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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上室管膜瘤放射治疗方案与患者预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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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探讨幕上室管膜瘤的放射治疗（简称放疗）方案与患者的预后。方法　回顾性分析３３例幕上

脑实质内室管膜瘤患者的临床治疗与预后资料。结果　共获得１０例患者术后２４个月内的随访资料。术后存活８

例（８０．０％）、死亡１例（１０．０％）、复发１例（１０．０％）。Ｋａｒｎｏｆｓｋｙ功能状态（ＫＰＳ）评分为９５～１００分者７例

（７０．０％）、９０分者１例（１０．０％）、８０分者１例（１０．０％）、０分者１例（１０．０％）。结论　术后放疗可明显降低幕上室

管膜瘤的复发率，应作为常规的辅助治疗手段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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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幕上室管膜瘤是较少见的颅内肿瘤之一，约占颅内肿瘤的

１％，主要来源于脑室系统和脊髓中央管的室管膜细胞或胶质

上皮细胞［１２］。核磁共振成像（ＭＲＩ）是幕上室管膜瘤主要的影

像学检查手段。有研究显示，室管膜瘤的预后可能与肿瘤组织

大小、发生部位、组织学类型、手术切除方式等有关［３５］。室管

膜瘤对放射治疗（简称放疗）、化学治疗（简称化疗）均不敏感，

因此手术切除是其主要治疗手段，但目前尚未形成系统的治疗

方案［６８］。本研究总结了３３例幕上脑实质内室管膜瘤患者的

临床治疗方案，并分析了术后放疗对患者预后的影响。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２００３年２月至２０１１年１０月眉山市人民医院

