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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

观察血清铁蛋白与高剂量少分次放疗胰腺癌患者预后的相关性$方法
!

以
$&#&

年
!

月至
$&#%

年
1

月该院

AC

例胰腺癌患者为研究对象!从一般临床资料%实验室检查%是否淋巴结转移等划分临床参数!观察其在生存时间上变化情况$

结果
!

胰腺癌放疗后生存时间以
!

)

B

个月最常见!占
C&?'$@

&胰腺癌放疗后生存时间大于或等于
B

个月影响因素有减黄术%区

域淋巴结转移%卡氏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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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大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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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初诊时体质量下降大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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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蛋白小于或等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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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蛋白大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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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临床特征患者与其不同临床特征的患者生存时间大于或等于
B

个月的例数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2

$

&?&A

#!而不同年龄%性别%病理类型的患者生存时间大于或等于
B

个月的例数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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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分析!胰腺癌放疗后生存时间与区域淋巴结转移%血清铁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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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因素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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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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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

铁蛋白治疗前检测可预测胰腺癌高剂量少分次放疗后生存时间!是一个预后重要参考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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胰腺癌在临床上恶化程度高#发展快#诊断时多数患者已

经处于晚期#其生存时间一般为
!

)

B

个月*化疗可延长部分

患者生存时间#但其不良反应严重#很多有基础疾病患者耐受

性差#临床疗效不明显#且严重影响患者生活质量*随着研究

进展#有研究提出高剂量少分次放疗可明显提高肿瘤局部控制

率#缓解患者不适症状#且不良反应少(

#

)

*但在生存时间上仍

缺乏客观衡量指标*近些年有报道称#血清铁蛋白广泛存在于

细胞'体液内#主要分布在肝脏'脾脏'骨髓内网状内皮系统#其

参与细胞代谢'增殖和免疫调控*恶性肿瘤患者具有更强的合

成铁蛋白能力#血清铁蛋白可作为胰腺癌患者预后的动态衡量

指标(

$

)

*本研究基于此#观察血清铁蛋白与胰腺癌高剂量少分

次放疗预后的相关性#为胰腺癌预后提供参考依据#现报道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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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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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资料
!

将
$&#&

年
!

月至
$&#%

年
1

月本院收治的
AC

例胰腺癌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其中男
!&

例#女
$C

例&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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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平均$

A#?%S$?'

%岁&卡氏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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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

C&

)

'B

分#平均$

C!?'S$?'

%分&自确诊以来体质量下降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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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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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

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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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部位包括胰头癌
!!

例#体尾癌
$!

例&伴

区域淋巴结转移
$#

例*均经组织病理学证实为胰腺癌#且存

在腹胀'腹痛'黄疸'消瘦等症状#糖类抗原$

3+

%

#BB

明显高于

正常值*纳入标准!患者均符合胰腺癌诊断标准&

e<"

评分在

C&

分以上&年龄在
1&

岁以下*排除标准!病情进展迅速#存在

不能控制的肠道梗阻&既往接受过局部或系统治疗者&合并其

他恶性肿瘤者&妊娠'哺乳期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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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法
!

所有患者均在放疗前
#

周空腹
#$J

后抽取静脉

血
%7)

于抗凝管中#离心半径为
#$?A-7

#转速为
%&&&/

"

7EG

#离心
A7EG

后分离血清*采用日立
'$&&

全自动生化分析

仪检测血清铁蛋白'

3+#BB

水平#铁蛋白采用乳胶比浊法进行

检测#

3+#BB

采用化学发光法进行检测#操作步骤均严格按照

试剂盒说明书进行*血清铁蛋白上限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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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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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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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上限值则为阳性*所有患者采用高剂量少

分次放疗*空腹状态下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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碘帕醇$上海博莱科信谊药业

有限责任公司#国药准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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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批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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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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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7)

#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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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行
32

定位扫描#患者取仰卧

位#双手上举#胸腹部固定#快速肘前静脉注射
!@

碘帕醇
#&&

7)

#行层厚为
%77

增强扫描#扫描范围为肝顶部至髂骨上

缘#将定位像上传至靶区勾画系统#勾画靶区后进行定义肿瘤

靶区'临床靶区'计划靶区设置#放疗剂量分别为
A&

'

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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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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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A

)

$&

次#每周
A

次*临床靶区为定义肿瘤靶区各

方向向外扩
A77

#计划靶区为定义肿瘤靶区头脚方向向外扩

#&77

#左右则为
A77

*对所有治疗患者生存时间进行统计#

观察其从放疗开始至死亡或最后随访时间#取中位生存时间*

然后对所有患者从年龄'性别'

e<"

评分'初诊时体质量下降'

原发部位'淋巴结转移'血清铁蛋白'

3+#BB

'减黄术'清蛋白

等方面设置不同临床参数#观察其在中位生存时间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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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

应用
"<""#A?&

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

学处理#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或采用
!$AB%6

精确概率计算

法#变量间相关性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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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分析进行分析#影响因素

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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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分析#检验水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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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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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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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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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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胰腺癌放疗后生存时间比较
!

