1:<X10;/<D

E0EH1/:C<8E.H;:=

@

?

F

=0E:BE0

@

=./:B8.;<=0=B.:E0

@

:=

@

T:/4C.8HE<]

F

/<1B011;#"-'B8:/.8:0:=/<

f

H.;/:<=

!

,

"

2

-.H8<'=B<1

#

!56M

#

67

$

Z

%&

66M7D66NM2

!

M

"

V"PR%#,&

#

+)QP)-,

#

Y"R'"* U

#

./012#.D8.;.BD

/:<=C<88.BH88.=/4:

@

4D

@

80?.

@

1:<E0:=/4.;.//:=

@

<C8.D

:880?:0/:<=

&

E<8.:;=</01T0

F

;X.//.8

!

,

"

2,-.H8<<=B<1

#

!56N

#

6!M

$

!

%&

6DJ2

!

N

"

-QWY%- RP

#

>)PP'>+$

#

U*"-#

#

./01234.

G

<D

/.=/:018<1.<CE0

@

=./:B8.;<=0=B.;

G

.B/8<;B<

GF

:=:E0

@

.D

@

H:?.?80?:</4.80

GF

!

,

"

2O8<=/'=B<1

#

!56M

#

M

$

M

%&

L62

!

7

"

S'PP%3+

#

e"P"$P%+

#

S'-+3"-+,R

#

./012

!$

6Z

%

O

"

DC1H<8<DPD/4

F

E:?:=.V%30=?0?90=B.?R#)C<8

G

8.<

G

D

.80/:9.

@

80?:=

@

<C

@

1:<E0;

!

,

"

2-.H8<:E0

@

.S1:=

#

!56N

#

Z

$

S

%&

MMZDMNM2

!

J

"

R"#3h-%(S"##)PP' R

#

3'e"#R"#3h-)

#

(W#)3"D

*%##%#" R

#

./012+0190

@

.80?:<;H8

@

.8

F

C<8;.1.B/.?

G

0D

/:.=/;T:/48.BH88.=/E01:

@

=0=/

@

1:<E0;

!

,

"

2$:<#.;)=/.8

#

!56M

#

!56M

$

Z

%&

7NJLNK2

!

Z

"

&)S"

#

+S"#"$)-'3

#

3#',+)O

#

./012#.BH88.=/

@

1:<D

X10;/<E0EH1/:C<8E.9.8;H;80?:0/:<=:=

_

H8

F

&

0EH1/:

G

080D

E./8:BKD3R#0

GG

8<0B4

!

,

"

2#0?:<1R.?

#

!56M

#

66L

$

Z

%&

767D7!M2

$收稿日期&

!56JD65D67

!

修回日期&

!56JD6!D!J

%

!7J6

重庆医学
!56Z

年
N

月第
MJ

卷第
6K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