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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共识·

肿瘤热疗中国专家共识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肿瘤热疗专家委员会，

中日医学科技交流协会热疗专家委员会，中华医学会放疗分会热疗学组

摘要：热疗是继手术、放疗、化疗及生物治疗之后的第５种肿瘤治疗手段，亦是重要的肿瘤辅助治疗方法之
一，临床应用无毒、安全，被称为绿色治疗。近年来，肿瘤的热疗越来越受到重视，全国许多地市级医院甚至县级医

院都普遍开展肿瘤热疗，并取得很好的治疗效果。２０１７年中国制定第１版热疗指南，为热疗工作的开展提供标准
和方向。时隔２年，中国临床肿瘤学会（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Ｏｎｃｏｌｏｇｙ，ＣＳＣＯ）热疗专家委员会根据新的证据，
在适应证、禁忌证和操作程序等方面，在原指南的基础上进行再次修订，期望修订后的共识能给热疗工作者带来更

多规范化的指导，更好地为肿瘤患者服务。

关键词：肿瘤；热疗；中国；共识

中图分类号：Ｒ７３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１１６９２（２０２０）０１０００１１０

Ｃｈｉｎｅｓｅｅｘｐｅｒｔ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ｏｎ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ｕｍｏｒｈｙｐｅｒｔｈｅｒｍｉａ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Ｗｏｒｋｉｎｇ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Ｏｎｃｏｌｏｇｙ，ＳｉｎｏＪａｐａ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ａｌ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ｏｎＲａｄｉｏｔｈｅｒａｐｙＢｒａｎｃｈＴｈｅｒｍｏｔｈｅｒａｐｙ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ｚｅｄ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ｔｏ：ＭａＳｈｅｎｇｌｉｎ，Ｅｍａｉｌ：ｍａｓｈｅｎｇｌｉｎ＠ｍｅｄｍａｉｌ．ｃｏｍ．ｃｎ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Ｈｙｐｅｒｔｈｅｒｍｉａｉｓｔｈｅｆｉｆｔｈｏｐｔｉｏｎｆｏｒｃａｎｃｅｒ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ｓｕｒｇｅｒｙ，ｒａｄｉｏｔｈｅｒａｐｙ，ｃｈｅｍｏ
ｔｈｅｒａｐｙａｎｄｂｉｏｔｈｅｒａｐｙ．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ｔｈｅｎｏｎｔｏｘｉｃａｎｄｓａｆｅ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ｆｏｒ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ｈｙｐｅｒｔｈｅｒｍｉａｉｓａｌｓｏｒｅｃｏｇｎｉｚｅｄ
ａｓｔｈｅｈａｒｍｌｅｓｓ＂ｇｒｅｅｎ＂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Ｒｅｃｅｎｔｌｙ，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ｓａｄｏｐｔｅｄｈｙｐｅｒｔｈｅｒｍｉａ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ａｎｄｏｂｔａｉｎｅｄ
ｆａｖｏｒａｂｌ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ｂｅｎｅｆｉｔｓｆｏｒｃａｎｃｅｒ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ａｌｌｏｖｅｒｔｈｅｃｏｕｎｔｒｙ．Ｉｎ２０１７，ｗｅ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ｈｙｐｅｒｔｈｅｒｍｉａ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ｔｏ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ｈｙｐｅｒｔｈｅｒｍｉａ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ａｎｄｓｈｅｄｌｉｇｈｔｏｎｔｈｅｆｕｔｕｒ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ｎＣｈｉ
ｎａ．Ｂａｓｅｄｏｎ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ｕｐｄａｔｅｄ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ｄｕｒｉｎｇｐａｓｔｔｗｏｙｅａｒｓ，ｈｙｐｅｒｔｈｅｒｍｉａｅｘｐｅｒｔ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Ｃｌｉｎｉ
ｃａｌＯｎｃｏｌｏｇｙ（ＣＳＣＯ）ｆｏｒ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ｔｉｍｅａｍｅｎｄｅｄｔｈｅ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ｔｈｅｉｎｄｉｃ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ｔｒａｉｎｄ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
ａｎｄｓｏｏｎ．Ｉｔｉｓｅｘｐｅｃｔｅｄｔｈａｔｔｈｉｓａｍｅｎｄｅｄ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ｃｏｕｌｄ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ｃａｒｅａｎｄｂｅｎｅｆｉｔｖｉａｇｕｉｄｉｎｇｈｙｐｅｒｔｈｅｒｍｉａｐｈｙ
ｓｉｃｉａｎｓｔｏｆｏｌｌｏｗ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ｎｅｏｐｌａｓｍｓ；ｈｙｐｅｒｔｈｅｒｍｉａ；Ｃｈｉｎａ；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

　　肿瘤热疗（ｈｙｐｅｒｔｈｅｒｍｉａ）是指应用不同的物理
因子（射频、微波、超声和激光等）提高肿瘤组织和

（或）全身的温度，利用高温杀伤及其继发效应治疗

肿瘤的一种手段。近年来，对热疗相关理论和实践

的深入认识促进了热疗临床研究的开展，截至２０１９
年，全球共有２１８项热疗临床试验在开展，由中国学
者牵头的临床试验多达３４项，其中Ⅱ～Ⅲ期临床研
究２６项［１］。这些研究为肿瘤热疗的发展提供宝贵