胰腺癌放疗后生存时间小

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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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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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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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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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时间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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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月最常见#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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胰腺癌放疗后生存时间的影响因素比较
!

以生存时间
B

个月为准#胰腺癌放疗后生存时间大于或等于
B

个月影响因素

有减黄术'区域淋巴结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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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大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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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初诊时体质

量下降大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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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临床特征患者与其不同临床特

征的患者生存时间大于或等于
B

个月的例数比较#差异均有统

计学意义$

2

$

&?&A

%#而不同年龄'性别'病理类型的患者生存

时间大于或等于
B

个月的例数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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胰腺癌放疗后生存时间的多影响因素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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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分析#胰腺癌放疗后生存时间的影响因素有区域淋巴结转

移'血清铁蛋白'

3+#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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胰腺癌放疗后生存时间影响因素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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胰腺癌放疗后生存时间的多因素分析

指标
LQ I3;D 2 KP BA@:.

减黄术
#?!%$ &?B!A &?&C# #?#%% &?'1#

)

#?C'1

淋巴结转移
C?'#! C?$!% &?&#' %?C'# #?%C'

)

#$?AC'

e<"

评分
$?#!C &?$%' &?&C# &?BB$ &?C'$

)

#?!A'

初诊时体质量下降
#?B## &?C#% &?&'$ #?&#% &?11!

)

#?!C1

清蛋白
&?B!A &?!!% &?%AC #?&$$ &?B!A

)

#?$AC

铁蛋白
'?$%! %?A$% &?&#! A?#$# #?A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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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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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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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铁蛋白主要存在于人体肝'脾'骨髓等网状内皮系统

中*在结构上#血清铁蛋白由外壳和内核组成#可分成
P

型和

)

型#研究证实#

P

亚单位在细胞因子受体介导细胞转导和转

移上有重要作用#其直接影响铁蛋白免疫调节(

!

)

*一般情况

下#血清铁蛋白由骨髓合成血红蛋白供铁#且按机体需要向血

清中释放#而人体出现某一疾病时#血清铁蛋白就会出现异

常(

%

)

*有报道称#血清铁蛋白在携氧'

_4+

合成早期'能量传

递等生理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

A

)

*

本研究结果显示#在采用同一方案治疗后#血清铁蛋白水

平正常的胰腺癌患者在生存时间上明显高于血清铁蛋白水平

异常者#这说明血清铁蛋白水平能预测患者生存期#这和文献

(

C=1

)结论是一致的*这可能是由于铁离子在体内聚集造成活

性氧产生#进而促进氧自由基产生并活化多种酶#造成核酸'蛋

白质病变#从而引起肿瘤基因和
_4+

修复基因变#即恶性肿

瘤患者体内铁离子明显增多#促使其损伤细胞(

B

)

*

本研究结果显示#当肿瘤出现区域转移时#血清铁蛋白水

平明显增高#在生存时间上则明显下降#这说明血清铁蛋白在

胰腺癌患者中特异性较好#灵敏度高#结合文献(

#&=##

)研究结

论#通过在电镜下观察发现#乳腺癌良性患者上皮表达少#而癌

细胞上表达明显增多#这可能与聚集血清铁蛋白基质反应促使

肿瘤合成有关*另有报道称#血清铁蛋白增高率在肝癌患者中

最高#当肿瘤转移时则更高(

#$

)

*文献(

#!

)研究显示#肿瘤标志

物联合血清铁蛋白检测更能提高肿瘤疾病检出率#但对病理分

化接近正常或分化程度极低者#癌胚抗原大多为阴性#而血清

铁蛋白在早期就能检测出阳性#这说明血清铁蛋白在诊断恶性

肿瘤上灵敏度高*而胰腺癌和肝癌均为预后差的恶性实体性

肿瘤#在转移方式上有相似处*本研究结果显示#

3+#BB

%

$&&

U

"

)

时其生存时间明显下降#这提示在临床上可根据血清铁

蛋白联合
3+#BB

进行胰腺癌预后判断*但是血清铁蛋白升高

也见于感染'代谢性疾病'缺铁性贫血等疾病#故在应用于肿瘤

筛查和预后判断中#要结合肿瘤标志物进行诊断(

#%=#A

)

*

综上所述#胰腺癌患者的血清铁蛋白水平较高#区域淋巴

结转移患者增加更明显#对胰腺癌患者进行高剂量少分次放疗

后#若放疗前检测血清铁蛋白水平增高#说明预后差#若为正

常#说明病情相对稳定#预后相对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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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前列地尔对慢性心力衰竭大鼠的血流动力学及心肌胶原纤维的影响研究

曹新营!王志军!杨文琦!刁增利!刘
!

