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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肢长骨骨巨细胞瘤手术治疗方式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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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探讨骨巨细胞瘤各种术式的选择与疗效!为临床治疗及降低复发率提供参考依据$方法
!

选

择
)**,

!

)*'*

年收治的
C,

例四肢长骨骨巨细胞瘤患者!根据
!EJ

G

E$&??&

影像学分级!结合侵袭范围&软组织侵犯

程度&肿瘤位置确定手术方式!并通过随访观察疗效$结果
!

所有患者获随访
')

!

,*

个月!

!EJ

G

E$&??&

影像学分级

的
'

级复发率
:8'AVV

!

(

级复发率
':8('V

!

,

级复发率
B8**V

$关节功能按
SE$O&$

标准评定*优
((

例!良
A,

例!中
:

例!总体满意率为
@'V

$结论
!

长骨骨巨细胞瘤患者应根据
!EJ

G

E$&??&

影像学分级选择外科治疗方式$

"关键词#

!

骨巨细胞瘤%

!

复发%

!

病灶刮除术%

!

瘤段切除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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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巨细胞瘤约占原发性骨肿瘤的
)*V

#多发生于四肢长

管状骨#约
C,V

的病变位于股骨下端及胫骨上端#其特点为潜

在恶性#生长活跃#对骨质侵蚀破坏性大#术后易复发#可发生

恶变及转移)目前的治疗原则是彻底去除病灶*减少局部复发

和尽可能保留肢体功能+

'

,

)本科于
)**,

!

)*'*

年手术治疗骨

巨细胞瘤患者
C,

例#取得了良好的疗效)为总结经验#探讨骨

巨细胞瘤治疗的较佳方案#现对本组资料作回顾性分析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8$

!

一般资料
!

选择
)**,

!

)*'*

年本科收治的
C,

例骨巨细

胞瘤患者#其中男
B(

例#女
((

例#年龄
':

!

A:

岁#平均$

)@8'A

P''8A(

%岁)发病部位!股骨远端
AB

例#胫骨近端
),

例#桡骨

远端
:

例#腓骨近端
A

例#肱骨近端
)

例#尺骨近端
)

例)初发

B:

例#采用病灶刮除或者瘤段切除(复发
)A

例$前次手术均为

单纯刮除植骨%#采用瘤段切除或者截肢术(再复发
B

例$前
)

次手术分别为单纯刮除植骨和瘤段切除%#采用瘤段切除或者

截肢术)根据
!EJ

G

E$&??&

放射影像诊断标准分为
(

级#

'

级

'A

例#

(

级
B)

例#

,

级
)*

例)术前行
g

线片*

!1

*

S4T

等影

像学检查#以确定肿瘤范围#并穿刺活检明确病理诊断)

$8/

!

手术方法
!

根据
!EJ

G

E$&??&

放射影像分级#结合侵袭范

围*软组织侵犯程度*肿瘤位置确定手术方式)

$8/8$

!

病灶刮除术
!

对于
!EJ

G

E$E??&

分级
'

级及部分年龄

较轻
!EJ

G

E$E??&

分级
(

级#病灶小而局限且对术后功能要求

高的患者#可行此手术)方法!手术切口入路的选择根据局部

解剖及肿瘤破坏部位而定#凿开一侧骨皮质开窗显露病灶#刮

除所有病变组织#然后以高速磨钻去除部分瘤壁#大量蒸馏水

冲洗骨屑后#用石碳酸或
@BV

乙醇灭活#植入自体骨*异体骨

或者骨水泥(如瘤腔较大*骨皮质缺损较多#骨破坏尚未涉及关

节软骨面#以大块同种异体骨嵌插并辅以内固定)

()

例采用

该术式#其中股骨远端
')

例#胫骨近端
')

例#肱骨近端
)

例#

尺骨近端
)

例#腓骨近端
A

例)

$8/8/

!

瘤段切除术
!

对于部分
!EJ

G

E$E??&

分级
(

级以上骨

巨细胞瘤以及经刮除植骨复发的患者#采取瘤段切除*辅以大

段同种异体骨*自体腓骨或特制人工关节假体修复重建)同种

异体骨骨端制成梯形以增加与宿主骨接触面积#以解剖型钢板

支撑固定)自体腓骨近端重建桡骨远端切除后的骨缺损#切取

腓骨长度应使再造的桡骨茎突长于尺骨茎突
'8*

!

