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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乳腺癌是女性常见的恶性肿瘤，发病率逐年上

升［1］。在欧美国家及我国大中型城市的调查中发

现，乳腺癌的发病率居女性恶性肿瘤之首。近年来，

保乳手术已成为早期乳腺癌的重要治疗方法，术后

需结合放疗也已成为共识。多家机构对保乳手术后

乳腺癌的复发模式进行研究认为，保乳手术后乳腺

癌的局部复发以靠近肿瘤床的部位为主［2－3］。因

此，针对邻近肿瘤床的保乳术后乳腺癌主要复发模

式，越来越多的临床医疗机构开始在术中应用加速

部分乳腺放射治疗技术( accelerated partial breast ir-
radiation，APBI) 代替保乳手术后的全乳放疗，即对

手术切除区域邻近乳腺组织进行直接照射［4］。AP-
BI 包括近距离放射治疗、三维适形放射治疗( 3-di-
mensional conformal radiation therapy，3D-CＲT) 或调

强放 射 治 疗 ( intensity modulated radiation therapy，

IMＲT) 及术中放疗 ( intraoperative radiation therapy，

IOＲT) ［5］。其中 IOＲT 是最新的 APBI 技术，可在麻

醉手术的同期完成，且不受患者呼吸及摆位的影响。
现介绍 1 例早期乳腺癌保乳手术术中放疗病例，并

结合治疗经验阐述乳腺癌术中放疗的筛选标准及处

理方法，以期为此类疾病的诊治提供借鉴。

1 病例汇报

患者，女，45 岁，已婚。2016 年 10 月自检时发

现右侧乳腺包块，位于内下象限，无乳腺疼痛。遂来

我院门诊就诊，查乳腺腋窝彩色超声提示: 右侧乳腺

低回声团块，大小约 18mm×10mm，BI-ＲADS 超声分

级 4B 级; 左侧乳腺低回声团块，大小约 12 mm×7
mm，BI-ＲADS 超声分级 4A 级。右侧腋窝见数个似

肾形结构低回声团块，界清，最大约 28 mm×9 mm。
乳腺钼靶检查提示: 双乳腺增生症部分呈类结节增

生，双腋部淋巴结可见。双乳不均匀致密型: ACＲ C
类。2016 年 11 月 3 日在超声引导下行右侧乳腺包

块穿刺病理提示为右侧乳腺浸润性导管癌。
1．1 体格检查 体温 36．8 ℃，脉搏 69 次 /min，呼吸

19 次 /min，血 压 123 /68 mmHg ( 1 mmHg = 0． 133
kPa)。双侧乳房皮肤无明显红肿，无明显桔皮样

变，双侧乳头在同一水平，乳头无明显凹陷，乳晕及

乳头周围无糜烂。右侧乳腺内下象限可触及包块，

大小约 20 mm×20 mm，包块表面尚光滑，质地较硬，

边界不清，移动欠佳，无波动感，无压痛，无乳头溢

液。左侧乳腺可触及结节，大小约 10mm×10mm，包

块表面光滑，质地软，边界清楚，移动好，无波动感，

无压痛，无乳头溢液。双侧腋下及双侧锁骨上窝无

可触及明显肿大淋巴结。辅助检查: 右侧乳腺包块

穿刺病理提示右侧乳腺浸润性导管癌; 免疫组化:

EＲ 约 60% +，PＲ 约 10% +，Ki-67 约 10% +，HEＲ-2
( 3+)。
1．2 诊疗经过 入院后双侧乳房增强 MＲ 提示右

乳内下结节，BI-ＲADS 4B 类，乳腺癌不除外; 左乳头

后方结节，考虑良性结节，BI-ＲADS 3 类，纤维腺瘤

可能; 余右乳散在斑点状及小结节状强化灶，考虑增

生所致。胸腹部 CT 提示右肺下叶胸膜下小结节，

考虑纤维硬结可能; 右侧局部乳腺组织增厚毛糙; 肝

右后叶低密度灶; L5 右侧横突肥大伴假关节形成。
全身骨显像未见明显转移瘤征象。头颅 MＲ 检查提

示左侧侧脑室旁及右侧额叶脑白质区缺血灶。
排除保乳手术禁忌后，2016 年 11 月 15 日在全

身麻醉下予“左侧乳腺部分切除+右侧乳腺癌保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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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前哨淋巴结活检+术中放疗术”。术中冰冻病

