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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探讨!

德莫林喷雾剂对
!

度以上宫颈癌放射性皮炎的治疗效果观察

蒋远静!刘
!

红!胡
!

玲

"第三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肿瘤中心!重庆
"###",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德莫林喷雾对
!

度以上宫颈癌放射性皮炎的临床治疗和护理效果%方法
!

选取
,#-"

年
%

月至
,#-A

年
-

月在某三甲医院肿瘤中心接受宫颈癌放疗期间发生
!

度以上放射性皮炎的患者
A#

例!随机平均分成试验组和对照组%其中对照

组"

/#

例#采用常规放疗后皮肤护理和常规药物治疗!试验组"

/#

例#在采用常规放疗后皮肤护理的同时使用德莫林喷雾剂喷洒放

射性皮炎的区域!观察并比较两组皮肤损伤的恢复效果%结果
!

两组治疗均顺利完成!试验组皮肤修复的总有效率为
$/;/_

!显

著高于对照组的
BA;B_

!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AB

!

!

$

#;#.

#%结论
!

!

莫林喷雾对宫颈癌放射性皮炎的护理效

果良好!无明显不良反应!且使用操作简便$快捷!值得在临床工作中推广使用%

关键词#宫颈癌&

!

放射性皮炎&

!

德莫林喷雾剂

!"#

!

$%&'()(

"

*

&+,,-&$)./0(122&/%$.&$/&%1)

文献标志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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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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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宫颈癌是一种常见的妇科肿瘤#其发病率在女性生殖器官

肿瘤中位居首位)

-

*

(

!

'

期以上的宫颈癌患者#一般采取盆腔

外照射和腔内照射#治疗效果较好)

,

*

(但其接受照射区域的面

积较大#包括两侧腹股沟区和肛周区#照射强度往往也较大#极

易发生放射性皮炎(会阴部的皮肤环境相对潮湿#一旦发生皮

肤破损#很难自行修复#常常会影响放疗的进程(因此#有效放

疗后皮肤护理对于放疗计划的实施具有很重要的意义(本研

究采用德莫林喷雾治疗宫颈癌放疗性皮炎患者#并与常规护理

$三乙醇胺乳膏外涂%方法进行对比#取得很好效果#现报道

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取
,#-"

年
%

月至
,#-A

年
-

月某三甲医院

肿瘤中心接受宫颈癌放射治疗且发生
!

度以上放射性皮炎的

患者共
A#

例(纳入标准!$

-

%经临床和病理确诊为
!

'

以上期

别的宫颈癌患者($

,

%为初次进行宫颈癌放射治疗的患者(

$

/

%符合急性放射性损伤分度标准中
!

度以上的患者(排除标

准!$

-

%患有糖尿病'红斑狼疮及免疫疾病史($

,

%放射区域皮

肤曾有皮炎病史(所有患者在签署知情同意书后#被随机平均

分成试验组
/#

例和对照组
/#

例(受试者年龄
,$

"

A.

岁#平

均$

./[B

%岁(盆腔照射剂量累计
/.

"

.#1

O

#采用三维适应

性放疗#体模固定(两组患者间进行年龄'皮炎分度及皮肤损

伤面积大小的比较#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具有

可比性(

$;/

!

方法
!

两组患者均采用同样的心理'饮食护理等常规措

施(若患者出现
!

度以上的放射性皮炎时#试验组用清水进行

放射区域清洁&对于
%

度患者先用
/_

的过氧化氢溶液将皮肤

破溃处脓液'黑色组织清洗干净后#用生理盐水清洗#待水分干

后将德莫林距皮肤
-#

"

-.5K

喷洒于照射区皮肤#一次
-

喷#

喷剂范围包括皮炎外
-5K

内#每天
,

次(注意事项!使用前充

分清洁会阴部皮肤#充分摇匀#同一部位喷洒时间不能超过

.*

#防止冻伤#使用后创面不能沾水#要注意保持皮肤干净(

对照组采取暴露疗法#常规皮肤处理#脱皮患者保持局部清洁#

局部使用放疗防护膏(

$;'

!

皮肤反应评价标准及方法
!

放射性皮炎的分度采用

X!8+!C!,;#

标准)

/

*分为
#

'

$

'

!

'

#

'

%

度(

#

度!无变化&

$

度!轻度红斑和干性皮炎&

!

度!中'重度红斑'湿性脱皮&

#

度!

融合性湿性脱皮&

%

度!出血'坏死'全层溃疡(放射期间每周

/

次对照标准进行评估#观察两组皮炎进展及转归情况(对稳

定者及分度下降者继续放疗(进展至
#

度患者暂时停止治疗#

待分度下降后完成治疗(以评级无升度及降度者为有效#分度

升高者为无效(

$;1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T(TT-A;#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学处

理#计数资料以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以
!

$

#;#.

为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试验组患者经治疗和护理后均顺利完成放射治疗#总有效

率达
$/;/_

&对照组患者的总有效率为
BA;B_

#有
B

例患者因

皮炎加重'升级而延误放射治疗#平均延误
/L

(两组患者治疗

总有效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AB

#

!

$

#;#.

%(

见表
-

(

表
-

!!

