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临床应用研究〗
二氯化锶联合唑来膦酸治疗多发性骨转移癌的疗效观察

任立杰1�　李波2�　朱秀冬1
1．即墨市人民医院肿瘤科�山东 即墨266200
2．青岛市胶州中心医院肿瘤科�山东 胶州266300

【摘要】　为了比较二氯化锶（89SrCl2）和89SrCl2联合唑来膦酸治疗多发性骨转移癌的疗效�将80例多发性骨转移癌
患者�随机分为 A 组（单独使用放射性核素89SrCl2治疗）和 B 组（89SrCl2联合唑来膦酸治疗）各40例�观察治疗后骨
痛缓解和生活质量的情况�比较转移病灶骨代谢的变化和血液毒性反应。结果显示�A 组治疗后总有效率72．5％
（29／40）�B 组总有效率77．5％（31／40）�χ2＝4．24�P＜0∙05。A 组生活质量改善率65．0％（26／40）�B 组改善率
82∙5％（33／40）�χ2＝7．49�P＜0∙01。两组转移病灶骨代谢治疗后有效率分别为45．0％和67．5％�P＜0∙05；血液毒
性反应分别为22．5％和27．5％�P＞0．05。初步研究结果提示�89SrCl2联合唑来膦酸治疗多发骨转移癌�可以增加
止痛效果、提高患者生存质量�而不增加毒副反应�是一种较好的联合治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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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he objective of this study was to compar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t reating multiple osseous metastasis
between89SrCl2 and the association of 89SrCl2 and zoledronic acid．Eighty cases of multiple osseous metastasis were di-
vided into two groups randomly�the group A was solely applied adionuclide 89SrCl2 and the group B was used the as-
sociation of 89SrCl2 and zoledronic acid�and the condition of remission of bone ache and quality of life af ter the treat-
ment were observed to compare the changing of bone metabolism of metastatic lesion and the reaction of hematological
toxicity．The effective rate of relieving pain of group A was72．5％（29／40）�the effective rate of relieving pain of
group B was77．5％（31／40�χ2＝4．24�P＜0∙05）．The effective rate of improving of group A was65．0％（26／40）．
The effective rate of improving of group B was82．5％（33／40�χ2＝7．49�P＜0∙01）．The effective rates of bone me-
tabolism of metastatic lesion af ter t reatment were45．0％ and67．5％ （P＜0∙05） in the group A and group B�respec-
tively�and the hematological toxicities were22．5％ and27．5％�respectively （P＞0∙05）．Applying the association of
89SrCl2 and zoledronic acid in the treatment of multiple osseous metastasis can increase the analgesic effect and improve
of the quality of life f urthermore�but not adding toxic and side reactions�so it is a better method of associated treat-
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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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骨是恶性肿瘤转移的常见部位�常导致剧烈骨痛�尤其是
多发性骨转移患者�临床处理困难。本研究分别用二氯化锶
（89SrCl2）核素内放射治疗以及89SrCl2联合唑来膦酸治疗多发
性骨转移癌患者各40例�结果总结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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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对象与方法

1．1　病例选择及一般资料
即墨市人民医院2003-03-01－2008-12-30共收治骨转移癌

患者80例。男52例�女28例。年龄35～71岁�中位年龄51∙5
岁。原发灶为肺癌35例�乳腺癌24例�前列腺癌10例�胃癌8
例�宫颈癌3例。骨转移病灶2个的8例�3个的19例�4个的5
例�＞4个的48例。77例患者病灶分布集中在脊柱、肋骨和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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盆�其中17例患者同时伴有四肢骨转移病灶�3例患者病灶分布
在四肢骨和颅骨。全组均为多发骨转移灶患者（≥2灶）。停止
放疗及化疗＞1个月�血液学及肝、肾功能正常。疼痛分级方法
采用 WHO推荐的主诉疼痛分级方法［1］�治疗前疼痛Ⅰ级7例�
Ⅱ级39例�Ⅲ级34例。80例患者随机分为单纯89SrCl2治疗组
（A组）及89SrCl2加唑来膦酸治疗组（B 组）各40例�两组患者在
转移病灶数量、转移病灶位置、性别、年龄、病期、原发灶部位及
疼痛分级方面接近�P＞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A 组采用89SrCl2（由上海科兴药业公司提供）�根据体质量
1．48～2．22MBq／kg 静脉注射�每3～6个月1次。治疗1次
者31例�2次者8例�4次者1例。B 组首先应用89SrCl2治疗�
方法同 A 组�治疗1次者32例�2次者6例�3次者2例。首次
注射89SrCl22周后开始应用唑来膦酸�4mg 加入生理盐水
100mL中�静脉滴入15min。每3～4周1次。
1．3　疼痛疗效评价

