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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组织肉瘤的放射治疗：临床实践及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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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软组织肉瘤的治疗策略取决于肿瘤的病理学类型、组织分化及发病部位。放射治疗是软组织肉瘤的重要治疗手

段之一。四肢软组织肉瘤经局部扩大切除后继以放射治疗可达到与截肢术同等的长期生存率，且可部分保存肢体功能；腹膜

后肉瘤术前放射治疗可降低肿瘤局部复发的风险；头颈部软组织肉瘤通常因肿瘤无法完全切除而需接受术后或根治性放射治

疗。采用术前放射治疗可获得与术后辅助放疗相似的局部控制和长期生存率，但显著降低了放疗相关的远期不良反应。放疗

或联合放化疗可缩小肿瘤体积，将部分无法手术切除的病例转化为可手术切除。此外，放射治疗也是无法进行或拒绝手术的

软组织肉瘤患者的主要局部治疗手段。放射治疗新技术，如质子重离子射线放疗，因其较高的精确性及生物有效性，不仅可显

著降低正常组织的治疗相关损伤风险，还可提高肿瘤尤其是放射敏感性较差的肿瘤的局部控制率。对于外照射治疗后复发或

放射诱导的继发性软组织肿瘤，质子重离子射线治疗可作为重要的挽救性治疗手段。

　　［关键词］　放射治疗；软组织肉瘤；质子重离子放射治疗；临床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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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软组织肉瘤是一类包含多种组织病理学类型

的异质性疾病，全球发病率为每年（１．８～５）／１０

万［１］。不同软组织肉瘤病理类型及分化的生物学行

为各异，可发生于身体几乎所有部位，其中５０％发

生于四肢、４０％发生于躯干及腹膜后、１０％发生于

头颈部。软组织肉瘤患者的治疗策略及患者预后

与肿瘤的病理类型、分化及发病部位密切相关。其

治疗方式也不断演变，囊括了手术、放疗、化疗及多

种手段的结合，许多治疗观念也在不断进步［２］。例

如，随机临床研究［３］结果已显示，四肢软组织肉瘤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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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经过保肢术结合辅助放疗后的生存率与截肢术

相当；部分研究［４］结果亦证实，四肢的高级别软组织

肉瘤的术后辅助放疗在提高局部控制率的同时可

延长患者的生存时间。然而，目前高达３０％的该类

患者在保肢术后未接受辅助放射治疗［５］。另一方

面，软组织肉瘤因相对较低的发病率和原发于全身

不同部位时各异的临床表现与生物学行为，目前关

于其放射治疗技术和模式的随机临床研究较少。

鉴于此，本文对不同放射治疗技术及其在软组织肉

瘤临床治疗中的应用与实施时机予以阐述和探讨。

因儿童软组织肉瘤的发病情况及放射治疗原则、技

术与成人差异较大，尤其是年幼患者通常不应过早

接受放射治疗，本文对常用于儿童软组织肉瘤的治

疗方法不予详述。

１　放射治疗技术

１．１　调强放射治疗　基于光子射线的外放射治疗

（即外照射）一直是软组织肉瘤治疗最主要的技术。

适形调强放射治疗（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ｍｏｄｕｌａｔｅｄ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ｒａｐｙ，ＩＭＲＴ）是精确的肿瘤放射治疗技术，可针