神经外科收治的幕上脑实质内室管膜瘤患者３３例，男２２例

（６６．７％）、女１１例（３３．３％）；年龄１．５～５３．０岁，中位年龄３５

岁，小 于 １０ 岁 者 ４ 例 （１２．１％），１０～２０ 岁 者 ３ 例

（９．１％），＞２０～３０岁者５例（１５．２％），＞３０～４０岁者１６例

（４８．５％），大于４０岁者５例（１５．２％）；病程３～４０月，平均

（１４．５±２．５）月；首发临床表现包括间断性、不明原因头痛２９

例（８７．８％），恶心、呕吐等颅内高压症状８例（２４．２％），烦躁不

安７例（２１．２％），偏瘫等局部神经功能障碍６例（１８．２％），全

身性癫痫发作１例（３．０％）；肿瘤发生部位分布为额顶叶占

３３．３％，顶叶占２４．２％，颞叶占１２．１％，顶枕叶占９．１％，额叶

占１２．１％，枕叶占９．１％；肿瘤呈囊性者７例（２１．２％），呈囊实

性者１５例（４５．５％），呈实性者１１例（３３．３％）。ＣＴ扫描显示

肿瘤呈结节状、密度不均匀的轻至中度强化，伴有囊性变与囊

壁，６例（１８．２％）伴少许钙化灶，病灶周围可见脑脊液。增强

ＭＲＩ扫描显示肿瘤呈分叶状、肿瘤Ｔ１加权像呈不均匀、低信

号，Ｔ２加权呈不均匀、高信号。

１．２　方法　患者取俯卧位，在全身麻醉下行开颅肿瘤切除手

术。手术路径根据肿瘤生长部位决定，采用 ＭＲＩ、无框架影像

或超声导航判断肿瘤准确位置，便于完整切除肿瘤，减少复

发［９］。对于较大的囊实性肿瘤，先穿刺抽出囊内液体，然后切

除肿瘤。术中尽量避开血管丰富区，严格防止损伤正常脑组织

与肿瘤的医源性播散。术后根据肿瘤组织病理学检查结果、世

界卫生组织（ＷＨＯ）分级、肿瘤发生部位、患者年龄等情况选择

放疗或化疗。放疗遵循的原则：肿瘤直径不小于４．５ｃｍ；未行

肿瘤全切术；患者年龄不小于５岁；无射线过敏史、无严重不良

反应史。放疗方案包括全脑扩大照射（每次１．８Ｇｙ）、瘤床区

扩大照射（每次１．６Ｇｙ）、瘤床区局部照射（每次１．２Ｇｙ），５

次／周，共治疗７周。化疗药物包括：长春新碱（１．４ｍｇ／ｍ
２）、

环磷酰胺（１．７ｍｇ／ｍ
２）与顺铂（７５０ｍｇ／ｍ

２）。化疗方案为联合

用药３次／周，大剂量疗程为１５周，中、小剂量疗程为１０

周［１０１２］。以电话随访与门诊复查的方式获得患者预后资料，

随访时间至少１０个月。疗效评价标准包括：患者生存状态、肿

瘤复发率、Ｋａｒｎｏｆｓｋｙ功能状态（ＫＰＳ）评分等。

２　结　　果

２．１　病理学检查结果　病理学检查结果显示：肿瘤体积

（１．８×１．２×０．８）～（１３．２×１０．２×５．８）ｃｍ３，平均（７．５×３．５×

２．５）ｃｍ３。囊性肿瘤内含黑褐色血性液体；实性肿瘤呈分叶

状、质软、切面灰白色且有沙砾感。苏木精伊红（ＨＥ）染色结

果显示肿瘤组织学类型包括透明细胞型８例（２４．２％），巨细胞

型１例（３．０％），伴脂肪分化型２例（６．１％），细胞型１６例

（４８．４％），伸长细胞型３例（９．１％），黏液乳头状３例（９．１％）。

３例（９．１％）为星形胶质细胞瘤室管膜瘤混合型（见图１）。免

疫组织化学染色结果显示，胶质纤维酸性蛋白（ＧＦＡＰ）强阳

性、Ｓ１００阳性、上皮细胞膜抗原（ＥＭＡ）阴性、平滑肌肌动蛋白

α（αＳＭＡ）阴性、ＣＤ１０阴性、Ｐ６３阴性，支持室管膜瘤诊断（见

图２）。ＷＨＯ分级为Ⅰ、Ⅱ、Ⅲ、Ⅳ级者分别为２例（６．１％）、２３

例（６９．７％）、７例（２１．２％）、１例（３．０％）。

２．２　治疗方案　所有患者手术过程中生命体征平稳，无大出

血、休克等严重并发症。行肿瘤全切术者２７例（８１．８％）、大部

分切除者６例（１８．２％）。按照术后放疗方案（见１．２方法），３０

例（９０．９％）患者术后接受全脑或瘤床区放射治疗，包括全脑扩

大照射（总剂量６３Ｇｙ）１２例（３６．４％），瘤床区扩大照射（总剂

量５６Ｇｙ）１２例（３６．４％），瘤床区局部照射（总剂量４２Ｇｙ）６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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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２％）。６例（１８．２％）３５岁以上患者同时接受化疗，包括

