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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大肠癌肝转移患者术后近期疗效的相关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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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探讨影响大肠癌肝转移患者术后近期疗效的相关因素$方法
!

选取
)##A

年
)

月至
)#"A

年

"

月收治的大肠癌肝转移患者
""=

例!依据手术后的复发情况分为早期复发组"术后
"

年内复发#和非早期复发

组!比较
)

组患者的中位生存时间及临床资料!并进行多因素
'-

?

C08C5

回归分析$结果
!

早期复发
$%

例!其中

吻合口复发
)

例!脏器复发
$2

例"单脏器复发
)=

例!多脏器复发
,

例#!随访过程中死亡
"%

例$早期复发组中

位生存时间为"

",;=%g$;<2

#个月!非早期复发组中位生存时间为"

$);#2g=;),

#个月!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

组患者的病理类型(

B

分期(分化程度(术前癌胚抗原及淋巴结转移情况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对单因素分析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因素进行多因素
'-

?

C08C5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病理类型(

B

分期(

淋巴结转移是影响大肠癌肝转移患者外科治疗后早期复发的独立危险因素"

!

%

#;#<

#$结论
!

大肠癌肝转移

患者外科治疗后的早期复发以单脏器复发为主!其中病理类型(

B

分期(淋巴结转移是影响早期复发的独立危

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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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肠癌是一种常见的恶性肿瘤#初诊为大肠癌患

者的肝转移发生率为
"#>

)

)<>

#常仅限于单个肝

段#而
A#>

)

,#>

的中后期大肠癌出现肝转移的患者

需要接受肝部分切除手术(但是#以往研究表明肝部

分切除术对大肠癌肝转移患者的生存时间并无明显

改善#肝脏复发率居高不下#且肝部分切除术后复发

患者需要接受化疗或再切除#患者需要承受巨大的身

心痛苦及经济压力*

"*$

+

(本研究对大肠癌肝转移患者

的临床资料进行了回顾性分析#旨在探究影响术后早

期复发的相关因素(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取
)##A

年
)

月至
)#"A

年
"

月收

治的
""=

例大肠癌肝转移患者作为研究对象(依据

手术后的复发情况分为
)

组(早期复发组
$%

例#其

)

,2#"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A

月第
"<

卷第
%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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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平均$

<,;Ag

2;=

%岁&非早期复发组
%"

例#其中男
A,

例#女
$A

例#

年龄
)2

)

,<

岁#平均$

<A;=gA;#

%岁(纳入标准!$

"

%

符合大肠癌诊断标准*

A

+

#经
&B

'

d

线或病理检查证实

复发转移&$

)

%均接受肝部分切除术&$

$

%年龄大于或

等于
"%

岁&$

A

%所有患者均自愿参与本研究#并签署

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

"

%合并其他恶性肿瘤或其

他器质性病变者&$

)

%精神疾病患者&$

$

%不能配合完

成本研究或不愿意参与本研究者(

$;/

!

方法
!

所有患者均接受大肠癌常规手术#游离

肝脏#通过观察'触摸等方式探查肝表面#并根据患者

具体情况选择合理的手术方案#切除肝转移灶时保留

"5I

手术切缘(术后进行辅助化疗#以氟尿嘧啶为主

要治疗药物#辅用顺铂'左旋咪唑等药物(术后进行

定期随访#随访截止时间为
)#"2

年
"

月#平均
A)

个

月$

)A

)

A%

个月%(记录患者术后早期复发情况#收集

)

组患者的临床资料#包括年龄'性别'病理类型'病

程'原发灶位置'

B

分期'分化程度'肿瘤直径'术前癌胚

抗原情况'淋巴结清扫情况'淋巴结转移情况'肝切除范

围'是否输血'是否出现肠梗阻或其他围术期并发症'是

否接受辅助化疗等(本组肝转移个数
"

)

<

个#中位个

数
)

个#转移灶直径
)

)

"$#II

#中位直径
A"I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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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

采用
!Y!!"=;#

软件进行数据处

理及统计学分析#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FgG

表

示#组间比较采用
C

检验#计数资料以例数或百分率表

示#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相关因素进行多因素
'-*

?

C08C5

回归分析(

/

!

结
!!

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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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肠癌肝转移患者外科治疗后早期复发情

况
!

早期复发
$%

例#其中吻合口复发
)

例$

<;)2>

%#

脏器复发
$2

例$

=A;,A>

%#其中单脏器复发
)=

例

$

,2;$)>

%#多脏器复发
,

例$

"%;A)>

%#单脏器复发

中转移至肝'脑'肾上腺'腹腔'肺'卵巢'腹股沟分别

为
")

例$

$";<%>

%'

"

例$

);2$>

%'

)

例$

<;)2>

%'

,

例

$

"%;<2>

%'

A

例 $

"#;<$>

%'

)

例 $

<;)2>

%'

"

例

$

);2$>

%(随访过程中死亡
"%

例(

/;/

!

)

组患者的中位生存时间比较
!