对靶区的三维形态及靶区内（或周围）正常组织器

官的具体解剖情况，对射线束流进行强度调节。

ＩＭＲＴ通常需要多角度入射射线。ＩＭＲＴ的每个照

射野内剂量分布不均匀，但多个射野整合后，整个

靶区体积内剂量分布较常规照射技术更为适形且

剂量分布均匀。随着ＩＭＲＴ技术应用的普及，肿瘤

照射剂量增加的同时，周围正常组织器官获得了更

好的保护，治疗增益比（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ｒａｔｉｏ，ＴＲ）提

高。目前，调强放射是软组织肉瘤尤其是毗邻重要

危及器官（ｏｒｇａｎｓａｔｒｉｓｋ，ＯＡＲｓ）肿瘤的首选光子

治疗技术。

１．２　质子重离子放射治疗　虽然ＩＭＲＴ较常规光

子照射可有效提高ＴＲ，但对于发生于解剖结构复

杂部位的肿瘤，放疗剂量仍可能受到邻近重要器官

及神经血管等组织的限制。此外，多种类型的软组

织肉瘤对光子放疗不敏感［６７］。质子重离子射线的

放射治疗因其特有的物理学特性，在入射人体后能

量释放较低，而在其射线末端形成一个能量释放峰

（Ｂｒａｇｇ峰），其后能量释放骤减并接近０。因其能量

释放精准性和良好的剂量分布，质子重离子放射治

疗是目前最精确的放疗技术，可最大程度避免肿瘤

周围正常组织的高剂量照射，减少放疗毒性反应。

此外，质子重离子射线因具有较高的相对生物学效

应［８９］、低氧增强比、不依赖细胞周期与致ＤＮＡ双

链断裂等多种放射生物学特征，对放疗抵抗的肿瘤

细胞（如软组织肉瘤）的杀伤作用更强、更为有效。

近年来已发表的部分研究结果提示，重（碳）离

子射线放疗可使软组织肉瘤患者获益。日本的一

项研究［１０］中，２４例无法手术的腹膜后肉瘤患者接

受５２．８～７３．６ＧｙＥ的碳离子治疗后，２年和５年总

生存率为７５％和５０％，肿瘤局部控制率为７７％和

６９％。在头颈部肿瘤患者中，一项前瞻性临床研

究［１１］使用碳离子７０．４ＧｙＥ治疗１６次后，其３年总

生存率和肿瘤局部控制率分别为９１．８％和７４．１％。

在肢体肉瘤患者中，一项包含了１７例患者的Ⅰ／Ⅱ

期临床研究［１２］结果显示，碳离子放疗５２．８～７０．４

ＧｙＥ后，患者可获得较高的５年肿瘤局部控制率，

达７６％。另一项研究
［１３］中，用碳离子治疗的４８例

脊柱肉瘤患者同样采用了５２．８～７０．４ＧｙＥ的剂

量，５年肿瘤局部控制率和患者总生存率分别为

７９％和５２％。上海市质子重离子医院是中国首家

同时具有质子和重离子技术的放射治疗临床和研

发中心。在其一项针对５１例复发高危（含第二原发

和放疗后复发）的头颈部肉瘤患者的研究［１４］中，质

子和碳离子治疗后２年的肿瘤局部控制率和患者生

存率分别达７９％和９０％。

１．３　近距离放射治疗　近距离放射治疗将放射源

放置于肿瘤靶区内部或附近，给予靶区剂量集中且

范围精确的照射。近距离放疗是最早用于肿瘤的

放疗技术，通常可依据治疗靶区放射源的放置方

式、肿瘤照射的剂量及照射持续时间分类，如组织

间插植（ｉｎｔｅｒｓｔｉｔｉａｌ）和腔内（ｉｎｔｒａｃａｖｉｔａｒｙ）近距离放

疗，低剂量率（ｌｏｗｄｏｓｅｒａｔｅ，ＬＤＲ）和高剂量率

（ｈｉｇｈｄｏｓｅｒａｔｅ，ＨＤＲ）近距离放疗，短期（如后装

系统）和永久（如粒子植入）近距离放疗等。因治疗

安全性和近距离放疗后装治疗机的普及，目前最常

用于软组织肉瘤治疗的近距离放疗技术为ＨＤＲ后

装近距离放疗（如采用铱１９２放射源）。

早期由美国纽约纪念医院ＳｌｏａｎＫｅｔｔｅｒｉｎｇ癌

症中心完成的２项随机临床研究结果显示，四肢或

表浅的躯干软组织肉瘤手术全切后，高剂量的辅助

近距离放射治疗（４２～４５Ｇｙ，４～６ｄ）可显著降低高

级别肿瘤的局部复发率；接受照射患者的肿瘤５年

局部控制率为８９％，明显高于未接受治疗者（６６％，

犘＝０．００２５）
［１５１６］。然而，近距离治疗对低级别肿

瘤的预后无显著影响［１７］。目前，美国近距离放射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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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学会的专家共识建议，单一近距离放射治疗可用

于局部复发危险度较低的软组织肉瘤患者的术后

治疗，或曾接受放射治疗的复发软组织肉瘤患者。

高危患者因近距离放射治疗可能无法完全覆盖靶

区，故通常需作为加量治疗与外照射联合使用［１８］。

放射性粒子植入属永久性近距离放疗，通过对

肿瘤体内植入放射性粒子（如碘１２５或钯１０３），进

而给予肿瘤较高剂量的局部治疗。由于每个粒子

的射线的有效距离较短，通常对大体积肿瘤需使用

较多放射性粒子。然而，相较于常规光子射线放

疗，放射性粒子植入对软组织肉瘤的临床疗效尚无

临床数据支持。因放射性粒子半衰期较长（如常用

的碘１２５半衰期为６０ｄ），若短时间内肿瘤因高剂

量照射出现体积缩小，可能造成粒子尤其是肿瘤体

外侧部分的放射性粒子的位移，伤及周围器官组

织。因此，粒子植入治疗不建议常规用于肿瘤根治

性临床治疗或术后辅助治疗，尤其是头颈部和腹膜

后肿瘤的治疗。

２　各部位软组织肉瘤的放射治疗

２．１　四肢或躯干软组织肉瘤　针对肢体和躯干的

软组织肉瘤，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末发表的２项前瞻性

随机对照研究（一项外放射治疗［４］和一项近距离放

疗［１９］）确立了手术加术后辅助放疗的治疗模式，其

中术后放疗将肿瘤的５～１０年局部控制率从单纯手

术后的７０％提升为９０％以上。但是，尽管肿瘤局部

控制率获得了显著提高，但患者的总生存期并未因

此获益，且部分患者可能发生术后放疗相关的晚期

毒性反应（如慢性疼痛、关节僵硬、骨折）。一项比

较肢体软组织肉瘤术前和术后放疗的Ⅲ期随机研

究结果提示，术前放疗与术后放疗的肿瘤局部控制

率相似，但术前放疗后急性伤口并发症发生率高于

术后放疗（３５％狏狊１７％）。然而，因术前放疗照射范

围和剂量较小，可大幅减低放疗引起的晚期毒性反

应［２０］。尽管急性伤口并发症有时表现较为严重，但

通常为暂时且可控，而放疗相关的晚期毒性反应则

持久且不可逆，对患者的生活质量影响较大［２１］。因

此，对于存在高危复发因素（如深部肿瘤、病理分级

为Ｇ３、肿瘤最大径≥５ｃｍ、肿瘤靠近神经和（或）血

管导致手术难度增加）的患者，目前临床上推荐采

用术前放射治疗，同时建议在有经验的外科中心进

行手术，以进一步提高肿瘤局部控制率，并降低手

术伤口并发症发生率［２２］。

２．２　头颈部软组织肉瘤　虽然头颈部软组织肉瘤

发生率不及所有肉瘤的１０％，但因肿瘤通常临近重

要组织器官而难以完成肿瘤全切，导致预后较差。

放射治疗是头颈部软组织肉瘤治疗的重要组成。

一项纳入９４例头颈部软组织肉瘤患者的回顾性研

究结果［２３］显示，手术联合术后放疗较单纯手术可明

显提高肿瘤的局部控制率（９０％狏狊５２％）。另一项

比较了手术＋术后放疗、单纯手术、单纯放疗的研

究［２４］中，３组患者的肿瘤５年局部控制率分别为

６０％、５４％、４３％（犘＜０．０５）。然而，在一项比较手

术＋放疗（４０例）与单纯手术（１４例）的研究中，虽

然两组的局部控制率分别为７７％、５９％，但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另有研究［２５］发现，放射剂量若不及６５