的经验，也不断完善热疗的相关理论知识，包括与化

疗、放疗、免疫及其他生物治疗间的相互作用［２３］。

在当代医疗大背景下，本共识在《中国肿瘤热疗临

床应用指南（２０１７．Ｖ１．１）》［４］的基础上，对热疗相
关临床应用进行证据整理和专家推荐，希望为临床

医师开展热疗提供循证规范和决策参考。

１　浅部热疗
１．１　适应证
１．１．１　浅表肿瘤　（１）全身各部位的皮肤癌，包括
鳞状细胞癌、腺癌和黑色素瘤等。

（２）全身各浅表淋巴结的转移癌，如颈部［５］、锁

骨上区、腋窝和腹股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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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浅表器官及肢体的恶性肿瘤：ａ）头颈部较
表浅的原发肿瘤，如唇癌、牙龈癌、颊黏膜癌以及面

部、头皮和耳廓的癌；ｂ）外阴癌和肛门癌；ｃ）四肢的
肿瘤，如软组织肉瘤［６］和骨肉瘤［７］；ｄ）乳腺癌［８］。

（４）位于体表的复发或转移的肿瘤。
１．１．２　腔道肿瘤　鼻咽癌［９］、食管癌、子宫颈癌和

直肠癌等。

１．２　禁忌证
（１）加温区有明显的热积聚效应的金属物。
（２）恶病质。
（３）严重全身感染。
（４）腔道肿瘤有大而深的溃疡，管腔扭曲成角、

管壁有形成瘘或出血倾向者。

（５）治疗区域热感知、感觉障碍者（如：有假体
植入）。

（６）携带心脏起搏器者。
（７）精神疾病患者、孕妇和无自主表达能力的

患者。

１．３　操作程序与方法
（１）了解病情、病变部位大小、有无热疗禁忌和

是否接受过或正在接受何种治疗。

（２）向患者交代治疗目的、方法、治疗注意事项
及易出现的并发症，治疗前需签署知情同意书。

（３）协助患者取舒适体位，让其精神放松勿
紧张。

（４）一般采用无损测温［１０］；如计划进行有损测

温，应常规行局部消毒，将无菌测温套管刺入欲测温

部位，拔出针芯将测温针置入套管内固定好，再拔出

套管。

（５）若采用体外加温，如微波加热需将辐射器
对准需治疗部位，并尽量平行于该部位，测温线需放

置在治疗区域中心；如射频加热则需将极板与治疗

部位之间用毡垫和水袋耦合。

（６）瘤内治疗温度原则上要 ＞３９．５℃，皮肤表
面温度＜４３℃，欲提高瘤内温度，表皮应加水冷或风
冷，以减少皮肤烫伤。

（７）单独热疗时，每次有效治疗温度时间为
３０～６０ｍｉｎ，若治疗需要，可适当延长至９０ｍｉｎ。相
邻２次传统高温（４３～４５℃）热疗之间要求间隔
７２ｈ。如合并其他抗肿瘤治疗，可酌情调整温度
（＜４１℃）与频次，但２次热疗间隔应≥２４ｈ。同步
放疗时，热疗应在放疗前、后２ｈ内进行，伴随整个
放疗过程。热疗与化疗配合时，可在化疗前、后或同

时进行，化疗药物可用铂类、氟尿嘧啶类、紫杉类、喜

树碱类、蒽环类和烷化剂等，剂量一般等于或少于常

规化疗用量，可用单药，也可联合用药；热疗配合抗

血管生成、靶向治疗和免疫治疗时，可在相应治疗

前、后或同时进行。

（８）加温时测温元件置于皮肤表面的方法比较
简单，但只能代表患者表面温度，有损测温较准确，

但会对患者带来创伤，无论何种方式，均需定期进行

测温元件的温度校准。

（９）子宫颈癌、直肠癌、食管癌和鼻咽癌等腔内
热疗时必须应用插入式专用微波辐射器，并可借助

超声、ＣＴ和ＭＲＩ等影像设备辅助定位。
１．４　注意事项

（１）做好设备的质控工作，设备验收时需要进
行体模实验进行验证，记录辐射器在不同功率和频

率下透热深度、热场均匀性和热场分布图等，并定期

进行测温元件的温度校准，温度误差必须控制在

±０．２℃范围内。
（２）注意测试患者皮肤热感知能力，避免过热

引起烫伤。如有瘢痕，因其吸热性强，要注意重点监

测该区域的温度，避免损伤。

（３）如加温过程中患者有刺痛感，为防止皮肤
烫伤，应立即停止热疗。热疗后如发现皮肤发红和

出现水泡等烫伤问题，参照烫伤处理原则［１１］尽快进

行对症处理。

２　深部热疗
２．１　适应证

适用于除颅内肿瘤以外的全身各部位肿瘤：

（１）头颈部肿瘤，较大较深的复发或难治性癌或各
种软组织肉瘤；（２）胸部肿瘤，如食管癌、肺癌、纵隔
肿瘤、胸膜肿瘤、心包肿瘤以及癌性胸腔积液等；

（３）腹部肿瘤，如肝癌、胰腺癌［１２］、胃癌［１３］、结肠癌、

胆囊癌、腹膜后肿瘤和癌性腹腔积液等；（４）盆腔肿
瘤，如膀胱癌［１４］、前列腺癌、直肠癌、子宫颈癌和卵

巢癌［１５］等；（５）其他部位肿瘤，恶性淋巴瘤、骨与软
组织肿瘤和恶性黑色素瘤等；（６）骨转移瘤［１６］。

２．２　禁忌证
２．２．１　绝对禁忌　孕妇和无自主表达能力的患者；
有器质性中枢神经疾病、恶病质、水电解质严重紊

乱、严重心肺功能不全者；严重感染不能耐受加温治

疗者；体内有热积聚金属置入物和起搏器者；传染性

疾病如活动期梅毒和活动性结核等；精神疾病患者；

身体感知障碍者；出血倾向者。

２．２．２　相对禁忌　伴有神经症状的脑转移者；冠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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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腹部皮下脂肪过厚者；加温治疗部位皮肤有感染