早期复发组中

位生存时间为$

",;=%g$;<2

%个月#非早期复发组中

位生存时间为$

$);#2g=;),

%个月#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CZ);)"<

#

!Z#;#),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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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肠癌肝转移患者外科治疗后早期复发的单因

素分析
!

)

组患者的病理类型'

B

分期'分化程度'术

前癌胚抗原及淋巴结转移情况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

%

#;#<

%(见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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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肠癌肝转移患者外科治疗后早期复发的多因

素
'-

?

C08C5

回归分析
!

对单因素分析中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的因素进行多因素
'-

?

C08C5

回归分析#结果显

示病理类型'

B

分期'淋巴结转移是影响大肠癌肝转

移患者外科治疗后早期复发的独立危险因素$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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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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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肠癌肝转移患者外科治疗后早期复发的

!!!

单因素分析(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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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早期复发组

$

'Z$%

%

非早期复发组

$

'Z%"

%

!

)

!

年龄$岁%

$;"$ #;#%2

!&

2# ))

$

<,;%=

%

A=

$

2#;A=

%

!$

2# "2

$

A);""

%

$)

$

$=;<"

%

性别
";#$ #;)2%

!

男
)"

$

<<;)2

%

A,

$

<%;#)

%

!

女
",

$

AA;,A

%

$A

$

A";=%

%

病理类型
2;<= #;#")

!

溃疡型
"2

$

A);""

%

)%

$

$A;<,

%

!

浸润型
A

$

"#;<$

%

"

$

";)$

%

!

隆起型
"%

$

A,;$,

%

<)

$

2A;)#

%

病程$个月%

#;2= #;$2<

!&

2 )%

$

,$;2%

%

<=

$

,);%A

%

!$

2 "#

$

)2;$)

%

))

$

),;"2

%

原发灶位置
);A< #;"$<

!

结肠
)#

$

<);2$

%

A2

$

<2;,=

%

!

直肠
"%

$

A,;$,

%

$<

$

A$;)"

%

B

分期
$;=# #;#A<

!

B"

)

B) ,

$

"%;A)

%

)=

$

$<;%#

%

!

B$

)

BA $"

$

%";<%

%

<)

$

2A;)#

%

分化程度
%;$) #;##<

!

高
%

$

)";#<

%

)%

$

$A;<,

%

!

中
)#

$

<);2$

%

A,

$

<%;#)

%

!

低
"#

$

)2;$)

%

2

$

,;A"

%

肿瘤直径$

5I

%

$;,% #;#<,

!&

< )#

$

<);2$

%

A,

$

<%;#)

%

!$

< "%

$

A,;$,

%

$A

$

A";=%

%

术前癌胚抗原异常
A;A2 #;#$A

!

是
"#

$

)2;$)

%

""

$

"$;<%

%

!

否
)%

$

,$;2%

%

,#

$

%2;A)

%

淋巴结清扫
";<% #;)#$

!

是
")

$

$";<%

%

),

$

$$;$$

%

!

否
)2

$

2%;A)

%

<A

$

22;2,

%

淋巴结转移
<;<, #;#"=

!

是
)$

$

2#;<$

%

)#

$

)A;2=

%

!

否
"<

$

$=;A,

%

2"

$

,<;$"

%

肝切除范围
$;A2 #;#,$

!&

$

个肝段
)%

$

,$;2%

%

<=

$

,);%A

%

!$

$

个肝段
"#

$

)2;$)

%

))

$

),;"2

%

输血
#;A, #;A=%

!

是
=

$

)$;2%

%

"2

$

"=;,<

%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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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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肠梗阻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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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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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

!

否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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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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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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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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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肠癌肝转移患者外科治疗后早期复发的

!!!

单因素分析(

'

#

>

%)

参数
早期复发组

$

'Z$%

%

非早期复发组

$

'Z%"

%

!

)

!

围术期并发症
";%= #;"2%

!

有
")

$

$";<%

%

)"

$

)<;=$

%

!

无
)2

$

2%;A)

%

2#

$

,A;#,

%

辅助化疗
#;<" #;A")

!

有
)$

$

2#;<$

%

<$

$

2<;A$

%

!

无
"<

$

$=;A,

%

)%

$

$A;<,

%

表
)

!!

大肠癌肝转移患者外科治疗后早期复发的

!!!

多因素
'-

?

C08C5

回归分析

因素
"

O: X/4J 7P ! =<>?,

病理类型
#;2%= #;$A A;#=2 ";==$ #;#A$ ";#))

)

$;%%,

B

分期
#;,%2 #;),$%;)2$ );"=A #;##A ";)%A

)

$;,A=

分化程度
#;<,% ";##2#;$$# ";,%$ #;<22 #;)A%

)

");%"=

术前癌胚抗原异常
#;22" #;$22$;),# ";=$, #;#," #;=A2

)

$;=22

淋巴结转移
";)<= #;<A <;A", $;<)) #;#"= );#)<

)

$;=%,

'

!

讨
!!

论

!!