Ｇｙ则不足以控制肿瘤。大样本（１１１例）研究的多

因素分析显示，高级别、肿瘤直径大于５ｃｍ的头颈

部肉瘤患者需行术后放疗［２６］。目前已发表的多项

研究［２７３０］支持采用术后辅助放射治疗，且疗效主要

体现在局部控制率的提高。虽然近年来多项单中

心研究结果［３１３２］显示，患者经术后放疗或根治性放

疗后可获良好的长期肿瘤局部控制率（大于８７％）

和患者总生存率（８３％～８８％），但因较高的远处转

移发生率，肿瘤局部控制率优势难以转化为患者总

生存期的延长［３３］。一项分析了１４６例前颅窝肉瘤

的研究［３４］亦指出，术后辅助放射治疗并非影响总生

存的独立预后因素。

另一方面，若预测头颈部肉瘤可完整切除，术

前放疗可能因较小的照射剂量和范围而减少远期

毒性反应。一项纳入４０例头颈部软组织肉瘤患者

的前瞻性研究［３５］显示，术前放射治疗可使患者获得

良好的局部控制率（２年为８０％）和较低的手术伤口

并发症发生率（１２０ｄ内不及２０％）。然而，目前尚

无直接比较头颈部软组织肉瘤术前或术后放射治

疗疗效的研究。ＮＣＣＮ指南根据头颈部软组织肉

瘤的不同分期，建议ⅠＡ～ⅠＢ期未获得安全切缘

者接受术后放疗，ⅡＡ期及以上者根据情况考虑手

术联合术前或术后放疗，无法切除者首选根治性放

射治疗［３６］。

２．３　腹膜后软组织肉瘤　因缺乏高级别临床证据

的支持，放射治疗在腹膜后肉瘤治疗中的作用目前

尚未明确。尽管部分回顾性研究结果提示，术后辅

助放射治疗可降低肿瘤的局部复发率［３７３８］，但患者

的总生存能否因此获益目前仍存争议［３９４０］。另一

方面，美国ＭＤＡｎｄｅｒｓｏｎ肿瘤中心报道了８３例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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膜后肉瘤患者经手术联合放射治疗（５０例为术前放

疗、３３例为术后放疗）后的长期随访结果，５年晚期

毒性反应发生率为１０％，且仅出现在术后放疗组

（中位剂量６０Ｇｙ）
［４１］。其他多项回顾性研究［４２４４］也

显示，晚期毒性反应多见于术后放疗，而在术前放

疗中未见或少见。术前放疗靶区位置明确，照射剂

量较术后放疗低，而原发肿瘤可阻隔放射敏感小肠

而使其远离腹膜后区域，这些因素均有利于减少放

疗的毒性反应，同时还可减少术中肿瘤播散的风

险。因此，目前的临床指南和共识大多推荐对腹膜

后肉瘤患者进行术前放射治疗［４５］。欧洲癌症治疗

及研究协作组（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Ｏｒｇａｎｉｓ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Ｃａｎｃｅｒ，ＥＯＲＴＣ）正在开展的一

项 ＳＴＲＡＳＳ （ＥＯＲＴＣＳＴＢＳＧ ６２０９２２２０９２／

ＮＣＴ０１３４４０１８）Ⅲ期随机对照研究，将揭示术前放

射治疗在腹膜后肉瘤中的作用。

２．４　复发及第二原发软组织肉瘤　放射治疗后复

发的肉瘤及放射诱导的第二原发（继发性）肉瘤是

一类高度恶性、进展迅速且预后极差的肿瘤。其主

要治疗方法为手术切除，常规光子放疗的疗效尚无

定论［４６］。一项纳入２５例手术及放疗后复发的四肢

肉瘤患者的回顾性研究［４７］结果提示，手术结合术后

再程放疗较单纯手术可提高肿瘤的局部控制率。

然而，一项纳入６２例类似患者的研究对比了局部广

泛切除术后加与不加放疗对既往接受放疗的复发

肉瘤患者的疗效，结果显示，辅助放疗不仅未提高

肿瘤的局部控制率，且增加了中重度治疗相关毒性

反应（８０％狏狊１７％）
［４８］。因此，ＮＣＣＮ指南建议，对

于肢体／躯干浅表及头颈部复发肉瘤，若病灶可切

除，术后是否采用辅助放射治疗需根据具体病情

决定［３５］。

２０１７年发表的一项纳入２５例头颈部放射诱导

第二原发肉瘤患者的回顾性研究［４９］提示，Ｒ０或Ｒ１

手术切除较单纯放射治疗可显著提高患者的总生

存率及疾病相关生存率。然而，在一些复杂解剖部

位（如头颈部），通常难以实现病灶的完整切除，而

再程高剂量放疗可能使患者获益［５０］。目前尚缺乏

基于光子射线的再程治疗放射诱导第二原发肉瘤

的系统性研究，仅有个案报道提示，再程放疗可引

起严重的治疗相关不良反应，同时仅有一般的姑息

性疗效［５１］。

质子重离子放射治疗为该类难治性疾病提供

了可能有效的治疗选择。上海市质子重离子医院

２０１８年发表的一项纳入１９例头颈部放射治疗或术

后复发肉瘤患者的回顾性研究［５２］结果显示，患者经

质子或碳离子治疗后，１年肿瘤局部控制率与患者

总生存率分别达７４．６％与８６．５％，仅２例出现了远

期严重不良反应；近期完成的另一项纳入１９例头颈

部肿瘤放疗后复发或放射诱导的第二原发骨与软

组织肉瘤患者的回顾性研究［１３］显示，接受碳离子再

程放射治疗后，患者的１年肿瘤局部控制率及总生

存率为７３．７％和７７．８％，且放疗毒性轻微，３级及

以上急性不良反应发生率为１５．８％，３级及以上远

期不良反应发生率仅１０．５％。鉴于放疗后复发与

放射诱导第二原发肉瘤的低发病率，目前尚无这两

种疾病再程放疗相关的前瞻性研究报道。

３　小　结

手术切除是软组织肉瘤的主要治疗方法。放

射治疗是具有高危复发因素软组织肉瘤有效的辅

助治疗手段，可显著提高肿瘤的局部控制率。术前

放射治疗的靶区体积和处方剂量，肿瘤周围正常器

官或组织的受照范围和剂量均明显低于术后放疗，

故放疗相关的晚期毒性反应发生率较低。然而，辅

助放疗是否可显著提高患者生存率目前尚无定论。

此外，放疗是无法手术患者（如临近重要ＯＡＲｓ的

头颈部肿瘤）的主要局部治疗手段。放疗新技术，

如质子重离子放疗，因其较高的精确性及生物有效

性，可能进一步提高软组织肉瘤尤其是放射敏感性

较低肿瘤类型（如恶性外周神经鞘膜瘤、黏液纤维

肉瘤）的局部控制率。质子重离子放射治疗也是放

疗后复发或放射诱发第二原发（继发性）软组织肉

瘤的治疗选择。

参考文献

［１］　ＰＤＱＡｄｕｌｔ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Ｂｏａｒｄ．ＡｄｕｌｔＳｏｆｔＴｉｓｓｕｅ

Ｓａｒｃｏｍａ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ＰＤＱ○Ｒ）：Ｈｅａｌｔｈ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Ｖｅｒｓｉｏｎ