理提示: 右侧乳腺癌各切缘未见癌残留，右侧腋窝前

哨淋巴结阴性，左侧乳腺良性病变。满足保乳要求

及术中放疗条件。遂行 18 Gy 瘤床术中放疗。术后

常规病理示: 浸润性乳腺癌，切缘未见癌组织残留;

右侧腋窝前哨淋巴结 0 /7 见癌转移; 左侧乳腺纤维

腺瘤。免疫组化: EＲ( 2+) ，PＲ( 2+) ，Ki-67 30%+，

HEＲ-2( 3+)。同年 11 月 19 日患者康复出院。拟 2
周后开始静脉化疗，化疗后予以内分泌治疗。

2 病例讨论

乳腺外科徐晓帆主治医师: 患者乳腺肿块已行

粗针穿刺活检，病理已确证浸润性导管癌，乳腺癌诊

断明确。同时，患者有明确保乳要求。乳腺癌患者

保乳适应证包括: 肿瘤直径≤2．5 cm，单发病灶，术

中病理报告肿瘤切缘阴性，手术切缘＞1 cm，浸润性

导管癌，腋窝淋巴结临床阴性。禁忌症包括: 多发病

灶，浸润性小叶癌，乳腺转移癌，放射治疗禁忌患者，

广泛的导管内癌［6］。该患者具有强烈的保乳意愿，

肿瘤大小为 18 mm×10 mm，肿瘤直径＜2．5 cm，且乳

腺 MＲ 检查确定为单发病灶，具有保乳条件。
乳腺外科顾军主任医师: 乳腺癌患者行保乳手

术需腋窝淋巴结临床阴性。我中心采用前哨淋巴结

术中冰冻病理阴性作为淋巴结阴性标准。在乳腺癌

手术中，目前常用的显露前哨淋巴结的方法有染料

法、同位素法、联合定位法。染料法常用的试剂主要

包括异硫蓝、专利蓝和美蓝等，具有操作简单、无放

射性等优势。但美蓝注射后既可进入毛细淋巴管，

又可进入毛细血管，易引起周围组织蓝染，淋巴结多

隐匿在蓝染的脂肪组织内不易辨别，从而影响淋巴

结的检出［7］。同位素法和联合法具有放射性，且需

要特殊仪器，使其使用受到限制。纳米炭混悬注射

液是一种新型淋巴示踪剂，具有高度的淋巴系统趋

向性。与传统染料相比，纳米炭具有不进入血循环、
淋巴组织中停留时间长、毒副作用低等优点。注入

组织内的纳米炭颗粒随组织和淋巴结切除而消除，

少量残留的纳米炭颗粒被巨噬细胞吞噬后，将在数

月内通过肺、肾和肠道排泄而消除［8］。另外，因纳

米炭颗粒直径小于光镜检查范围，故不会影响黑染

组织的病理检查。
病理科吴波主任医师: 患者术前行右侧乳腺包

块穿刺活检，组织形态学与手术切除标本一致，显微

镜下表现为中等分化的浸润性导管癌( Ⅱ级) ，部分

导管有粉刺状坏死，未观察到明确的神经、血管侵

犯，各切缘也均为阴性，同侧前哨淋巴结( 0 /7) 无癌

转移。穿刺标本及手术标本均进行免疫组化标记，

主要指标表达一致，如 PＲ、EＲ、CerbB-2，Ki-67 前后

差别较大( 活检为 10%+，切除标本为 30%+) ，这种

误差与肿瘤的异质性有关。
放疗科朱锡旭主任医师: 乳腺癌保乳手术后需

结合放疗已成为共识。传统的保乳手术术后放疗

“金标准”为保乳手术后全乳切线野和淋巴引流区

剂量为 50 Gy 的照射，分次 1．8 ～ 2 Gy，每周 5 次。肿

瘤切缘阴性患者肿瘤床补量至总 60 Gy，切缘阳性患

者＞65 Gy［9］。虽然临床数据表明保乳手术联合术后

全乳放疗可降低乳腺癌局部复发率，但全乳放疗仍

存在缺陷。放疗剂量很难集中于瘤床部位，局部增

加剂量容易造成明显的皮肤纤维化及表皮色素沉

着，影响乳房美观; 且大剂量易对肺、心脏等乳腺邻

近器官组织造成伤害。另外术后放疗疗程 5 ～ 6 周，

时间较长，给患者的生活带来不便，许多患者不得不

放弃保乳治疗。由于保乳手术后乳腺癌的局部复发

以靠近肿瘤床的部位为主，故越来越多的临床医疗

机构开始应用 APBI 代替保乳手术后的全乳放疗。
APBI 技术包括近距离放射治疗、3D-CＲT 或 IMＲT
及 IOＲT。近距离放射治疗主要通过 MammoSite 放