和溃烂者；妇女经期。

２．３　操作程序与方法
（１）深部热疗可选用射频、微波或超声等深部

热疗设备。

（２）向患者交代治疗目的、方法、治疗注意事项
及易出现的并发症，治疗前必须签署知情同意书。

（３）协助患者取舒适并便于治疗的体位，让其
精神放松勿紧张。

（４）热疗前必须通过 ＣＴ或 ＭＲＩ等了解肿瘤部
位和范围，以利于加温区域定位。

（５）根据设备不同，应采用以下不同的程序和
不同的方法。

ａ）电容式射频热疗时，在极板与患者之间用毡
垫和水袋耦合好，极板与患者夹紧，尽力减少空间间

隙，防止空气形成热点，必要时加用小型水囊填塞空

隙，治疗期间全程注意匹配调整，以满足皮肤表面温

度相对较低、深部肿瘤温度高的治疗目的。

ｂ）美国环形阵列式热疗时，先根据患者 ＣＴ或
ＭＲＩ获取患者体宽、体厚及肿瘤位置等数据，然后将
数据导入计划系统通过调节频率、振幅和相位生成

适形性的热场图，在精确计划基础上调节功率，使肿

瘤受到较高热杀伤［１７］。

ｃ）高能超声聚焦热疗时，患者治疗体位根据需
要进行选择，如仰卧位、俯卧位和坐位等，根据治疗

要求对患者进行消毒并镇痛或镇静，酌情插尿管，治

疗靶区需要根据影像学进行定位，目前常用的影像

设备有超声和 ＭＲＩ。采用超声定位者，需利用仪器
内置探头完成对治疗区域的再次定位［１８］，设置好频

率和功率，根据靶区瘤体大小选取适宜的治疗剂量。

当靶区灰度出现明显变化后，结束治疗。

ｄ）大功率微波深部热疗时，目前多通过聚束形
式进行深部热疗。

（６）深部热疗时，需保证每次有效治疗温度时
间维持４５～６０ｍｉｎ，如治疗需要，可适当延长至９０
ｍｉｎ。相邻２次传统高温（瘤内４３～４５℃）热疗之间
要求间隔７２ｈ。如合并其他抗肿瘤治疗，可酌情调
整温度（亚高温＜４１℃）与频次，但２次热疗间隔应
≥２４ｈ。

（７）治疗中需采用实时测温的方式进行温度监
测，含体表测温和深部测温。胸部加温时建议应用

食管内传感测温器，瘤内测温最佳，腹盆部加温至少

应用直肠内传感器测温。有条件时行瘤内测温，最

好多点测温。另外，可设传感器测量口腔或腋下温

度，以对全身温度进行监测。治疗中肿瘤周围正常

组织温度不能 ＞４３℃（颈部热疗时，外耳道温度
≤４１℃）。

（８）治疗中应监测血压和心率的变化。患者在
热疗中出现全身温度过高、心率过快、出汗过多、血

压异常升高或皮肤剧烈疼痛时必须立即中止治疗，

采取措施缓解后可根据情况选择继续治疗，必要时

停止治疗。治疗前、后各测量１次血压和心率。
（９）治疗记录应包括：辐射器大小、患者治疗体

位和水袋结构情况；使用功率、能量、各测温点的数

据、温度曲线及温度参数；患者心率、血压、加温部位

的热感觉、疼痛感觉、是否出现皮肤烧伤和是否出现

皮肤硬结等情况。

２．４　注意事项
（１）设备使用前应了解其性能和有效透热度、

辐射器尺寸和加温的有效范围以及热场是否均匀。

（２）深部热疗原则上不单独作为一种根治手
段，必须结合放疗、化疗或其他治疗手段，以进一步

提高肿瘤治疗的疗效。

（３）热疗反应、并发症和后遗症：ａ）热疗中或热
疗后出现全身温度过高、心率过快、血压异常、出汗

过多而虚脱的全身反应，要及时处理；ｂ）皮肤烧伤，
多数表现为皮肤急性的轻度烫伤，如红肿以及水泡，

按照烧伤处理原则给予及时对症处理；ｃ）皮下疼痛
和硬结，是由于皮下脂肪过热引起，发生率约１０％，
皮下脂肪厚度＞２ｃｍ时发生率增加，应向患者事先
说明，治疗以对症处理为主。

３　全身热疗
全身热疗是指利用红外线、微波和射频等物理

因子通过对全身或局部加温致使全身温度升高达到

全身热治疗效果的一种治疗手段［１９］。

３．１　适应证
（１）临床确诊的恶性肿瘤，患者能耐受并愿意

接受全身热疗。

（２）配合放疗和化疗等其他抗肿瘤综合治疗。
（３）肿瘤术后的预防复发转移治疗。
（４）其他治疗后复发或化疗耐药的治疗。
（５）晚期全身广泛转移的姑息治疗。

３．２　禁忌证
（１）新近脑血管病变，或伴有可引发脑水肿、颅

内高压的疾病或因素。

（２）严重器质性心脏病或心律失常、心脏储备
功能明显下降（心脏功能在Ⅱ级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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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未控制的高血压［血压 ＞１６０／１００ｍｍＨｇ
（１ｍｍＨｇ＝０．１３３ｋＰａ）］。