１５周大 剂 量 化 疗 ２ 例 （６．０％）、１０ 周 中 剂 量 化 疗 ４ 例

（１２．１％）。３ 例 （９．１％）５ 岁以下的患 儿 弃 用 放 疗，１ 例

（３．０％）患儿接受１０周小剂量化疗。

图１　星形胶质细胞瘤室管膜瘤混合型室管膜瘤

（ＨＥ染色，×１００）

２．３　患者预后　随访１０～２４个月，共获得１０例患者随访资

料，７例（７０．０％）预后较好，无严重并发症，达到健康水平，

ＫＰＳ评分为９５～１００分；１例患儿未接受放疗，在１２个月内复

发，再次于本院行肿瘤切除术，ＫＰＳ评分为９０分；１例患者术

后中度残疾，需家属给予适当护理，ＫＰＳ评分为８０分；１例患

者术后１０个月内死亡，ＫＰＳ评分为０分，死因主要为全身状况

较差、术前 ＷＨＯ分级为Ⅳ级。见表１。

图２　ＧＦＡＰ强阳性（ＧＦＡＰ染色，×２００）

表１　１０例患者术后随访资料

编号 年龄 性别 ＷＨＯ分级 治疗方案 ＫＰＳ评分（分） 随访时间（月） 最终结局

１ ３ 女 Ｉ 全部切除＋小剂量化疗 １００ ２２ 健康

２ ４ 男 Ⅱ 全部切除 ９０ １２ 复发

３ １７ 男 Ⅱ 全部切除＋放疗 １００ ２１ 轻度残疾

４ ２５ 男 Ⅲ 部分切除＋放疗 ９５ ２３ 轻度残疾

５ １８ 女 Ⅲ 全部切除＋放疗 １００ ２４ 健康

６ １１ 男 Ⅱ 全部切除＋放疗 ９５ １６ 健康

７ ３４ 男 Ⅱ 全部切除＋放疗 １００ １８ 健康

８ ３５ 男 Ⅱ 全部切除＋放疗 ９５ １９ 轻度残疾

９ ４９ 男 Ⅳ 部分切除＋放疗＋大剂量化疗 ０ １０ 死亡

１０ ３７ 女 Ⅱ 部分切除＋放疗＋中剂量化疗 ８０ ２４ 中度残疾

３　讨　　论

３．１　幕上室管膜瘤的临床特点　幕上室管膜瘤主要发生在大

脑实质，是由残留的神经外胚层细胞异位于脑实质形成玫瑰花

状结构，最终进一步恶化所致。患者就诊时，肿瘤体积已较大，

颅内压迫症状通常较为明显。手术切除是治疗幕上室管膜瘤

最有效、最直接的办法［１３１４］。本组病例中，８０％以上的患者有颅

内高压、恶心、呕吐等首发症状，几乎所有患者伴有间断性头痛，

少部分患者并发偏瘫、癫痫发作等。肿瘤直径最大者约１３．２

ｃｍ，患者为４岁男性儿童，查体可见患儿头颅较大、局部颅骨闭

合欠佳，神情淡漠、反应迟钝，智力较同龄儿童低下［１０，１５１６］。

本组病例中，男、女性患者比例为２∶１，符合国外文献报

道水平［１７］。就发病年龄而言，本组患者多为１６～４０岁青壮

年，中位年龄为３５岁。国外研究显示，室管膜瘤好发于青少年

与儿童，成人（３０岁以上）患者相对少见
［１８１９］，与本研究有所差

异，可能与样本分布状态、抽样随机性等因素存在差异有关。

幕上室管膜瘤可发生于大脑的任何部位。有文献报道，青

少年室管膜瘤好发于顶叶（约占６２％），成人室管膜瘤则好发

于额叶［２０２１］。本研究中，３３．３％的幕上室管膜瘤发生在额顶

叶、２４．２％发生在顶叶、１２．１％发生在额叶。一般而言，幕上室

管膜瘤发生部位与患者年龄无相关性。不同研究间的结果差

异可能与样本分布状态、疾病地域性差异等因素有关。

３．２　影像学检查与病理学检查　一般而言，ＭＲＩ平扫显示室

管膜瘤呈混杂的Ｔ１、Ｔ２信号，肿瘤边界不清，周围脑组织水肿

程度较轻；增强 ＭＲＩ扫描显示肿瘤不均匀、圆弧状强化，部分

肿瘤呈囊性，囊壁呈结节样强化，囊边界清楚，周围脑组织水肿

不明显。然而胶质细胞瘤的周围组织水肿程度较严重，注射对

比剂后肿瘤可不出现强化信号［９，２２２４］。本组病例中，增强 ＭＲＩ

扫描显示肿瘤呈分叶状，Ｔ１加权像呈不均匀、低密度，Ｔ２加权

像呈不均匀、高密度。８０％的肿瘤直径超过４．０ｃｍ，直径最大

者为１３．５ｃｍ，部分肿瘤局部可见钙化灶。

病理学检查结果是诊断室管膜瘤的金标准。本组３３例患

者术后病理学检查结果显示，呈囊性变的肿瘤，囊内含黑褐色

血性液体；其余肿瘤呈实性、分叶状、灰白色、质软，切面有砂砾

感，与其他类型的脑肿瘤难以鉴别。ＨＥ染色显示肿瘤主要病

理类型为细胞型。大约８２％患者的肿瘤组织被完全切除，患