［Ｊ／ＯＬ］．ＰＤＱ Ｃａｎｃｅｒ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ｕｍｍａｒｉｅｓ．Ｂｅｔｈｅｓｄａ

（ＭＤ），２００２．［２０１９０４１５］．犺狋狋狆狊：／／狑狑狑．狀犮犫犻．狀犾犿．狀犻犺．

犵狅狏／犫狅狅犽狊／犖犅犓６６０４６／

［２］　ＳＨＡＨＣ，ＶＥＲＭＡＶ，ＴＡＫＩＡＲＲ，ｅｔａｌ．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ｒａｐｙ

ｉｎｔｈ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ｓｏｆｔｔｉｓｓｕｅｓａｒｃｏｍａ：ａｃｌｉｎｉｃｉａｎ’ｓｇｕｉｄｅ

ｔｏｔｉｍｉｎｇ，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ａｎｄｔａｒｇｅｔｓ［Ｊ］．ＡｍＪＣｌｉｎＯｎｃｏｌ，

２０１６，３９（６）：６３０６３５．

［３］　ＲＯＳＥＮＢＥＲＧＳＡ，ＴＥＰＰＥＲＪ，ＧＬＡＴＳＴＥＩＮＥ，ｅｔａｌ．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ｓｏｆｔｔｉｓｓｕｅ ｓａｒｃｏｍａｓ ｏｆｔｈｅ ｅｘｔｒｅｍｉｔｉｅｓ：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ｓｏｆ （１）ｌｉｍｂｓｐａｒｉｎｇ

ｓｕｒｇｅｒｙｐｌｕｓ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ｒａｐｙ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ａ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９２３　中国临床医学　２０１９年６月　第２６卷　第３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２０１９，Ｖｏｌ．２６，Ｎｏ．３



（２）ｔｈｅｒｏｌｅｏｆａｄｊｕｖａｎｔｃｈｅｍｏｔｈｅｒａｐｙ［Ｊ］．ＡｎｎＳｕｒｇ，１９８２，

１９６：３０５３１５．

［４］　ＹＡＮＧＪＣ，ＣＨＡＮＧＡＥ，ＢＡＫＥＲＡＲ，ｅｔａｌ．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ｔｕｄｙｏｆｔｈｅｂｅｎｅｆｉｔｏｆａｄｊｕｖａｎｔ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ｒａｐｙ

ｉｎ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ｓｏｆｔｔｉｓｓｕｅｓａｒｃｏｍａｓｏｆｔｈｅｅｘｔｒｅｍｉｔｙ［Ｊ］．

ＪＣｌｉｎＯｎｃｏｌ，１９９８，１６（１）：１９７２０３．

［５］　ＫＯＳＨＹ Ｍ，ＲＩＣＨＳＥ，ＭＯＨＩＵＤＤＩＮ Ｍ Ｍ．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ｗｉｔｈ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ｒａｐｙｉｎｈｉｇｈｇｒａｄｅｓｏｆｔｔｉｓｓｕｅ

ｓａｒｃｏｍａｓｏｆｔｈｅｅｘｔｒｅｍｉｔｉｅｓ：ａＳＥＥＲ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Ｊ］．ＩｎｔＪ

ＲａｄｉａｔＯｎｃｏｌＢｉｏｌＰｈｙｓ，２０１０，７７（１）：２０３２０９．

［６］　ＫＥＰＫＡＬ，ＤＥＬＡＮＥＹＴＦ，ＳＵＩＴＨＤ，ｅｔ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

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ｒａｐｙｆｏｒｕｎｒｅｓｅｃｔｅｄｓｏｆｔｔｉｓｓｕｅｓａｒｃｏｍａｓ［Ｊ］．Ｉｎｔ

ＪＲａｄｉａｔＯｎｃｏｌＢｉｏｌＰｈｙｓ，２００５，６３（３）：８５２８５９．

［７］　乐紫妤，刘　勇．重离子肿瘤放射生物学的研究进展［Ｊ］．中

华放射肿瘤学杂志，２０１５，２４（５）：６００６０３．

［８］　ＫＡＮＡＩＴ，ＥＮＤＯ Ｍ，ＭＩＮＯＨＡＲＡＳ，ｅｔａｌ．Ｂｉ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 ＨＩＭＡＣ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ｉｒ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 ｆｏｒ

ｈｅａｖｙｉｏｎ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ｒａｐｙ［Ｊ］．ＩｎｔＪＲａｄｉａｔＯｎｃｏｌＢｉｏｌＰｈｙｓ，

１９９９，４４（１）：２０１２１０

［９］　ＴＳＵＪＩＩ Ｈ，ＫＡＭＡＤＡ Ｔ，ＢＡＢＡ Ｍ，ｅｔａｌ．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ｏｆｃａｒｂｏｎｉｏｎｒａｄｉｏｔｈｅｒａｐｙ［Ｊ］．ＮｅｗＪＰｈｙｓ，２００８，

１０（７）：０７５００９．

［１０］　ＳＥＲＩＺＡＷＡＩ，ＫＡＧＥＩＫ，ＫＡＭＡＤＡＴ，ｅｔａｌ．Ｃａｒｂｏｎｉｏｎ

ｒａｄｉｏｔｈｅｒａｐｙｆｏｒｕｎｒｅｓｅｃｔａｂｌｅｒｅｔｒｏｐｅｒｉｔｏｎｅａｌｓａｒｃｏｍａｓ［Ｊ］．

ＩｎｔＪＲａｄｉａｔＯｎｃｏｌＢｉｏｌＰｈｙｓ，２００９，７５（４）：１１０５１１１０．

［１１］　ＪＩＮＧＵＫ，ＴＳＵＪＩＩＨ，ＭＩＺＯＥＪＥ，ｅｔａｌ．Ｃａｒｂｏｎｉｏｎ

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ｒａｐｙｉｍｐｒｏｖｅｓｔｈｅｐｒｏｇｎｏｓｉｓｏｆｕｎｒｅｓｅｃｔａｂｌｅａｄｕｌｔ