（４）严重的呼吸功能障碍（肺功能 ＜正常的
６０％）

（５）肝功能或肝脏储备功能明显降低，活动性
肝病。

（６）严重的肾实质或肾血管病变、肾功能不全。
（７）存在未经控制的感染灶或潜在感染灶，以

及有败血症倾向。

（８）未获纠正的中～重度贫血。
（９）有明显出血倾向或弥散性血管内凝血（ｄｉｓ

ｓｅｍｉｎａｔｅｄｉｎｔｒａｖａｓｃｕｌａｒｃｏａ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ＤＩＣ）倾向，单独热
疗时血小板 ＜５０×１０９／Ｌ，合并化疗时血小板 ＜８０×
１０９／Ｌ，妇女经期。

（１０）全身衰竭。
（１１）无自主表达能力患者。

３．３　临床观察指标
（１）观察治疗前、后血常规、尿常规、生化指标、

心肺功能、肿瘤标志物及免疫功能等变化。

（２）观察实体瘤的变化以及患者的疼痛情况、
一般状况和不良反应发生的情况。

３．４　治疗前准备
（１）常规检查：ａ）三大常规；ｂ）生化全项；ｃ）肿

瘤标志物；ｄ）心电图和超声心动图；ｅ）胸片或胸部
ＣＴ、腹部或盆腔ＭＲＩ。

（２）根据患者身体实际情况参考选择如下检查
项目：心肌酶谱、免疫功能、血气分析和肺功能等。

（３）热疗工作人员的准备工作：ａ）患者临床资
料的总结和评估；ｂ）患方知情同意。

（４）护理及相关准备工作：ａ）治疗前充分的休
息和营养 ＋心理护理；ｂ）治疗前根据需要适当补充
能量合剂、氨基酸、脂肪和维生素类；ｃ）治疗前建立
静脉通路；ｄ）治疗前晚酌情给予小剂量镇静药物；
ｅ）出汗较多时应补充水和电解质，保持水、电解质
平衡，防止虚脱发生。

（５）全身热疗设备调试检测：按照热疗设备使
用说明书以及操作规范，检查调试设备。

３．５　治疗规范
３．５．１　加热前准备　（１）确认可以进行全身热疗
后，将患者送入热疗室。

（２）接受红外舱治疗的患者入舱后，固定背部
传感器（肩角下角线与脊椎交点）、患者仰卧于治疗

床上；接受高能微波全身热疗治疗者，需注意保护晶

体及睾丸。

（３）布设体外、直肠温度传感器。
（４）监测生命体征和血氧饱和度，必要时吸氧。

（５）全麻情况下，为防止褥疮发生，患者枕部、
骶尾部及足跟部需加垫棉垫，使足跟部悬空；实施导

尿，并留置导尿；固定四肢；患者眼睑内涂红霉素眼

膏，并戴眼罩，敷凉毛巾。

（６）实施深度镇静的目的在于减轻机体的过度
应激反应，深度镇静以患者维持睡眠状态，对言语刺

激有反应，深反应减弱或消失，呼吸、心率、血压及尿

量正常，对外界言语刺激有反应为基准，调节镇静剂

用量。

３．５．２　治疗中监测　（１）体温监测：ａ）体表温度监
测要求体表温度监测点应均匀分布在体表各区域；

ｂ）体表温度监测点应≥５个；ｃ）必须实时、不间断观
察各体表观测点的温度；ｄ）体表各点温度均需
≤４１５℃。

（２）体内温度监测：ａ）要求体内温度监测点≥１
个；ｂ）体内监测点位于直肠（代表腹腔温度）；ｃ）控
制体内监测点温度≤４１．５℃。红外线或微波体表加
热时，人体皮肤温度首先升高，实时观察各体表观测

点的温度，控制设备使其均匀升高，要求≤４１．５℃。
体内温度观测点位于直肠，以该点温度代表腹腔温

度／体核温度，加热过程中直肠温度持续上升，一般
升温速度为每５分钟内０．２℃。如果低于该速度，
提示升温较慢，应分析升温慢的原因。人体体温达

到３８．５℃以上时，由于机体体温调节的作用，往往
会出现排汗增加，影响升温，此时可以静脉注射东莨

菪碱０．３ｍｇ抑制排汗。当直肠温度达到４０．０℃时
停止高功率加热，维持一定时间，控制直肠温度

≤４１．５℃。人体监测点温度在３９．０～４１．５℃，维持
６０ｍｉｎ。

（３）体液监测：随着体温的变化，人体内环境处
于应激状态，应随时记录补液量和尿量，根据心率和

血压估测血容量情况，进行补液调节。

（４）热剂量监测：全身热疗设备的软件，需有累
积热剂量功能，为了便于比较，建议该剂量定义为等

效热剂量（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ｔｈｅｒｍａｌｄｏｓｅ，ＥＴＤ）４１．８℃，单
位为 ｍｉｎ。累计热剂量（ＥＴＤ４１．８℃）应该 ＞６０
ｍｉｎ。
３．６　治疗中辅助治疗措施