两组宫颈癌放疗患者情况的比较

组别
1

有效$

1

% 无效$

1

% 总有效率$

_

%

试验组
/# ,% , $/;/

"

对照组
/# ,/ B BA;B

!!

注!与对照组相比#

"

!

$

#;#.

(

'

!

讨
!!

论

!!

对于
!

'

期以上的宫颈癌#目前最重要的治疗措施之一仍

是放疗#其并发症以放射性皮炎最为常见(主要发生在放射治

疗照射强度最高的肛周'两侧腹股沟'阴阜'骶尾部等区域#主

要表现为鲜红色红斑'水泡'溃疡等(严重者影响进一步放射

治疗#甚至不得不中断治疗#降低了局部肿瘤的控制率#同时增

加了住院天数#加重了患者的痛苦和经济负担#对患者的生活

质量和治疗效果造成不利影响(

对于
$

度放射性皮炎患者#临床上以常规护理为主#治疗

效果较好#一般不影响其继续接受放疗(而对于
!

度以上的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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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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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性皮炎患者#一直是临床治疗和护理的难点(目前#多采用

暴露疗法#即在常规皮肤护理基础上使用放疗保护药膏涂抹损

伤部位#但往往治疗效果较差#在本研究对照组
/#

例患者中#

有
B

例因分度升级而导致放疗中断#平均中断
/L

#最终影响治

疗及预后(积极寻求新的放射性皮炎的治疗措施和药物成为

!

度以上放射性皮炎治疗的关键(

近几年来#有研究显示德莫林在皮肤烫伤)

"

*

'褥疮)

.+B

*

'外

科伤口皮肤护理)

%+$

*

'糖尿病皮肤溃疡)

-#

*等治疗领域应用广

泛#治疗效果确切#取得了良好的使用满意度#但该药用于放射

性皮炎的报道较少(其对于皮肤损伤的治疗机制如下!有研究

显示德莫林喷洒对缓解皮肤瘙痒'疼痛等症状有很好的效

果)

--

*

&#它所含有的生物活性成分能诱导上皮细胞主动增殖#

加快伤口愈合)

-,

*

&使破损皮肤局部的巨噬细胞数量增加'白细

胞介素
+,

的浓度降低#减轻损伤部位的炎性反应#同时能加快

胶原蛋白的合成)

-/

*

&它还可以快速地中和皮肤表面的酸性分

泌物#有利于破损皮肤的愈合#防止皮肤纤维化和硬化#减少皮

肤恢复后的疤痕或者抑制疤痕形成)

-"

*

(本研究的试验组在常

规皮肤护理基础上采用德莫林喷雾剂保护损伤部位皮肤#仅有

,

例患者无效#其余患者的放疗均顺利完成#为德莫林喷雾剂

用于
!

度以上放射性皮炎的治疗提供了初步的临床证据和研

究基础(

综上所述#宫颈癌放疗患者发生
!

度以上放射性皮炎后可

以采用德莫林喷雾剂治疗#与传统放疗防护剂对比其总有效率

具有显著优势#且该药物能够降低患者的住院时间和住院费

用#保障患者及时'有效地完成放射治疗#是一种值得推广的治

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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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型糖尿病患者周围神经病变患者转化生长因子
,

-

与血清

,.+62

维生素
P

/

表达水平及相关性研究

赵新翠!陈
!

婕

"河北省保定市第一中心医院内分泌科
!

#B-###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
,

型糖尿病患者转化生长因子
,

-

"

C10+

,

-

#及血清
,.+62

维生素
P

/

*

,.+

"

62

#

P

/

+表达水平与周围神经

病变的相关性%方法
!

选取
,#-.

年
-

月至
,#-A

年
-

月就诊治疗的
,

型糖尿病患者
-.#

例为观察组!选择同期体检健康者
"#

例

作为健康对照组&根据多伦多临床评分系统"

C!TT

#诊断
,

型糖尿病患者是否为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

P(X

#及
P(X

的严重程度!

分为单纯
,

型糖尿病组
"#

例!轻度
P(X

组
/.

例!中度
P(X

组
/B

例!重度
P(X

组
/%

例%收集所有研究者空腹静脉血检测血清

C10+

,

-

及
,.+

"

62

#

P

/

水平%结果
!

/

个
P(X

组患者的
C10+

,

-

水平均较单纯
,

型糖尿病组和健康对照组明显升高!且随着

P(X

程度的增加!

C10+

,

-

水平降低!而
P(X

组患者的
,.+

"

62

#

P

/

均较单纯
,

型糖尿病组和健康对照组明显降低!且
P(X

程度

与
,.+

"

62

#

P

/

趋向负相关!以上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

#%结论
!

,

型糖尿病合并
P(X

患者
C10+

,

-

明显升高!而
,.+

"

62

#

P

/

明显降低!且随着
P(X

程度的增加!

C10+

,

-

水平却降低!

,.+

"

62

#

P

/

也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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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

P(X

%是
,

型糖尿病患者常见的一

种慢性并发症#并发可能性高达
B#_

#其发生隐袭'渐进#是糖

尿病患者致残'致死'血糖不稳的主要因素之一#发生时可累及

多个组织'器官'系统#患者一旦呈现出临床症状#往往已经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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