者术中生命体征平稳，无严重并发症。

３．３　术后放疗的选择　由于放疗可引起内分泌紊乱、正常脑

组织损伤、神经功能损伤等并发症，部分学者认为肿瘤全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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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管膜瘤患者无须接受放疗［２５２６］。本组患者中，５岁以下患儿

全部弃用放疗，仅１例采用小剂量化疗。随访结果显示，１例

肿瘤全切、未接受放疗及化疗的患儿在术后１２个月内复发，另

有１例接受小剂量化疗的患儿未复发，预后较好。

本组约９０％的患者术后接受全脑或瘤床区放疗（总剂量

为４２～６３Ｇｙ），其中５例全脑扩大放疗患者治疗２周后出现

白细胞数量剧减、皮炎、脱发、视力模糊等并发症，因此改用剂

量减半或立体定向治疗（总剂量为１４～２０Ｇｙ）
［２７２８］。６例疑似

已有转移、ＷＨＯ分级较高的成年患者，在接受放疗的同时给

予中至大剂量化疗。随访结果显示，肿瘤部分切除的患者轻度

残疾率较高（约２０％），包括中度残疾１例、死亡１例，ＫＰＳ评

分则明显低于国外文献报道的平均水平［２８２９］。多数肿瘤全切

患者术后恢复较好，仅１０％的患者轻度残疾，ＫＰＳ评分符合国

内外文献报道水平［３０３１］。所有接受放疗的患者２４个月内肿瘤

无复发。因此，笔者认为除外低龄患者，放疗应是术后常规治

疗手段之一，其目的在于防止肿瘤转移与复发。

综上所述，幕上室管膜瘤是较为少见的颅内肿瘤，目前尚

未形成系统的诊疗方案。本研究回顾性分析了３３例患者的临

床治疗与预后的资料，结果证实：尽可能地切除肿瘤病灶可明

显改善患者预后；术后放疗可明显降低肿瘤复发率，应作为常

规的辅助治疗手段之一。本研究主要不足之处在于样本量较

小、随访时间较短、资料不充分，相关结论尚需更多临床研究的

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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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本研究结果显示，与单纯的医院治疗模式相比较，医院

社区家庭三级健康管理模式能够显著提高糖尿病患者的治疗

依从性，使患者在用药管理、饮食管理、运动管理、血糖监测、接

受健康教育等方面的认知程度和自控力大大提高，进而实现血

糖的有效控制。同时，三级健康管理模式还强化了社区以及家

庭在糖尿病管理和防控中的作用，加强了医院、社区、家庭三者

之间的联系，进一步优化了卫生资源的配置效率［１０］。此外，三

级健康管理模式还降低了患者的再住院次数和医疗服务成本，

将医疗服务工作的重点从“治”提升到了“防”的层次，进一步补

充和完善了公共卫生服务体系。

综上所述，探索针对糖尿病的行之有效的防控措施已成为

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医院社区家庭三级健康管理模式在

提高糖尿病患者治疗依从性以及防控效果方面意义重大。与

此同时，该模式还有助于优化卫生资源的配置效率，进一步提

高卫生服务的公平性和可及性，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看病难、看

病贵”的难题，因此值得大力推广。然而，本研究采用的医院

社区家庭三级健康管理模式在操作性和规范性方面略有欠

缺，如加以研究和完善，其应用范围将更为广泛，应用价值也将

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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