参考《中国肿瘤热疗临床应用指南（２０１７．
Ⅴ１．１）》［５］。

４　体腔灌注热疗
４．１　胸腔热循环灌注
４．１．１　适应证　晚期恶性肿瘤伴发的胸腔积液；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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膜有弥漫性癌性结节的恶性胸腔积液［２０２１］。

４．１．２　禁忌证　重度心肺功能损伤患者；急性感染
患者；伴有发热，体温 ＞３８℃患者；有出凝血功能障
碍者；精神病患者等。

４．１．３　灌注容量及药物的选择　（１）采用循环机
治疗时，灌注的循环溶液一般为１０００～１５００ｍＬ，
胸腔内留液一般是５００ｍＬ左右，因患者个体差异可
有增减；采用外辐射加热治疗时，胸腔内灌注液容量

１００～２００ｍＬ。
（２）溶剂常为生理盐水、林格氏液、葡萄糖液或

蒸馏水（慎用）。

（３）药物选择根据以下几点：ａ）药物必须能通
过其自身或其代谢产物杀死肿瘤细胞；ｂ）药物必须
有低的胸腔通透性；ｃ）药物必须能很快从血浆中清
除；ｄ）药物必须有较强的穿透肿瘤组织的能力；ｅ）
通过加热易增加敏感性、渗透性的药物。具体药物

的选择为顺铂、卡铂、奈达铂、培美曲塞、博来霉素、

丝裂霉素、恩度以及复方苦参等。

（４）用药原则：ａ）既可选择单一给药，也可联合
序贯给药；ｂ）化疗药物的剂量目前暂未有统一的标
准，原则上以静脉用量为标准。若联合静脉应用，则

剂量酌减。

４．１．４　灌注流程　（１）置管：患者取坐立位，常规
探查患侧胸腔积液情况，首先定位于患侧腋后线体

表，常规消毒、铺巾和利多卡因局部麻醉后，在超声

引导下用穿刺针穿入患侧胸腔积液内，可见液体流

出，沿穿刺针放入导丝，拔出穿刺针，沿导丝用扩张

管扩张后放入单腔带侧孔中心静脉导管，拔导丝，固

定中心静脉导管，术毕可引流出淡黄色液体；然后定

位于患侧肩胛线体表（选择前一穿刺点上一肋间或

下一肋间）、在超声引导下用穿刺针穿入右侧胸腔

积液内，可见液体流出，沿穿刺针放入导丝，拔出穿

刺针，沿导丝用扩张管扩张后放入单腔带侧孔中心

静脉导管，拔导丝，固定中心静脉导管，术毕可引流

出淡黄色液体，术毕观察无明显活动性出血征象。

（２）循环灌注，分为热灌注冲洗和热灌注循环
化疗２个步骤。

ａ）热灌注冲洗：连接各管路，循环药液袋内输
入预冲液１５００～２５００ｍＬ，排尽袋内空气，插各测
温传感线，加热预冲液至４３～４５℃。一侧引流管连
接入体阀，一侧引流管连接一次性引流袋，开始冲洗

胸腔，入体端泵速 ５０～７０ｍＬ／ｍｉｎ，温度 ４３℃左
右［２２］（≤４５℃）、一边冲洗一边开放引流，将循环药
液袋

!

预冲液全部冲洗完后，尽量引流尽胸腔
!

液

体，引流出的一次性引流袋内液体全部丢弃（此过

程不产生循环，只是单纯的一端进液一端引流冲洗

过程）。

ｂ）热灌注循环化疗：循环药液袋内输入０．９％
氯化钠溶液约３００～１０００ｍＬ＋化疗药物，将药液加
热至４３～４５℃，一侧引流管接入体阀，另一侧接出
体阀，开始循环热灌注化疗，入体端泵速 ５０～７０
ｍＬ／ｍｉｎ，温度４３℃左右（≤４５℃）、使药物与胸膜充
分、均匀、持续地接触，再回流到加热的循环药液袋，

形成完全密闭的循环治疗系统，维持有效的循环约

６０ｍｉｎ后将循环的药液全部保留在胸腔内。
４．１．５　常见不良反应及并发症　恶心、呕吐和食欲
减退等胃肠道反应以及骨髓抑制、胸痛和发热等；部

分患者出现心力衰竭、肺水肿和气胸［２３］。

４．１．６　注意事项　（１）注意治疗过程中每隔 １５
ｍｉｎ协助患者变换体位１次，连续监测患者体温、心
率、心电图、呼吸、血压和血氧饱和度等指标的变化，

并维持各项生命体征在正常范围。

（２）灌注输入速度应控制在１００ｍＬ／ｍｉｎ以内，
防止诱发急性肺水肿。

（３）向患者交代治疗目的、方法、治疗注意事项
及易出现的并发症，治疗前必须签署知情同意书。

４．２　腹腔热循环灌注
４．２．１　适应证　（１）晚期腹盆腔肿瘤，术前或姑息
治疗。

（２）腹盆腔恶性肿瘤手术发现冲洗液癌细胞为
阳性者。

（３）腹盆腔恶性肿瘤术中发现肿瘤侵及全层或
淋巴结转移或广泛器官、肠系膜及大网膜转移，手术

切除非Ｒ０者［２４２５］。

（４）癌性腹膜炎、腹腔积液［２６］。

４．２．２　禁忌证　（１）恶病质，伴有发热，体温升高，
伴有明显感染者。

（２）有出凝血功能障碍者，严重的心肺功能障
碍者。

（３）各种原因引起的腹腔严重粘连导致穿刺入
肠管的危险性增加。

（４）吻合口存在水肿、缺血和张力等愈合不良
因素者。

（５）生命体征不稳定的患者。
４．２．３　治疗模式　（１）灌注容量，包括循环模式灌
注容量和闭合式外加热灌注容量。

ａ）循环模式灌注容量：灌注容量目标是尽可能
地使整个腹腔脏器表面都有一定浓度药液覆盖，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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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液在腹腔内均匀分布。在实际操作过程当中，由