ｂｏｎｅａｎｄｓｏｆｔｔｉｓｓｕｅｓａｒｃｏｍａｏｆｔｈｅｈｅａｄａｎｄｎｅｃｋ［Ｊ］．ＩｎｔＪ

ＲａｄｉａｔＯｎｃｏｌＢｉｏｌＰｈｙｓ，２０１２，８２（５）：２１２５２１３１．

［１２］　ＳＵＧＡＨＡＲＡＳ，ＫＡＭＡＤＡＴ，ＩＭＡＩＲ，ｅｔａｌ．Ｃａｒｂｏｎｉｏｎ

ｒａｄｉｏｔｈｅｒａｐｙｆｏｒｌｏｃａｌｉｚｅｄｐｒｉｍａｒｙｓａｒｃｏｍａｏｆｔｈｅｅｘｔｒｅｍｉｔｉｅｓ：

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ａｐｈａｓｅⅠ／Ⅱｔｒｉａｌ［Ｊ］．ＲａｄｉｏｔｈｅｒＯｎｃｏｌ，２０１２，１０５

（２）：２２６２３１．

［１３］　ＭＡＴＳＵＭＯＴＯＫ，ＩＭＡＩＲ，ＫＡＭＡＤＡＴ，ｅｔａｌ．Ｉｍｐａｃｔｏｆ

ｃａｒｂｏｎｉｏｎｒａｄｉｏｔｈｅｒａｐｙｆｏｒｐｒｉｍａｒｙｓｐｉｎａｌｓａｒｃｏｍａ［Ｊ］．

Ｃａｎｃｅｒ，２０１３，１１９（１９）：３４９６３５０３．

［１４］　ＹＡＮＧＪ，ＧＡＯＪ，ＱＩＵ ＸＸ，ｅｔａｌ．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ｍｏｄｕｌａｔｅｄ

ｐｒｏｔｏｎａｎｄｃａｒｂｏｎｉｏｎ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ｒａｐｙｉｎｔｈ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ｆ

ｈｅａｄａｎｄｎｅｃｋｓａｒｃｏｍａｓ［Ｊ］．ＣａｎｃｅｒＭｅｄ，２０１９．［Ｅｐｕｂａｈｅａｄ

ｏｆｐｒｉｎｔ］．

［１５］　ＰＩＳＴＥＲＳＰ Ｗ，ＨＡＲＲＩＳＯＮＬＢ，ＬＥＵＮＧＤ Ｈ，ｅｔａｌ．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ａ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ｔｒｉａｌｏｆ

ａｄｊｕｖａｎｔｂｒａｃｈｙｔｈｅｒａｐｙｉｎｓｏｆｔｔｉｓｓｕｅｓａｒｃｏｍａ［Ｊ］．ＪＣｌｉｎ

Ｏｎｃｏｌ，１９９６，１４（３）：８５９８６８．

［１６］　ＨＡＲＲＩＳＯＮＬＢ，ＦＲＡＮＺＥＳＥＦ，ＧＡＹＮＯＲＪＪ，ｅｔａｌ．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ａ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ｔｒｉａｌｏｆ

ａｄｊｕｖａｎｔｂｒａｃｈｙｔｈｅｒａｐｙｉｎｔｈ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ｌｙ

ｒｅｓｅｃｔｅｄｓｏｆｔｔｉｓｓｕｅｓａｒｃｏｍａｓｏｆｔｈｅｅｘｔｒｅｍｉｔｙａｎｄｓｕｐｅｒｆｉｃｉａｌ

ｔｒｕｎｋ［Ｊ］．ＩｎｔＪＲａｄｉａｔＯｎｃｏｌＢｉｏｌＰｈｙｓ，１９９３，２７（２）：

２５９２６５．

［１７］　ＰＩＳＴＥＲＳＰＷ，ＨＡＲＲＩＳＯＮＬＢ，ＷＯＯＤＲＵＦＦＪＭ，ｅｔａｌ．

Ａ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ｔｒｉａｌｏｆａｄｊｕｖａｎｔｂｒａｃｈｙｔｈｅｒａｐｙｉｎ

ｔｈ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ｌｏｗｇｒａｄｅｓｏｆｔｔｉｓｓｕｅｓａｒｃｏｍａｓｏｆｔｈｅ

ｅｘｔｒｅｍｉｔｙａｎｄｓｕｐｅｒｆｉｃｉａｌｔｒｕｎｋ［Ｊ］．ＪＣｌｉｎＯｎｃｏｌ，１９９４，１２

（６）：１１５０１１５５．

［１８］　ＮＡＧＨＡＶＩＡＯ，ＦＥＲＮＡＮＤＥＺＤＣ，ＭＥＳＫＯＮ，ｅｔａｌ．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ＢｒａｃｈｙｔｈｅｒａｐｙＳｏｃｉｅｔｙ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ｆｏｒｓｏｆｔ

ｔｉｓｓｕｅｓａｒｃｏｍａｂｒａｃｈｙｔｈｅｒａｐｙ［Ｊ］．Ｂｒａｃｈｙｔｈｅｒａｐｙ，２０１７，１６

（３）：４６６４８９．

［１９］　ＰＩＳＴＥＲＳＰ Ｗ，ＨＡＲＲＩＳＯＮＬＢ，ＬＥＵＮＧＤ Ｈ，ｅｔａｌ．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ａ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ｔｒｉａｌｏｆ

ａｄｊｕｖａｎｔｂｒａｃｈｙｔｈｅｒａｐｙｉｎｓｏｆｔｔｉｓｓｕｅｓａｒｃｏｍａ［Ｊ］．ＪＣｌｉｎ

Ｏｎｃｏｌ，１９９６，１４（３）：８５９８６８．

［２０］　Ｏ’ＳＵＬＬＩＶＡＮＢ，ＤＡＶＩＳＡ Ｍ，ＴＵＲＣＯＴＴＥＲ，ｅｔａｌ．

Ｐｒ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ｖｅｒｓｕｓ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ｒａｄｉｏｔｈｅｒａｐｙｉｎｓｏｆｔｔｉｓｓｕｅ

