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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部肿瘤放射性粒子治疗学》

内容概要

《胸部肿瘤放射性粒子治疗学(精)》编著者柴树德。
    《胸部肿瘤放射性粒子治疗学(精)》内容提要：对于肿瘤而言，外科手术迄今仍居重要地位，但外
科医生解决不了的问题大量存在，如肿瘤局部复发、无法手术或不适于手术，其他治疗方式如放射治
疗等正在越来越多地为医生所重视和应用； 放射性粒子植入是近距离放射治疗肿瘤的方法，目前该技
术在我国已经进入迅猛发展阶段，设备以及操作已经规范化，已经治疗数万例资料，取得丰富的成果
，但仍有很多问题存在争议，如适应症的选择、疗效的判定等，同时积累了大量的经验与教训； 本书
邀请全国专家，总结治疗过的病例资料，系统阐述这项技术在胸部肿瘤治疗中的应用适应症、禁忌症
、操作经验、注意事项、并发症的防治以及疗效的判断等等，客观分析该技术在胸部肿瘤治疗中的作
用，展示该技术应用中的方法、心得与细节，并展望其未来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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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柴树德，山东邹平人，主任医师，教授。1969年，毕业于第四军医大学。数十年来，从事胸外科
的教学、科研和临床医疗工作，著作颇丰，兼有专著及发明。自2001年开始，致力于放射性粒子治疗
肺癌的临床研究，成功将美国治疗前列腺癌原理移植于肺癌，经临床应用取得突出成效，发表本专题
论文近20篇。先后于2001-2006年5次获天津市卫生局颁发的填补新技术空白证书。2005年，应用三维立
体种植放射性粒子治疗晚期肺癌获天津市科技成果奖，同年获天津市科技进步二等奖，并被授予五一
劳动奖章，2006年该奖项入围中华医学科学奖。2007年，主编我国首部《放射性粒子植入治疗胸部肿
瘤》专著，为全国学习放射性粒子植入治疗肿瘤医生的必读书籍。参与编写微创治疗专著3部。近10年
，研发粒子植入治疗肿瘤的医疗器械已获7项国家专利证书。现任多种期刊杂志编委、天津市和国家
卫生部创新科技评审专家、中国抗癌协会肿瘤微创治疗专业委员会粒子治疗分会副主委，并获中国抗
癌协会突出贡献奖和医疗器械开发奖。　　　　郑广钧，主任医师。1984年，毕业于天津医科大学
。20年来，一直从事临床的教学、科研和医疗工作，发表了多篇学术论文。自2001年以来，从事胸部
肿瘤放射性粒子植入的临床和科研工作，作为课题组成员参加的“CT引导下三维立体种植放射性1251
粒子近距离治疗晚期肺癌”获2005年度天津市科技进步二等奖。主编1部、参编3部专著和我国《放射
性粒子治疗肿瘤临床应用规范》一书的编写，现任中国抗癌协会肿瘤微创治疗专业委员会粒子治疗分
会常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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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胸腔积液　　胸部x线片对范围较广的不透x线致密阴影，难以显示其内部的结构，而超声可
较好地显示其内部病变，故有助于诊断。　　超声显示胸腔积液灵敏而准确，它能显示很少量的胸水
、大致估计积液量、确定积液部位、协助穿刺定位等。此外，还可以通过积液观察胸膜的状态，有无
增厚、絮状物、肿瘤浸润等。其声像特征如下：　　1.少量胸水积聚于胸腔最低部位即肋膈窦。患者
取坐位，从肩胛线或腋后线肋间扫查；或仰卧位，探头与床面平行，作腋中线冠状切面扫查；在肝脏
膈膜上可见三角形无回声暗区，与胸廓的交角呈锐角。需注意与腹水及膈下积液鉴别，改变体位观察
液体范围的变化有助于鉴别。　　2.血性胸水或脓胸常可见液性暗区内有细点状回声或条带状回声；
胸水内蛋白纤维结构显示为多数细回声带与胸膜相连，并互相粘连呈不规则蜂窝状，在液体中浮动。
　　3.包裹性积液在胸腔的任何部位均可发生，肋间切面呈现不规则形或椭圆形无回声暗区，局部胸
膜常显示增厚，达Smm以上。液体无流动性表现。　　4.肺下积液可见液体位于肺底膈上，声像图表
现具有特征性。　　5.通过胸水观察胸膜、膈肌形态和随呼吸的移动性胸膜增厚在有胸水时显示较清
晰，与健侧对比扫查更有助于判断。大量胸水可致膈肌位置下移。肺不张继发胸腔积液时，膈肌位置
亦可无明显变化。肺组织明显受压萎陷，则横膈上移。右侧达4肋间或以上，左侧达5肋间以上。正常
膈肌的呼吸移动幅度为1-2.5 cm，右侧略高于左侧。实时超声显示膈肌运动清晰而简便，可用于观察
多种病变所引起的横膈移动受限。　　三、肺癌合并肺不张　　（一）外周性肺肿瘤　　可见肿瘤位
于肺周围近胸壁，多呈类圆形，手术见到的分叶状肿瘤由于含气肺对肿块周边的遮掩，亦可显示为类
圆形；内部呈弱至强回声，若发现气体强回声或小管样结构，则提示病变来自肺组织。因肺肿瘤发生
的位置与胸膜、胸壁的关系和病变的不同，声像图表现也有差异，分别阐述如下：　　1.外周型肺肿
瘤未侵及胸膜在病变区扫查，显示肿瘤较x线片及CT所见为小。较小的肿瘤常随呼吸时隐时现，较大
的肿瘤因气体遮掩干扰，超声显示时大时小，肿瘤的表面可见胸膜细带状回声呈弧形，并与肿瘤及后
方含气肺随呼吸上下移动。高频率探头观察常可见肿瘤近旁胸膜欠平整。　　2.外周型肺肿瘤侵及脏
层胸膜肿瘤与胸壁有分界，其间常伴有少量胸水无回声区，肿瘤两侧可见脏层胸膜细带状回声，至肿
瘤近旁逐渐增厚不平整并向内凹陷，模糊不清，肿瘤及胸膜、含气肺随呼吸上下同步移动。　　3.外
同型肺肿瘤侵及胸壁可累及邻近肋骨与胸膜，出现胸膜外征。肿瘤一般较大，形态不规则，内部回声
不均匀，位于胸壁下、肿瘤两侧可见脏层胸膜带状回声欠平整或增厚。至肿瘤近旁逐渐模糊、残缺中
断，并可见少量胸水无回声区位于肿瘤旁侧脏层胸膜前方。呼吸运动时，肿瘤上下的胸膜及周围后方
的含气肺活动受限或固定不动，说明肺周边肿瘤与胸壁不同程度的粘连、浸润。肿瘤常累及邻近肋骨
，受侵局部可显示在不完整的双带状回声内见不规则的弱回声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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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胸部肿瘤放射性粒子治疗学(精)》编著者柴树德。    本书邀请全国专家，总结治疗过的病例资料，
系统阐述这项技术在胸部肿瘤治疗中的应用适应症、禁忌症、操作经验、注意事项、并发症的防治以
及疗效的判断等等，客观分析该技术在胸部肿瘤治疗中的作用，展示该技术应用中的方法、心得与细
节，并展望其未来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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