于患者个体差异及内、外科管路差异性，导致实际腹

腔灌注量差异也很大，内科模式为 １５００～２５００
ｍＬ，外科模式为３０００～５０００ｍＬ［２７］。腹腔内药液
覆盖情况可以借助于Ｂ型超声进行观察。

ｂ）闭合式外加热灌注容量：灌注容量目标是尽
可能地使整个腹腔脏器表面都有一定浓度药液覆

盖，使药液在腹腔内均匀分布。在实际操作过程当

中，由于患者个体差异及腹腔积液量不同，灌注的液

体量根据具体情况为１０００～２５００ｍＬ。
（２）溶剂常为生理盐水、林格氏液、葡萄糖液或

蒸馏水（慎用）。

（３）药物选择根据以下几点：ａ）药物必须能通
过自身或其代谢产物杀死肿瘤细胞；ｂ）药物必须有
低的腹腔通透性；ｃ）药物必须能很快从血浆中清
除；ｄ）药物必须有较强的穿透肿瘤组织的能力；ｅ）
通过加热易增加敏感性、渗透性的药物［２８］。具体药

物的选择：ａ）胃癌选择紫杉醇、泰素帝、奥沙利铂、
顺铂和表柔比星；ｂ）结直肠癌选择顺铂、丝裂霉
素［２９］和奥沙利铂；ｃ）妇科肿瘤选择紫杉醇、多烯紫
杉醇、卡铂、顺铂、奥沙利铂和表柔比星［３０］；ｄ）腹膜
假性黏液瘤选择奥沙利铂、卡铂、顺铂、丝裂霉素和

表柔比星；ｅ）肝胆胰腺癌选择紫杉醇、多烯紫杉醇、奥
沙利铂、卡铂、顺铂、丝裂霉素、表柔比星和吉西他滨。

（４）用药原则：ａ）既可选择单一给药，也可联合
序贯给药；ｂ）化疗药物的剂量目前暂未有统一的标
准，原则上以静脉用量为标准。若联合静脉应用，则

剂量酌减。使用铂类化疗药物时，按照药物说明书

进行水化。使用紫杉醇药物时，按照说明书进行抗过

敏等治疗，对腹膜通透性不高的药物，可适当提高剂

量，以增加局部药物的浓度，提高肿瘤细胞减灭效果。

４．２．４　灌注流程　（１）循环式灌注流程
ａ）腹腔无积液者：Ｂ超定位避开黏连的肠管和

肿瘤，确定穿刺点。常规穿刺建立入体通道，连接输

液器灌入５００ｍＬ温热盐水，确保穿刺针在腔内流速
无阻力，连接循环机管道，设定仪器的工作温度

４５０～４５５℃，单向灌注热盐水，腹腔一般２５００～
３０００ｍＬ，以微感腹胀满为宜，再穿刺置输出端针，
连接循环机管道，开始加热循环治疗。循环中调节

入体温度在４２．０～４５．０℃，出体温度一般在３９．０～
４１．５℃，流速１５０～２００ｍＬ／ｍｉｎ，持续恒温循环５０～
６０ｍｉｎ。根据出体温度调整流速，最后排出部分液
体，腹腔留液≥１５００ｍＬ。注入化疗药物（循环中或
循环后分次给）前，常规注入地塞米松１０ｍｇ、呋塞

米２０ｍｇ。为避免温度 ＞３９℃对大脑损伤，头部常
规敷冷／凉毛巾或戴冰帽。

ｂ）腹腔有积液者：根据积液量和性质不同区别
处理。若积液为流动性，建议先排出积液（方法可

参照胸腔积液［３１］处理要求）；若积液流动性差，先单

向同步热灌洗，边灌边放，用热盐水置换大部分恶性

积液，稀释积液，保证循环治疗的顺畅和疗效的提

高；若是胶冻样积液自穿刺针排出困难，可置较粗的

带侧孔的导管先单向灌洗后再循环化疗，或者有外

科循环灌注设备的行外科术中或术后管路模式。如

果患者一般状况较差，可直接利用腹腔积液循环治

疗；若腹腔有较大包裹性积液，只要包裹腔有２００～
５００ｍＬ液体仍可进行腔内循环治疗。

（２）闭合外加热灌注流程
ａ）将需要注入腹腔内的液体在体外先期进行

加热，液体温度加热到４３～４５℃。
ｂ）将药物分别溶入加热液体后，采用加压模式

快速将热液注入腹腔内，注入液体的原则：先快速注

入未加化疗药物液体，在确保液体无外渗和管道通

畅后，再快速注入化疗药物，最后保留未加化疗药物

的液体进行冲管。

（３）治疗时间及治疗频次：有效治疗温度时间
６０～９０ｍｉｎ／次。频次根据疾病种类和治疗目的选
择。根治术后预防性治疗１～３次；姑息性术后、减
瘤术后、恶性腹腔积液３～５次。根据化疗方案、热
耐受的要求及住院时间的限制，热循环治疗２次间
隔以１～３ｄ为宜、连作２～３次为１个周期。化疗
药物应足量，可以多周期治疗。肿瘤标志物转阴率