ｓａｒｃｏｍａｏｆｔｈｅｌｉｍｂｓ：Ａｒａｎｄｏｍｉｓｅｄｔｒｉａｌ［Ｊ］．Ｌａｎｃｅｔ，２００２，

３５９（９３２５）：２２３５２２４１．

［２１］　ＣＯＲＲＥＡＲ，Ｇ?ＭＥＺＭＩＬＬ?ＮＪ，ＬＯＢＡＴＯ Ｍ，ｅｔａｌ．

Ｒａｄｉｏｔｈｅｒａｐｙｉｎｓｏｆｔｔｉｓｓｕｅｓａｒｃｏｍａｏｆｔｈｅｅｘｔｒｅｍｉｔｉｅｓ［Ｊ］．

ＣｌｉｎＴｒａｎｓｌＯｎｃｏｌ，２０１８，２０（９）：１１２７１１３５．

［２２］　ＦＩＯＲＥＭ，ＦＯＲＤＳ，ＣＡＬＬＥＧＡＲＯＤ，ｅｔａｌ．Ａｄｅｑｕａｔｅｌｏｃａ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ｎｈｉｇｈｒｉｓｋｓｏｆｔｔｉｓｓｕｅｓａｒｃｏｍａｏｆｔｈｅｅｘｔｒｅｍｉｔｙ

ｔｒｅ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ｓｕｒｇｅｒｙａｌｏｎｅａｔａ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ｃｅｎｔｒｅ：ｓｈｏｕｌｄ

ｒａｄｉｏｔｈｅｒａｐｙｓｔｉｌｌｂｅａ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Ｊ］．ＡｎｎＳｕｒｇＯｎｃｏｌ，２０１８，

２５（６）：１５３６１５４３．

［２３］　ＴＲＡＮＬＭ，ＭＡＲＫＲ，ＭＥＩＥＲＲ，ｅｔａｌ．Ｓａｒｃｏｍａｓｏｆｔｈｅ

ｈｅａｄａｎｄｎｅｃｋ．Ｐｒｏｇｎｏｓｔｉｃｆａｃｔｏｒｓａｎｄ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Ｊ］．Ｃａｎｃｅｒ，１９９２，７０（１）：１６９１７７．

［２４］　ＢＡＲＫＥＲＪＬＪＲ，ＰＡＵＬＩＮＯ ＡＣ，ＦＥＥＮＥＹＳ，ｅｔａｌ．

Ｌｏｃｏ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ｆｏｒａｄｕｌｔｓｏｆｔｔｉｓｓｕｅｓａｒｃｏｍａｓｏｆｔｈｅ

ｈｅａｄａｎｄｎｅｃｋ：ａｎ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ｖｉｅｗ［Ｊ］．ＣａｎｃｅｒＪ，２００３，９

（１）：４９５７．

［２５］　ＬＥＱＴ，ＦＵＫＫ，ＫＲＯＬＬＳ，ｅｔａｌ．Ｐｒｏｇｎｏｓｔｉｃｆａｃｔｏｒｓｉｎ

ａｄｕｌｔｓｏｆｔｔｉｓｓｕｅｓａｒｃｏｍａｓｏｆｔｈｅｈｅａｄａｎｄｎｅｃｋ［Ｊ］．ＩｎｔＪ

ＲａｄｉａｔＯｎｃｏｌＢｉｏｌＰｈｙｓ，１９９７，３７（５）：９７５９８４．

［２６］　ＢＥＮＴＺＢＧ，ＳＩＮＧＨＢ，ＷＯＯＤＲＵＦＦＪ，ｅｔａｌ．Ｈｅａｄａｎｄ

ｎｅｃｋｓｏｆｔｔｉｓｓｕｅｓａｒｃｏｍａｓ：ａｍｕｌｔｉｖａｒｉａｔ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Ｊ］．ＡｎｎＳｕｒｇＯｎｃｏｌ，２００４，１１（６）：６１９６２８．

［２７］　ＴＥＪＡＮＩＭＡ，ＧＡＬＬＯＷＡＹＴＪ，ＬＡＮＧＯＭ，ｅｔａｌ．Ｈｅａｄ

ａｎｄｎｅｃｋｓａｒｃｏｍａｓ：ａ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ｃａｎｃｅｒｃｅｎｔｅｒ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Ｊ］．Ｃａｎｃｅｒｓ（Ｂａｓｅｌ），２０１３，５（３）：８９０９００．

［２８］　ＧＡＬＹＢＥＲＮＡＤＯＹＣ，ＧＡＲＲＥＬＲ．Ｈｅａｄａｎｄｎｅｃｋｓｏｆｔ

ｔｉｓｓｕｅｓａｒｃｏｍａｉｎａｄｕｌｔｓ［Ｊ］．ＥｕｒＡｎｎＯｔｏｒｈｉｎｏｌａｒｙｎｇｏｌＨｅａｄ

ＮｅｃｋＤｉｓ，２０１６，１３３（１）：３７４２．

［２９］　ＥＥＬＥＳＲＡ，ＦＩＳＨＥＲＣ，ＡＨＥＲＮＲＰ，ｅｔａｌ．Ｈｅａｄａｎｄ

ｎｅｃｋ ｓａｒｃｏｍａｓ：ｐｒｏｇｎｏｓｔｉｃｆａｃｔｏｒｓａｎｄ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Ｊ］．ＢｒＪＣａｎｃｅｒ，１９９３，６８（１）：２０１２０７．

［３０］　ＭＥＮＤＥＮＨＡＬＬＷ Ｍ，ＭＥＮＤＥＮＨＡＬＬＣＭ，ＷＥＲＮＩＮＧ

ＪＷ，ｅｔａｌ．Ａｄｕｌｔｈｅａｄａｎｄｎｅｃｋｓｏｆｔｔｉｓｓｕｅｓａｒｃｏｍａｓ［Ｊ］．

Ｈｅａｄｎｅｃｋ，２００５，２７（１０）：９１６９２２．

［３１］　ＡＮＤＲＡＣ，ＲＡＵＣＨＪ，ＬＩＭ，ｅｔａｌ．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ｔｌｏｃａｌ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ｎｄｓｕｒｖｉｖａｌａｆｔｅｒ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ｏｒ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ｖｅ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ｒａｐｙ

０３３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２０１９，Ｖｏｌ．２６，Ｎｏ．３　　中国临床医学　２０１９年６月　第２６卷　第３期　



ｆｏｒｓａｒｃｏｍａｓｏｆｔｈｅｈｅａｄａｎｄｎｅｃｋ［Ｊ］．ＲａｄｉａｔＯｎｃｏｌ，２０１５，

１０：１４０．

［３２］　ＶＩＴＺＴＨＵＭＬＫ，ＢＲＯＷＮ　ＬＣ，ＲＯＯＮＥＹＪＷ，ｅｔａｌ．

Ｈｅａｄａｎｄｎｅｃｋｓｏｆｔｔｉｓｓｕｅｓａｒｃｏｍａｓｔｒｅ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ｒａｐｙ［Ｊ］．Ｒａｒｅｔｕｍｏｒｓ，２０１６，８（２）：６１６５．