疗系统实现。装置可在手术同时置入，也可在术后

病理明确切缘阴性后，再在超声引导下行二次手术

置入。3D-CＲT或 IMＲT 其优势主要在于无创，但患

者的呼吸及摆位误差是重要的影响因素［10］。术中

放疗是最新的 APBI 技术。对比另外 2 项技术，术

中放疗可在麻醉手术的同期完成，且不受患者呼吸

及摆位的影响，保证了肿瘤床接收放射剂量的准确

性［11］。目前应用术中放疗辅助治疗早期乳腺癌的

代表性大型前瞻性临床研究分别是 Vaidya 等［12］和

Veronesi 等［13］报道的 TAＲGIT-A 试验。2 项关于保

乳手术术中放疗的临床前瞻性研究结果均显示，术

中和术后放疗对早期乳腺癌患者生存率影响相似，

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术中放疗组皮肤毒性损伤发生

率小于全乳放疗组，但术中放疗组有助于提高保乳

手术的美容效果; TAＲGIT-A 术中放疗组心脏疾患

死亡率明显低于全乳放疗组。但 2 项研究示，术中

放疗组相较于全乳 EBＲT 治疗组局部复发率升高，

可能与 2 组试验均纳入了不符合美国放射肿瘤学会

( American Society for Ｒadiation Oncology，ASTＲO) 推

荐应用 APBI 治疗标准的患者有关。
肿瘤内科管晓翔主任医师: 近年来，基于 DNA

微阵列技术和多基因 ＲT-PCＲ 定量检测的方法对乳

腺癌进行的分子分型来预测乳腺癌的复发转移风险

及其对治疗的反应。目前常将基因芯片技术的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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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型和免疫组织化学结合起来。临床上通常应用

EＲ、PＲ、HEＲ-2 及 Ki-67 可将乳腺癌划分为 Luminal
A 型、Luminal B 型、HEＲ-2 过表达型、Basal-like ( 基

底样) 型 4 类分子亚型。由于不同分子亚型乳腺癌

的临床治疗反应和生存截然不同，研究乳腺癌分子

标志及分子分型对于指导临床治疗与判断预后具有

重要意义。参照中国抗癌协会乳腺癌诊治指南与规

范，根据肿瘤大小、腋窝淋巴结状况、肿瘤组织学分

级、年龄、基因表达状况等将乳腺癌复发风险分为低

危、中危、高危 3 个等级［14］。该患者病理类型为右

侧乳腺浸润性导管癌，EＲ 约 60%+、PＲ 约 10%+、
Ki67 约 10%+、HEＲ-2( 3+) ，基因分型为 Luminal B
( HEＲ2 阳性)。同时因 HEＲ2( 3+) ，HEＲ2 过表达，

虽然腋窝淋巴结阴性、年龄大于 35 岁，但复发风险

分级仍为中危。
治疗方面，Luminal A 型乳腺癌患者应采取辅助

内分 泌 治 疗，而 不 宜 积 极 化 疗; Luminal B 型 中

HEＲ2 阴性、Ki67 指数高者选用辅助内分泌治疗，必

要时联合细胞毒治疗，而 HEＲ2 阳性( 不论 Ki67 指

数如何) 患者选用细胞毒治疗+抗 HEＲ2 治疗+内分

泌治疗; HEＲ2 阳性者采用细胞毒治疗+抗 HEＲ2 治

疗; 基底样乳腺癌采用细胞毒治疗。该患者为 Lu-
minal B 型中 HEＲ2 阳性型，宜选用细胞毒治疗+抗

HEＲ2 治疗+内分泌治疗。

3 结 语

本例患者的经保乳手术联合术中放疗后术后切

口恢复良好，乳房外观完整。对于此类患者的诊治，

多学科综合治疗是早期乳腺癌保乳手术联合术中放

疗治疗成功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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