'8B?J

)

定制肿瘤假体需摄病变部位标准
g

线片以获得相关解剖数

据)术前常规行
!1

*

S4T

检查#确定截骨平面)异体骨*人工

假体移植完成后#应重视软组织重建)譬如#膝关节部位应重

建髌腱#以最大限度保留伸膝功能#膝部假体表面应有足够的

软组织覆盖#常选择腓肠肌内侧头离断翻转覆盖假体前侧)共

AC

例采用该术式#其中股骨下端
(*

例#胫骨上端
''

例#桡骨

远端
:

例)

$8/8'

!

截肢术
!

对于
!EJ

G

E$E??&

分级
,

级且不能在安全的

外科边界下进行切除或进行有效的重建#应用截肢术#截肢平

面应该至少超出
'

个关节)共
,

例#股骨下端
(

例#胫骨上端

(

例)

$8/81

!

随访
!

患者在术后
)

年内随访方式为每
(

个月复查一

次胸片和患肢局部的正侧位
g

线片(患者在术后
(

!

B

年随访

方式为每半年进行一次
g

线检查)在随访期间对怀疑有复发

或转移的患者进行
!1

及
S4T

等检查)

/

!

结
!!

果

所有患者均随访
')

!

,*

个月#平均
(A

个月#随访复查患

处的
g

线片#在随访期间对怀疑有复发或转移的患者进行
!1

及
S4T

等检查)本研究患者术后复发时间为
'*

!

AC

个月)

参与本研究
!EJ

G

E$&??&

影像学分级
'

级复发
'

例#

(

级复发
@

例#

,

级复发
'

例#

'

级复发率
:8'AV

#

(

级复发率
':8('V

#

,

级复发率
B8**V

)关节功能按
SE$O&$

标准评定!优
((

例#

良
A,

例#中
:

例#总体满意率为
@'V

)

'

!

讨
!!

论

骨巨细胞瘤治疗的目的是彻底切除肿瘤#防止复发#保留

关节的功能)目前其主要通过手术治疗#但术后高复发率一直

是困扰医务工作者的难题)有学者提出骨巨细胞瘤病理分级

与肿瘤生物学行为不完全平行#影像学分级越高#骨皮质及软

组织侵袭程度越重#其手术复发率亦相应增高+

)

,

#但本研究发

现
!EJ

G

E$&??&

'

*

(

*

,

级的术后复发率并非依次递增#分析其

原因在于选择合适的手术方式)由此可见#

!EJ

G

E$&??&

分期是

判定术后复发的有效指标#更是对手术方式的选择有重要的指

导意义)

!EJ

G

E$E??&

分级
'

级及部分年龄较轻
!EJ

G

E$E??&

分级
(

级#病灶小而局限且对术后功能要求高的患者#仍首先考虑采

用病灶刮除术)病灶刮除术缺点在于复发率相对较高(优点在

于创伤相对较小#术后并发症少#功能恢复好)为降低复发率

应注意!$

'

%

g

线和
!1

检查手段的局限#无法准确地确定病变

程度和范围#而
S4T

的高分辨率可最大限度地确定肿瘤的程

度和范围#为彻底切除病灶提供了可靠的影像学基础#故术前

g

线*

!1

及
S4T

可帮助决定手术方式)$

)

%应开足骨窗+

(

,

#暴

露所有骨内病变#避免因骨或软组织覆盖而使刮除不净)$

(

%

-

(,A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A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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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纯使用囊内刮除#自体或同种异体骨植骨#而瘤腔壁无特殊

处理者#术后复发率高)肿瘤残腔壁的灭活很关键#应用高速

磨钻去除部分瘤壁#

(V

!

BV

的石碳酸或
@BV

乙醇浸泡处理

残腔#有效降低了复发率)骨水泥填充修补骨巨细胞瘤刮除后

的骨缺损#优势在于其具有足够的强度和生物相容性#在聚合

过程中释放的热量和未聚合的甲基丙烯酸甲酯单体的化学作

用可对囊壁内残存的肿瘤细胞再次灭活+

A

,

#降低了肿瘤的复

发率)

