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肿瘤学杂志
!"#$

年第
!%

卷第
&

期

'()*+,- (. /01+232 4+5(-(678!"9$8:(-;!%8<(;&

通讯作者!何 侠!科主任!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博士"江苏省肿瘤
医院放疗科!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百子亭

=!

号#

!#>>>?

$"

@!A,1-

%

02B1,CAD#E%;5(A

收稿日期!

!>#$F>GH>=

"修回日期!

!>9$H>EH!$

& 例头颈部鳞状细胞癌根治术后调强
放疗后局部复发模式分析
I,JJ2*+3 (. K(5,- L25)**2+52 .(* & /,323 M1J0 NO),A()3 /2-- /,*51+(A, (. P2,Q ,+Q

<25R S.J2* T2.1+1J1U2 N)*62*7 ,+Q VWLX !! "#$ #%&'!()'*

!

+,- .)'*!/)0

!

"1-2 3&'

!

)4 &56

朱焕锋!严鹏伟!宗 丹!郭业松!姜雪松!何 侠

"江苏省肿瘤医院!江苏省肿瘤防治研究所!南京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江苏

南京
!9"""?

#

头颈部鳞状细胞癌"简称头颈部鳞癌$是最常见

的头颈部肿瘤 %

9

&

!其主要治疗手段包括手术'放疗'

化疗和靶向治疗( 由于大多数头颈部鳞癌发现时已

属晚期 %

!

&

!因此需要手术和术后放化疗等的综合治

疗) 头颈部重要器官多!调强放射治疗"

VWLX

$能在

保证靶区高剂量的同时减少周围危及器官受量!因

此
VWLX

被广泛应用于头颈部鳞癌的术后放疗) 在

常规放疗时期!由于放射治疗技术相对成熟!照射范

围相对固定)

VWLX

应用临床时间较短!放疗医师对

于
VWLX

的理解与应用各不相同! 放射治疗靶区范

围不统一! 放疗后局部失败模式较常规放疗时期有

了新的变化) 本研究回顾性分析我院
!"9=Y!"9E

年

诊治的头颈部鳞癌根治术后调强放疗后局部复发患

者的临床资料!分析其复发模式)

9

资料与方法

!"!

一般资料

回顾性分析
!"9=Y!"9E

年江苏省肿瘤医院放

疗科诊治的根治术后调强放疗后局部复发的头颈部

鳞癌患者的临床资料) 我科共收治
9E%

例头颈部鳞

癌根治术后患者!其中
&

例"

=;?9Z

$调强放疗后出

现复发!其中男性
G

例!女性
%

例!年龄
=%Y&%

岁!中

位年龄
E$

岁) 所有病例放疗前按照
S'// !>#>

年

第
$

版分期标准进行分期! 均为
!

期!

X

分期均为

X

=

!

<

分期为
<

>

#

例!

<

#

%

例!

<

!C

%

例!

<

!5

#

例!无远

处转移)

!"#

治疗情况

所有患者均接受根治性手术!均为
L>

切除!术

后接受
VWLX

! 靶区
/X:

包括瘤床和相应的淋巴引

流区!放疗剂量
G>YE>[7

!中位
G=[7

) 放疗后复查

WLV

均提示病情稳定) 放疗期间'放疗后均无
"Y!

度毒副反应发生)

!

结 果

所有患者放疗前后' 复发时均行
WLV

检查!局

部复发根据
WLV

判定) 复发时间从放疗时至放疗后

##

个月!中位
##

个月)根据复发时
WLV

片并复习放

疗靶区!将复发时
WLV

与放疗前定位
/X

融合!勾画

复发病灶!如复发病灶
?GZ

以上"包括
?GZ

$体积在

摘 要!%目的& 探讨头颈部鳞癌根治术后调强放疗后局部复发的模式) %方法& 回顾性分析
!>#="!>#E

年诊治的根治术后调强放疗后局部复发的
&

例头颈部鳞癌患者的临床资料) %结
果&

&

例头颈部鳞癌患者出现局部复发!中位年龄
E$

岁!均接受根治手术及术后调强放疗!

复发时间从放疗中至放疗后
##

个月不等!复发模式
#

例为照射野内复发!

!

例为野边缘复
发!

G

例为野外复发)%结论& 对于头颈部鳞癌根治术后辅助放疗!调强放疗后局部复发多位
于照射野边缘或野外!应谨慎确定临床靶区!必要时参照常规放疗靶区)

主题词!头颈部鳞癌*根治术后*调强放疗*局部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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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U

等剂量曲线以内! 定义为野内复发!

!QU

以上

"包括
!QU

#至
PSU

以下体积在
PSU

等剂量线内!定

义为野边缘复发!

!QU

以下体积在
PSU

等剂量线外!

定义为野外复发$

%

%

& 本研究中野内复发
#

例!野边缘

复发
!