宁!邢彩耐

"华北理工大学附属医院心血管内科!河北唐山
&C!&&&

#

!!

摘
!

要"目的
!

分析前列地尔对慢性心力衰竭大鼠的血流动力学及心肌胶原纤维的影响研究$方法
!

选取清洁级的雄性健

康大鼠
%&

只!体质量为"

$#&?#S'?1

#

>

!按随机数表法随机分为假手术组%模型未治疗组%前列地尔组!每组
#$

只$通过腹主动脉

缩窄法复制大鼠心脉压力负荷超载的模型!前列地尔组腹腔注射
$?A&

'

>

)"

K

>

-

,

#前列地尔注射液!模型未治疗组与假手术组给

予腹腔注射生理盐水
&?A7)

)"

K

>

-

,

#!每天定时给药
#

次!总共治疗
$

周$比较各组大鼠的血流动力学%心肌羟脯氨酸"

Pd<

#%

心肌组织胶原容积分数"

3Q\

#及胶原总含量%心肌基质金属蛋白酶"

TT<

#

=B

%

TT<=$7a4+

的表达及活性等指标$结果
!

模型

未治疗组大鼠的左室的内压上升%下降最大速率"

S,<

)

,7.[

#明显低于假手术组大鼠!模型未治疗组大鼠的左室舒张末压"

)Q=

(_<

#明显高于假手术组大鼠!模型未治疗组大鼠的
S,<

)

,7.[

明显低于前列地尔组大鼠!模型未治疗组大鼠的
)Q(_<

明显高

于前列地尔组大鼠!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

&?&A

#$与假手术组相比!模型未治疗组和前列地尔组大鼠的心肌
Pd<

和胶原总含

量明显升高!与模型未治疗组相比!前列地尔组大鼠的心肌
Pd<

和胶原总含量明显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

&?&A

#!模型未

治疗组大鼠心肌
TT<=B

%

TT<=$7a4+

的表达均明显高于假手术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

&?&A

#$前列地尔组大鼠心肌

TT<=B

%

TT<=$7a4+

的表达均明显低于模型未治疗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

&?&A

#$结论
!

前列地尔能明显改善心力衰竭

大鼠的血流动力学!降低大鼠肌
TT<=B

%

TT<=$7a4+

的表达!进而阻止心肌的纤维化$

关键词"前列地尔&

!

慢性心力衰竭&

!

血流动力学&

!

心肌胶原纤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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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识码"

+

文章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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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性心力衰竭发生的机制是左心室心肌重塑#是严重威胁

人类健康的疾病之一(

#=%

)

*前列地尔具有保护血管'扩张血管#

使肺纤维化得到改善的多样生物学作用(

%=C

)

*近年来#有研究

报道#前列地尔能保护大鼠的心肌免受损伤#但其机制不明确#

故本研究通过对大鼠进行心力衰竭造模#分析前列地尔对慢性

心力衰竭大鼠的血流动力学及心肌胶原纤维的影响*

D

!

材料与方法

D?D

!

动物模型的建立
!

选取清洁级的雄性健康
"_

大鼠
%&

只#体质量为$

$#&?#S'?1

%

>

#购自广东省医学动物实验中心*

所有大鼠均进行正常喂养
#

周#按随机数表法#随机分为
$

组#

假手术组
#$

只大鼠#模型组
$1

只*参考文献(

'

)中慢性心力

衰竭大鼠造模方法#通过腹主动脉缩窄法复制大鼠心脉压力负

荷超载的模型*假手术组将大鼠开腹后#用手术线穿过腹主动

脉#但不缩窄大鼠的主动脉#其他的手术操作均相同*

%

周后#

假手术组大鼠均存活#模型组大鼠死亡
%

只#其病死率为

#%?$1@

*将模型组又分为
$

组#模型未治疗组
#$

只和前列地

尔组
#$

只#给药剂量按大鼠与人的体表面积折算等效比值换

算#前列地尔组腹腔注射
$?A&

'

>

"$

K

>

+

,

%前列地尔注射液

$国药准字
P#&B1&&$%

#北京泰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模型组

与假手术组给予腹腔注射生理盐水
&?A7)

"$

K

>

+

,

%#每天定

时给药
#

次#总共治疗
$

周*

D?E

!

方法

D?E?D

!

血流动力学的参数测定
!

对大鼠的右颈总动脉行逆行

插管至其左心室#另外一端接压力换能器多媒体生物信号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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