血清常常比积液早，建议在积液很快消失、血清标志

物刚转阴时，继续巩固１～２个周期，以确保治疗的
有效性。

（４）对循环灌注失败的预防性措施：如果在热
循环灌注过程中出现循环不畅导致出体温度 ＜
３９℃，建议在药物完全灌注入体腔内后常规采用深
部热疗继续加热 ＞３０ｍｉｎ，以弥补体腔内药液温度
不足，确保热疗的有效性。

４．２．５　常见不良反应及并发症　灌注治疗中或治
疗后可能会出现低热、恶心呕吐或腹胀、腹痛等不

适，可予退热、止吐、解痉和止痛等对症处理后较易

缓解。温热与化疗药物联合，可能产生相互叠加的

不良反应，如骨髓抑制或胃肠道反应、急性肾功能衰

竭、化学性腹膜炎等，应密切观察或监测病情变化。

个别患者会出现胃排空障碍和肠麻痹等并发症，但

这些并发症多与患者本身的疾病因素或手术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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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对症处理后多可恢复正常。

４．２．６　注意事项　（１）术前建立静脉通道。
（２）术中随时观察患者各种症状和体征，如有

异常及时处理，必要时给予心电监护和吸氧。同时

记录好腹腔引流液的性状、颜色和量等。

（３）术后密切观察穿刺部位情况，有无红肿、渗
液和堵塞等。定期进行管道护理，及时封闭腹腔留

置引流管，并妥善固定。询问患者有无恶心和呕吐

等不良反应，并遵医嘱及时准确采集患者各类标本，

为诊疗收集资料。

（４）经体外加热的灌注液循环灌注于腹腔时，
注意观察热疗机运作是否正常，期间应作好患者的

心理护理及基础护理。

（５）向患者交代治疗目的、方法、治疗注意事项
及易出现的并发症，治疗前必须签署知情同意书。

４．３　膀胱热循环灌注
４．３．１　适应证　适用于各期患者，特别是非肌层浸
润性膀胱癌。对其他已有深部浸润的病灶不能发挥

良好的治疗作用，但对浅表有病灶者仍有治疗作用。

４．３．２　禁忌证　膀胱内活动性出血、膀胱穿孔和急
性泌尿系感染。

４．３．３　灌注容量及药物的选择
（１）容量因技术与设备不同有所区别，一般准

备１０００ｍＬ溶液量。
（２）溶剂常为生理盐水、林格氏液或葡萄糖液

或蒸馏水（慎用）。

（３）药物选择根据以下几点：ａ）药物必须能通
过自身或其代谢产物杀死肿瘤细胞；ｂ）药物必须有
较低的通透性；ｃ）药物必须能很快从血浆中清除；
ｄ）药物必须有较强的穿透肿瘤组织的能力；ｅ）通过
加热易增加敏感性、渗透性的药物。具体药物的选

择为表柔比星、吡柔比星、多柔比星、丝裂霉素、羟基

喜树碱和吉西他滨［３２］等，其中吡柔比星溶剂必须是

葡萄糖液或蒸馏水，其余可用生理盐水配置。

（４）用药原则：既可选择单一给药，也可联合序
贯给药。

４．３．４　灌注流程　根据灌注设备及技术不同分为
３种方法。

（１）将微波源通过尿管导入膀胱，再将配置好
的化疗药物灌注入膀胱，后通过微波来加热药液，控

温４２～４５℃；为防止过热，治疗２０ｍｉｎ后将药液泵
出膀胱；再注入相同药液，加热膀胱壁。治疗总共维

持４０ｍｉｎ。
（２）用蒸馏水２０００ｍＬ加塞替派１５０ｍｇ置于

恒温水箱，调温５０～５２℃，三腔尿管插入膀胱，进出
入水管分别连接于恒温水箱的出入水口，将加温的

药液体循环于恒温水箱和膀胱之间，进行热灌注。

（３）予患者非那根 ＋哌替啶镇静止痛，插入尿
管，连接专用治疗管道与热灌注治疗仪，测温探针插

入治疗出入管道，储液袋内灌入化疗药液；设定治疗

温度４５℃、时间４５ｍｉｎ、灌注速度１５０ｍＬ／ｍｉｎ，把治
疗管道间通路打开，形成循环热灌注。

４．３．５　不良反应　主要是化学性膀胱炎和血尿，严
重程度和膀胱灌注量和频率相关，多数不良反应在

停止灌注后可自行改善和消失。其他少见不良反应

包括恶心、呕吐、发热、脱发和泌尿系统感染等，注意

对症处理。

４．３．６注意事项　（１）向患者交代治疗目的、方法、
治疗注意事项及易出现的并发症，治疗前必须签署

知情同意书。（２）核对患者姓名以及药品名称、剂
量、浓度和用法等。（３）询问是否有过敏史。（４）让
患者排空尿液，确认患者未在２ｈ内饮水、输液及服
用利尿剂。

５　肿瘤热疗的疗效评价
５．１　实体瘤

实体瘤的疗效评价参照 ＲＥＣＩＳＴ１．１标准［３３］，

同时应结合患者临床症状改善及日本热疗学会标准

综合考虑。

５．１．１　可测量病灶　（１）在５ｍｍ薄层 ＣＴ上肿瘤
长径≥１０ｍｍ或者淋巴结短径≥１５ｍｍ。

（２）在对比度良好的胸部Ｘ线平片上肿瘤长径
≥２０ｍｍ。

（３）体表病变，如弯角测量器可测量的皮肤结
节等，若≥１０ｍｍ也可作为可测量病变。
５．１．２　不可测量病灶　（１）小病灶（最长直径 ＜１０
ｍｍ或病理淋巴结短轴为≥１０ｍｍ且 ＜１５ｍｍ的）
以及真正的不可测病变。