［３３］　ＤＥＢＲＥＥＲ，ＶＡＮＤＥＲ ＷＡＡＬＩ，ＤＥＢＲＥＥＥ，ｅｔ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ａｄｕｌｔｓｏｆｔｔｉｓｓｕｅｓａｒｃｏｍａｓｏｆｔｈｅｈｅａｄａｎｄ

ｎｅｃｋ［Ｊ］．Ｏｒａｌｏｎｃｏｌ，２０１０，４６（１１）：７８６７９０．

［３４］　ＧＩＬＺ，ＰＡＴＥＬＳＧ，ＳＩＮＧＨＢ，ｅｔ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ｐｒｏｇｎｏｓｔｉｃ

ｆａｃｔｏｒｓｉｎ１４６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ａｎｔｅｒｉｏｒｓｋｕｌｌｂａｓｅｓａｒｃｏｍａ：ａ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ｓｔｕｄｙ［Ｊ］．Ｃａｎｃｅｒ，２００７，１１０（５）：

１０３３１０４１．

［３５］　Ｏ’ＳＵＬＬＩＶＡＮ Ｂ， ＧＵＬＬＡＮＥ Ｐ，ＩＲＩＳＨ Ｊ，ｅｔ ａｌ．

Ｐｒ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ｒａｄｉｏｔｈｅｒａｐｙｆｏｒａｄｕｌｔｈｅａｄａｎｄｎｅｃｋｓｏｆｔｔｉｓｓｕｅ

ｓａｒｃｏｍａ：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ｏｆｗｏｕｎｄ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ｓａｎｄｃａｎｃｅｒ

ｏｕｔｃｏｍｅｉｎａ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ｅｒｉｅｓ［Ｊ］．ＷｏｒｌｄＪＳｕｒｇ，２００３，２７

（７）：８７５８８３．

［３６］　ＶＯＮＭＥＨＲＥＮＭ，ＲＡＮＤＡＬＬＲＬ，ＢＥＮＪＡＭＩＮＲＳ，ｅｔ

ａｌ．Ｓｏｆｔｔｉｓｓｕｅｓａｒｃｏｍａ，ｖｅｒｓｉｏｎ２．２０１８，ＮＣＣＮ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ｉｎＯｎｃｏｌｏｇｙ［Ｊ］．ＪＮａｔｌＣｏｍｐｒＣａｎｃ

Ｎｅｔｗ，２０１８，１６（５）：５３６５６３．

［３７］　ＳＴＯＥＣＫＬＥＥ，ＣＯＩＮＤＲＥＪＭ，ＢＯＮＶＡＬＯＴＳ，ｅｔａｌ．

Ｐｒｏｇｎｏｓｔｉｃｆａｃｔｏｒｓｉｎｒｅｔｒｏｐｅｒｉｔｏｎｅａｌｓａｒｃｏｍａ：ａｍｕｌｔｉｖａｒｉａｔ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ａｓｅｒｉｅｓｏｆ１６５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ｏｆｔｈｅＦｒｅｎｃｈＣａｎｃｅｒ

Ｃｅｎｔｅｒ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ａｒｃｏｍａＧｒｏｕｐ［Ｊ］．Ｃａｎｃｅｒ，２００１，９２（２）：

３５９３６８．

［３８］　ＧＲＯＮＣＨＩＡ，ＬＯＶＵＬＬＯＳ，ＦＩＯＲＥＭ，ｅｔａｌ．Ａｇｇｒｅｓｓｉｖｅ

ｓｕｒｇｉｃａｌ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ｉｎ ａ ｒｅｔ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ｒｅｖｉｅｗｅｄ ｓｉｎｇｌ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ｃａｓｅｓｅｒｉｅｓｏｆｒｅｔｒｏｐｅｒｉｔｏｎｅａｌｓｏｆｔｔｉｓｓｕｅｓａｒｃｏｍａ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Ｊ］．ＪＣｌｉｎＯｎｃｏｌ，２００９，２７（１）：２４３０．

［３９］　ＢＡＴＥＳＪＥ，ＤＨＡＫＡＬＳ，ＭＡＺＬＯＯＭ Ａ，ｅｔａｌ．Ｔｈｅ

ｂｅｎｅｆｉｔｏｆａｄｊｕｖａｎｔｒａｄｉｏｔｈｅｒａｐｙｉｎｈｉｇｈｇｒａｄｅｎｏｎｍｅｔａｓｔａｔｉｃ

ｒｅｔｒｏｐｅｒｉｔｏｎｅａｌｓｏｆｔｔｉｓｓｕｅｓａｒｃｏｍａ：ａＳＥＥＲ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Ｊ］．Ａｍ

ＪＣｌｉｎＯｎｃｏｌ，２０１８，４１（３）：２７４２７９．

［４０］　ＴＳＥＮＧＷ Ｈ，ＭＡＲＴＩＮＥＺＳＲ，ＤＯＬ，ｅｔａｌ．Ｌａｃｋｏｆ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ｂｅｎｅｆｉｔ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ａｄｊｕｖａｎｔ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

ｒｅｔｒｏｐｅｒｉｔｏｎｅａｌｓａｒｃｏｍａ：ａＳＥＥＲ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Ｊ］．ＪＳｕｒｇＲｅｓ，

２０１１，１６８（２）：ｅ１７３ｅ１８０．

［４１］　ＢＡＬＬＯ Ｍ Ｔ，ＺＡＧＡＲＳＧ Ｋ，ＰＯＬＬＯＣＫ Ｒ Ｅ，ｅｔａｌ．

Ｒｅｔｒｏｐｅｒｉｔｏｎｅａｌｓｏｆｔｔｉｓｓｕｅｓａｒｃｏｍａ：ａ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ｓｕｒｇｉｃａｌ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Ｊ］．ＩｎｔＪＲａｄｉａｔＯｎｃｏｌＢｉｏｌＰｈｙｓ，

２００７，６７（１）：１５８１６３．

［４２］　ＰＥＺＮＥＲＲＤ，ＬＩＵＡ，ＣＨＥＮＹＪ，ｅｔａｌ．Ｆｕｌｌｄｏｓｅａｄｊｕｖａｎｔ

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ｒａｐｙｆｏｒｒｅｔｒｏｐｅｒｉｔｏｎｅａｌｓａｒｃｏｍａｓ