例!野外复发
S

例& 详见
:3J?+ #

&

%

讨 论

头颈部鳞癌由于生长位置特殊! 在常规放疗技

术条件下!受限于周围危及器官受量!头颈部鳞癌根

治术后放疗剂量无法提高! 同时靶区内剂量无法保

证!经常出现冷热点!因此其失败模式主要为照射野

内复发&

NK>:

作为一种新的放射治疗技术!明显提

高治疗增益比!能够提高靶区剂量!保护周围重要器

官!减少放疗后口干'吞咽困难等并发症的发生!在

提高局控的同时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C@3(4

等$

I

%报

道了
NK>:

的剂量优势!能降低口干的发生率&

V+!

A(,7

等 $

S

%的报道显示了
NK>:

对头颈部鳞癌患者吞

咽功能保护的优势且可提高局控率& 随着
NK>:

技

术的普及和推广! 越来越多的单位使用
NK>:

来治

疗恶性肿瘤& 本单位目前基本所有的头颈肿瘤患者

接受
NK>:

&

但对于头颈部鳞癌根治术后患者! 有报道称

NK>:

有增加远期局部区域复发的风险&

C@+,

等 $

O

%

的回顾性分析研究!

P"

例头颈部鳞癌患者根治性术

后行
NK>:

放疗!

R$

例患者出现复发! 其中照射野

内复发
RR

例!照射野边缘复发
O

例!包括
!

例腮腺

区复发!

!

例皮下复发!

R

例茎突后淋巴结复发&

:=!

.3L3

等$

$

%的研究也显示
R$O

例局部晚期头颈部鳞癌

行手术或根治性放疗!

!PU

患者行术后辅助放疗!均

为
NK>:

!

&

例患者出现局部复发! 且均为术后辅助

放疗患者!

&

例复发病例中
S

例在照射野内!

%

例在

边缘区& 导致头颈部鳞癌患者根治术后
NK>:

后复

发的原因可能有()

R

* 手术使正常解剖结构遭到破

坏!术后正常解剖位置发生改变!加上手术区的水肿

导致无法精确勾画放疗高危区)

C:D

*!而
NK>:

的

前提是精确勾画
C:D

!导致部分高危区游离在靶区

之外&本研究中
S

例野外复发患者!病例
%

因靶区上

界不够!未包全颞下窝!导致
O

个月后颞下窝复发侵

犯颅底! 后再予放疗+ 病例
$

放疗中复发因下界不

够!未包全淋巴引流
"/

区!导致放疗中体检发现照

射野外区域淋巴结增大!后用小野放疗补救!患者现

无瘤存活
W

病例
&

患者
C:D

未包至
#/

区!放疗后
%

月即出现
#

区淋巴结迅速增大! 予化疗后病情进展

死亡& )

!

*目前各项指南对于头颈部鳞癌
C:D

的定

义尚不明确!一般认为应包括整个瘤床!而瘤床可根

据术前影像片'体检'辅助检查以及外科医生的手术

记录综合确定& 淋巴结受累者!

C:D

主要包括同侧

的
!3

'

$

'

#

区及茎突后间隙!而茎突后间隙的上界

应至颅底&

"

'

!J

'

%

区应根据原发肿瘤予以区别对

待!口腔癌要包括
"

区!喉癌则不需要& 这些因素掺

杂在一起就导致
C:D

的不确定性& 同时手术导致淋

巴引流发生变化!淋巴结转移变得相对不可预测 $

&

%

!

本研究中病例
R

野外复发即应归于此& 所以! 应用

NK>:

时勾画靶区应谨慎! 可以参照常规放疗的范

围来确定& )

%

*部分头颈部鳞癌的恶性生物学行为!

具有较高的复发风险! 本研究中病例
I

野内复发患

者!为高剂量区复发!提示肿瘤细胞对放疗抗拒!后

予化疗等综合治疗!目前带瘤生存+病例
O

患者原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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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为左侧硬腭鳞癌! 放疗后

##

个月左下牙槽骨外侧"皮

下复发! 提示肿瘤生物学行

为的不确定性! 该患者予再

次放疗后患者目前存活# $

=

%

皮肤剂量的欠缺# 由于
>?@A

中物理计划系统的要求!放

疗剂量在近皮肤处迅速衰

减!影响了等剂量的包绕!导

致部分靶区内欠量! 本研究

中病例
!

照射野边缘复发

$

B16)*2 9C

%是由于靠近皮肤

边缘区!处于剂量衰减区!处

方剂量得不到保证# $

D

%危及

器官 限 量 的 影 响 # 病 例
D

$

B16)*2 9E

%中复发部位处于

原放疗靶区边缘部!由于靠近颌下腺的限量区!剂量

得不到保证#

综上所述!对于头颈部鳞癌根治术后患者!使用

>?@A

时应根据肿瘤的部位&结合肿瘤生物学行为!

谨慎确定
/A:

!不应一味追求减少并发症而缩小靶

区!要避免漏照&低剂量照射!才能够减少局部区域

复发风险! 在保证生活质量的同时提高局控# 但因

此类报道较少!

>?@A

是否增加放疗后局部复发风

险仍需进一步大样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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