对于部分
!EJ

G

E$E??&

分级
(

级以上骨巨细胞瘤以及经刮

除植骨复发的患者适用于瘤段切除手术)由于肿瘤穿破骨皮

质侵入至软组织和软骨下#病理性骨折后肿瘤组织可在病灶周

围扩散#肿瘤有一次或多次复发使肿瘤的边界变得较为模糊#

均使手术通过刮除的方法难以获得肯定的安全边界)瘤段切

除后功能重建主要有两大类!一类为生物学重建#即瘤段切除

灭活再植术#自体骨或异体骨移植重建)另一类为机械性重

建#即肿瘤型假体置换术)生物学重建存在骨不愈合*易骨折*

排异反应*关节功能差等缺点+

B3C

,

)肿瘤型假体置换最大限度

地保留了肢体的功能及外观#而且假体可以提供良好的稳定性

和较好的活动范围#减少卧床时间#明显提高了患者生活质量(

肿瘤型假体置换具有肢体功能恢复满意*手术操作相对简单#

感染率低等优点)肿瘤型假体也存在无菌性松动*断裂等一系

列问题#影响了假体使用寿命#对术者技术要求较高以及存在

关节翻修的问题)瘤段切除优点在于病灶清除彻底*复发率相

对较低)

对于
!EJ

G

E$E??&

分级
,

级且不能在安全的外科边界下进

行切除或进行有效重建的患者适用于截肢术)

对于部分
!EJ

G

E$E??&

分级
(

级以上骨巨细胞瘤及经刮除

植骨复发者的术式选择#目前仍存有争议+

,3:

,

)有学者认为#在

无病理性骨折条件下#首选病灶刮除#辅助石碳酸*骨水泥处

理#而不必考虑骨外侵犯程度)进一步研究指出#对于病灶位

于骨负重区的年轻患者#应首选病灶刮除#避免不必要的人工

关节置换)对于骨质破坏严重*瘤体外侵*出现病理性骨折*累

及关节*难以彻底刮除病灶者应行瘤段切除重建)

综上所述#对于骨巨细胞瘤的外科治疗#术前精确的影像

学及病理检查有助于手术方式的选择#尤其是根据
!EJ

G

E$&??&

影像学分级选择恰当的手术方式对骨巨细胞瘤患者起到较好

的临床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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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吸毒强戒人员
5TW

感染流行病学调查及分析

石泽林!吴炳义!韩
!

慧"南方医院临床医学实验研究中心!广东
!

B'*B'B

#

!!

"摘要#

!

目的
!

了解吸毒人群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5TW

#感染率及相关危险因素$方法
!

采用血清学酶联免疫

试剂初筛!初筛阳性标本用蛋白免疫印迹法"

R̀

#进行确证$结果
!

在调查的
'*CB

例广州市吸毒强戒人员中!检

出
5TW

阳性
'*:

例!阳性率为
@8C,V

%以男性青壮年为主!无业者居多!文化程度低%海洛因为主要吸食毒品!静脉

吸毒率为
,B8*:V

!其中
,(8':V

的人有过共用注射器行为%性乱在男性与女性吸毒者中普遍存在%有
:B8,)V

在婚

外或婚前性行为时从未使用过安全套$结论
!

在吸毒人群中!特别是静脉吸毒人群中开展有效的健康教育和干预

活动对
5TW

防控势在必行$

"关键词#

!

艾滋病%

!

吸毒者%

!

行为%

!

5TW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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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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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人口流动越来越频繁#人类免疫缺陷

病毒$

5TW

%的传播方式也越来越多样化)静脉吸毒者是
5TW

高发人群#为了了解该人群中
5TW

的感染情况及其相关危险

因素#以制订针对吸毒者的有效预防措施#开展该人群的防治

工作#本中心对广州市某强制戒毒所中的
'*CB

例戒毒人员进

行了
5TW

检测#并调查了有关的吸毒与危险行为因素)

$

!

资料与方法

$8$

!

调查对象
!

)*'*

年
'

月
')

日至
)*'*

年
')

月
@

日戒毒

人员共
'*CB

例)

$8/

!

调查方法
!

使用自行设计的调查问卷#对戒毒人员进行

一对一的问卷调查#内容包括戒毒者的社会人口学特征#如年

龄*职业#以及吸毒方式*时间及性行为等情况)同时采集
)

J7

静脉血#进行血清
5TW

抗体检测)

$8'

!

检测方法
!

按照卫生部的有关规范检测血清
5TW

抗体#

抗体初筛使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N7TQ-

%$上海荣盛公司%#初

筛阳性的送广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使用免疫印迹法$

R̀

%

进行确认实验)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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