［Ｊ］．ＡｍＪＣｌｉｎＯｎｃｏｌ，２０１１，３４（５）：５１１５１６．

［４３］　ＢＩＳＨＯＰＡＪ，ＺＡＧＡＲＳ Ｇ Ｋ，ＴＯＲＲＥＳ Ｋ Ｅ，ｅｔａｌ．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ｍｏｄａｌｉｔｙ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ｒｅｔｒｏｐｅｒｉｔｏｎｅａｌｓａｒｃｏｍａｓ：

ａｓｉｎｇｌｅ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ｅｒｉｅｓｏｆ１２１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Ｊ］．ＩｎｔＪＲａｄｉａｔ

ＯｎｃｏｌＢｉｏｌＰｈｙｓ，２０１５，９３（２）：１５８１６５．

［４４］　ＬＥＰ?ＣＨＯＵＸＣ，ＭＵＳＡＴＥ，ＢＡＥＹＣ，ｅｔａｌ．Ｓｈｏｕｌｄ

ａｄｊｕｖａｎｔｒａｄｉｏｔｈｅｒａｐｙｂｅ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ｅｄｉｎ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ｔｏｆｒｏｎｔｌｉｎｅ

ａｇｇｒｅｓｓｉｖｅ ｓｕｒｇｅｒｙ （ＦＡＳ）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ｒｅｔｒｏｐｅｒｉｔｏｎｅａｌｓａｒｃｏｍａ？［Ｊ］．ＡｎｎＯｎｃｏｌ，２０１３，２４（３）：８３２

８３７．

［４５］　ＢＡＬＤＩＮＩＥＨ，ＷＡＮＧＤ，ＨＡＡＳＲＬ，ｅｔａｌ．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ｆｏｒ ｐｒ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ｒａｐｙ ｆｏｒ

ｒｅｔｒｏｐｅｒｉｔｏｎｅａｌ ｓａｒｃｏｍａ： 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 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 ｏｆ ａ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ｘｐｅｒｔｐａｎｅｌ［Ｊ］．ＩｎｔＪＲａｄｉａｔＯｎｃｏｌＢｉｏｌＰｈｙｓ，

２０１５，９２（３）：６０２６１２．

［４６］　ＧＩＡＮＮＩＮＩＬ，ＩＮＣＡＮＤＥＬＡＦ，ＦＩＯＲＥＭ，ｅｔａｌ．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ｕｃｅｄｓａｒｃｏｍａｏｆｔｈｅｈｅａｄａｎｄｎｅｃｋ：ａ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ｔｈ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Ｊ］．ＦｒｏｎｔＯｎｃｏｌ，２０１８，８：４４９．

［４７］　ＣＡＴＴＯＮＣ，ＤＡＶＩＳＡ，ＢＥＬＬＲ，ｅｔａｌ．Ｓｏｆｔｔｉｓｓｕｅｓａｒｃｏｍａ

ｏｆｔｈｅｅｘｔｒｅｍｉｔｙ．Ｌｉｍｂｓａｌｖａｇｅａｆｔｅｒｆａｉｌｕｒｅｏｆ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ｖｅｔｈｅｒａｐｙ［Ｊ］．ＲａｄｉｏｔｈｅｒＯｎｃｏｌ，１９９６，４１（３）：

２０９２１４．

［４８］　ＴＯＲＲＥＳＭ Ａ，ＢＡＬＬＯ Ｍ Ｔ，ＢＵＴＬＥＲ Ｃ Ｅ，ｅｔ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ｌｏｃａｌｌｙ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ｓｏｆｔｔｉｓｓｕｅｓａｒｃｏｍａａｆｔｅｒ

ｐｒｉｏｒｓｕｒｇｅｒｙａｎｄ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ｒａｐｙ［Ｊ］．ＩｎｔＪＲａｄｉａｔＯｎｃｏｌ

ＢｉｏｌＰｈｙｓ，２００７，６７（４）：１１２４１１２９．

［４９］　ＲＯＳＫＯ ＡＪ，ＢＩＲＫＥＬＡＮＤ Ａ Ｃ，ＣＨＩＮＮＳＢ，ｅｔａｌ．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ａｎｄｍａｒｇｉｎｓｔａｔｕｓｉｎｈｅａｄａｎｄｎｅｃｋ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ｕｃｅｄ

ｓａｒｃｏｍａｓａｎｄｄｅｎｏｖｏｓａｒｃｏｍａｓ［Ｊ］．ＯｔｏｌａｒｙｎｇｏｌＨｅａｄＮｅｃｋ

Ｓｕｒｇ，２０１７，１５７（２）：２５２２５９．

［５０］　ＴＡＮ Ａ，ＮＧＡＮ Ｓ Ｙ，ＣＨＯＯＮＧ Ｐ Ｆ．Ｐｏｓｔ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

ｓａｒｃｏｍａｏｆｔｈｅｎｅｃｋｔｒｅ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ｒｅｉｒ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ｆｏｌｌｏｗｅｄｂｙ

ｗｉｄｅｅｘｃｉｓｉｏｎ［Ｊ］．ＷｏｒｌｄＪＳｕｒｇＯｎｃｏｌ，２００６，４：６９．

［５１］　ＧＲＡＨＡＭＪＤ，ＲＯＢＩＮＳＯＮ Ｍ Ｈ，ＨＡＲＭＥＲＣＬ．Ｒｅ

ｉｒ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ｏｆｔｔｉｓｓｕｅｓａｒｃｏｍａ［Ｊ］．ＢｒＪＲａｄｉｏｌ，１９９２，６５

（７７０）：１５７１６１．

［５２］　ＹＡＮＧＪ，ＧＡＯＪ，ＷＵＸ，ｅｔａｌ．Ｓａｌｖａｇｅｃａｒｂｏｎｉｏｎ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ｒａｐｙｆｏｒｌｏｃａｌｌｙ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ｏｒ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ｕｃｅｄｓｅｃｏｎｄ

ｐｒｉｍａｒｙｓａｒｃｏｍａｏｆｔｈｅｈｅａｄａｎｄｎｅｃｋ［Ｊ］．ＪＣａｎｃｅｒ，２０１８，９

（１２）：２２１５２２２３．

［本文编辑］　姬静芳

１３３　中国临床医学　２０１９年６月　第２６卷　第３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２０１９，Ｖｏｌ．２６，Ｎｏ．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