肝脏是大肠癌转移的主要器官#而胃'胰腺等消

化系统器官的恶性肿瘤则以局部复发与远处转移同

时存在为特征*

A*2

+

(近年来#我国大肠癌发病率持续

上升#多见于
A#

岁以上人群(目前#肝部分切除术仍

是大肠癌肝转移的首选治疗方案#能够延长患者生存

时间#为临床治愈提供可能性(但是#根治性术后患

者
<

年生存率为
$<>

)

<%>

#其中多数患者在术后
)

年内出现早期复发(本研究数据显示#早期复发组患

者的中位生存时间明显低于非早期复发组#表明早期

复发会影响大肠癌肝转移患者的生存时间(孙谊

等*

,

+的研究显示结直肠癌肝转移患者
<

年生存率仅

为
));">

#其中早期复发患者的中位生存时间为
"=;A

个月#与非早期复发患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

本研究数据显示#

)

组患者的病理类型'

B

分期'

分化程度'术前癌胚抗原及淋巴结转移情况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

%

#;#<

%(进展期大肠癌大体类型包括隆

起型'溃疡型和浸润型#其中隆起型指肿瘤主体向肠

腔内突出#溃疡型指肿瘤贯穿肌层#而浸润型癌灶已

向肠壁弥漫浸润#肠壁出现局部增厚*

%*"#

+

(已有研究

指出#与隆起型大肠癌相比#溃疡型和浸润型大肠癌

更易发生早期复发&

B$

)

BA

期大肠癌原发灶范围更

大#肿瘤直径更长#术后复发率明显高于
B"

)

B)

期*

""*")

+

(肿瘤细胞分化程度与术后早期复发的相关

性较为明显#与高分化患者相比#低分化患者的肝转

移及早期复发率明显升高(本文研究结果显示#早期

复发组中位生存时间为$

",;=%g$;<2

%个月#非早期

复发组中位生存时间为$

$);#2g=;),

%个月#差异均

有统计学意义$

!

%

#;#<

%(因此本研究认为肿瘤细胞

分化程度越高#分裂速度越慢#不易向周围组织'器官

及淋巴管转移#术中更易完全切除(癌胚抗原是由癌

细胞产生的一种抗原性糖蛋白#同时分布于癌细胞

膜'核膜'高尔基器'内质网中#当癌细胞坏死时#癌胚

抗原流入胞质基质内#直接参与大肠癌的浸润和转

移&此外#有研究指出#癌胚抗原具有细胞黏附作用#

能够促进癌细胞黏附#形成肝转移*

"$*"A

+

(与上述因素

比较#淋巴结转移对术后早期复发的影响更为直接#

是根治术后复发的主要原因(本研究并未发现原发

灶位置对早期复发有明显影响#但有学者认为结肠癌

手术能够保证充足的手术切缘#术后局部复发率较

低#而直肠癌受直肠解剖结构的影响#术中切缘长度

可能不足
"5I

#复发风险更高(刘伟等*

"<

+在对结直

肠癌肝转移行肝切除术后早期复发患者进行危险因

素分析时发现#肿瘤直径大于
<5I

与术后复发无显

著相关#但转移灶直径越大#手术难度越高#可能增加

手术切缘阳性风险#对术后复发具有一定影响(本研

究发现早期复发组与无早期复发组患者肿瘤直径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但癌灶直径仍值得临床

重视(

综上所述#大肠癌肝转移患者外科治疗后的早期

复发以单脏器复发为主#其中病理类型'

B

分期'淋巴

结转移是影响早期复发的独立危险因素(值得注意

的是#在本研究发现大肠癌肝转移术后早期复发患者

进行肝再切除术获益不大#临床上应对早期复发高危

患者进行术前干预#以达到降低术后复发风险#改善

患者预后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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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增加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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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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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营养状况

较差的患者由于能量和蛋白质供应不足#出现水电解

质平衡紊乱'蛋白质分解症状#机体处于高代谢应激

状态#导致免疫细胞$中性粒细胞'巨噬细胞'淋巴细

胞等%对抗原的反应能力不足#为发生肺部感染提供

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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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长期存在着不合理使用抗菌药物

的现象#大量使用抗菌药物会抑制人体正常菌群的生

长#破坏人体正常菌群平衡#使机体内条件致病菌变

为病原菌#从而增加了医院感染的发生概率(已有研

究表明#预防性应用抗菌药物不仅不能有效降低感染

率#反而会导致机体菌群失调和耐药菌株产生#提高

治疗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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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入性操作虽为临床治疗提供了一

定的方便#但不可避免会损伤患者的生理屏障#增加

了感染概率#同时#如果操作时未遵循无菌原则#会直

接将病原菌带入患者体内(此外#气管插管等操作破

坏了上呼吸道的防御机制#使下呼吸道直接与外界相

通#同时抑制患者的吞咽活动#降低食管对反流食物

的清除能力#容易发生反流和误吸#也在一定程度上

增加了肺部感染的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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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康复病房住院患者
P+Y

的发生率较

高#并且病原菌分布较广#与多种因素有关#在临床工

作中应针对这些因素进行必要的干预#以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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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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