治疗前及治疗3～6个月后进行止痛疗效评价�分为完全缓解
（CR）、部分缓解（PR）、无效（NR）。CR为疼痛基本消失；PR为疼痛
部位减少及程度减轻�或止痛剂用量明显减少；NR为疼痛未减轻
或加重、止痛剂维持原剂量或增加。总有效率为 CR＋PR。
1．4　生存质量评价

治疗前及治疗3～6个月后进行生存质量评价�按 KPS 评
分标准�增加≥20者为显著改善�增加10者为改善�无变化者
为稳定�减少≥10者为下降。

改善率（％）＝显著改善＋改善
总病例数

×100％
1．5　骨代谢改变

在治疗前及治疗3～6个月后的骨显像上勾画同一病灶的
9个像素的感兴趣区（ROI）�并以相同像素的 ROI 测量邻近正
常骨或对侧骨正常区。ROI 内放射性比值＝病灶 ROI 放射性
计数／邻近正常骨或对侧骨正常区放射性计数。
1．6　血液毒性反应评价

全部患者在89SrCl2核素治疗后每2周复查血常规�唑来膦
酸治疗后1周复查肝肾功能。评价标准参照 WHO（1991年）
急性和亚急性毒性反应表现和分度标准。
1．7　统计学方法

应用 SPSS11．0统计软件包进行分析�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
进行治疗前后病灶 ROI比值配对 t检验。检验水准α＝0．05。
2　结果

2．1　止痛效果
A 组40例�CR3例（7．5％）�PR26例（65．0％）�NR11例

（27．5％）�总有效率72．5％；B 组40例�CR10例（25％）�PR
21例（52．5％）�NR9例（22．5％）�总有效率77．5％。两组止
痛疗效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4．24�P＜0∙05。
2．2　生存质量变化

A 组显著改善、改善、稳定及下降者分别为8、18、8和6
例�改善率65．0％；B 组分别为22、11、4和3例�改善率
82∙5％。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7．49�P＜0．01。
2．3　骨代谢改变

A 组40例中�转移病灶骨代谢降低、全部或部分病灶缩小

的患者18例（45．0％）�病灶代谢增高、无改变或病灶增大、新
病灶出现22例（55．0％）；B 组分别为27例（67．5％）和13例
（32．5％）。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4．11�P＜0．05。
2．4　血液毒性反应

两组均未见肝、肾功受损。血液毒性反应为白细胞下降和
血小板下降�均自行恢复正常。A 组血液毒性9例（22．5％）�
其中Ⅰ度8例�Ⅱ度1例；B 组血液毒性反应11例（27．5％）�均
为Ⅰ度。两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1．29�P＞0．05。
3　讨论

89SrCl2是一种发射β射线的放射性核素�具有亲骨性�注入体
内后�＞70％集聚于骨�在骨转移瘤的浓聚量可高达正常骨的2～
25倍�注射后90d�89SrCl2在骨转移灶内的滞留量仍可达到20％～
88％［2］�注射1次后镇痛效果可维持3～6个月［3］。89SrCl2发射的β
射线能杀灭肿瘤细胞�同时89SrCl2还可以降低碱性磷酸酶和前列
腺素水平�减轻骨质溶解�促进骨质修复�降低血钙。

唑来膦酸为第3代双膦酸盐�对骨组织有亲和性和抑制骨吸
收的活性。唑来膦酸具有诱导破骨细胞凋亡、抑制破骨细胞对骨
重吸收、防止破骨细胞形成等作用�还能够抑制肿瘤细胞的骨侵
犯［4］。在3项包括3000多例患者的研究中发现�唑来膦酸可以降
低骨相关事件的发生率�延迟第1次骨相关事件发生的时间�并能
缓解疼痛［5］。本组患者单独使用89SrCl2和89SrCl2联合使用唑来膦
酸治疗多发骨转移癌�B组治疗效果较 A组明显；应用全身骨显像
以 ROI技术观察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病灶骨代谢的变化�B 组较 A
组对骨转移病变的骨代谢改变影响明显�均提示89SrCl2联合唑来
膦酸在治疗骨转移方面起到协同作用�止痛疗效与文献报道［6］相
符。而在血液毒性反应方面�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且均自行恢
复�可见唑来膦酸不加重89SrCl2血液毒性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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