（２）病理学检查确定的脑膜疾病、腹腔积液、胸
膜或心包积液、炎症乳腺疾病、皮肤或者肺部的癌性

淋巴管炎。

（３）体检发现但成像技术不能重现的腹部肿块
或者包块。

５．１．３　靶病灶的选择　当有 ＞１个可测量病灶时，
每个器官选择≤２个、全身总共选择≤５个作为靶病
灶，靶病灶选择原则是：（１）通常具有最大直径；（２）
每个受累器官都应选择；（３）在影像学上具有可重
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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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４　病灶评价手段　（１）同一病灶在基线期和
随访期的评价应使用同样的检查手段。

（２）影像学具有客观性和可重现性，疗效评价
应通过影像学而非体格检查进行，除非影像学不合

适但能够通过体格检查评估。

（３）ＣＴ是目前ＲＥＣＩＳＴ中最常用的疗效评估手
段和重复性较好的解剖学成像技术，某些情况下可

应用ＭＲＩ，超声具有一定主观性，不能用于测量病灶
的大小。

５．１．５　靶病灶疗效评价标准　（１）完全缓解（ｃｏｍ
ｐｌｅｔｅ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ＣＲ）：所有靶病灶消失，所有病理阳性
淋巴结（无论是靶病灶还是非靶病灶）的短径必须

缩小至＜１０ｍｍ。
（２）部分缓解（ｐａｒｔｉａｌ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ＰＲ）：与基线病

灶最长径之和比较，靶病灶最长径之和下降≥３０％。
（３）疾病进展（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ｖｅｄｉｓｅａｓｅ，ＰＤ）：靶病灶

最长径之和与开始治疗以来记录的病灶最小最长径

之和比较增加≥２０％，并且最长径之和的绝对值增
加≥５ｍｍ，或者出现１个或多个新病灶。

（４）疾病稳定（ｓｔａｂｌｅ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Ｄ）：与治疗开始
以来记录的最小最长径之和比较，病灶最长径之和

既未达到ＰＲ的减少量，也未达到ＰＤ的增加量。
５．１．６　肿瘤标志物　肿瘤标志物不能单独作为客
观疗效评价标准，如果其在治疗开始高于正常，那么

评价完全缓解是其必须降至正常。

５．２　体腔积液
５．２．１　ＣＲ　胸（腹、盆）腔积液完全消失，并维持
＞４周。
５．２．２　ＰＲ　胸（腹、盆）腔积液消退≥５０％且
＜１００％，并维持＞４周。
５．２．３　ＳＤ　胸（腹、盆）腔积液消退 ＜５０％或增加
≤２５％，并维持＞４周。
５．２．４　ＰＤ　胸（腹、盆）腔积液增加＞２５％。
５．３　患者生活质量
５．３．１　肿瘤患者生活质量评估

（１）体质量：体质量增加≥７％，并保持 ＞４周，
不包括（第三间隙积液）认为有效；其他任何情况认

为无改善。

（２）疼痛：视觉模拟法（ｖｉｓｕａｌａｎａｌｏｇｕｅｓｃａｌｅ，
ＶＡＳ）将疼痛程度用０～１０分表示，０分为无痛，１０
分为最痛；≤３分，轻微疼痛，能够忍受；４～６分，疼
痛影响睡眠，尚能忍受；７～１０分，强烈疼痛，疼痛难
忍，影响食欲，影响睡眠。患者根据自身疼痛程度进

行评分。疼痛评分比基线提高≥５０％并持续 ＞４周

为有效；有任何恶化情况并持续 ＞４周为无效；其他
情况为稳定。

（３）身体一般状况：根据卡氏评分（Ｋａｒｎｏｆｓｋｙ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ｓｔａｔｕｓ，ＫＰＳ），比较治疗前和治疗后的
生活质量，评分≥１０分为生活质量改善，变化在１０
分以内为生活质量稳定，减少≤１０分为生活质量
下降。

５．３．２　肿瘤患者生活质量评价标准　（１）疼痛和
ＫＰＳ均为有效，判断为临床有效，生活质量改善。

（２）疼痛和 ＫＰＳ中任何１项有效，且另１项稳
定，判断为临床有效，生活质量改善。

（３）疼痛和ＫＰＳ均为稳定，而体质量≥７％的增
长，判断为临床有效，生活质量改善。

（４）疼痛和ＫＰＳ均无效，或任何１项无效，判断
为临床无效，生活质量未改善。

（５）疼痛和ＫＰＳ均稳定，而体质量稳定或减轻，
判断为临床无效，生活质量未改善。

ＫＰＳ评分标准：１００分，正常，无症状和体征，无
疾病证据；９０分，能正常活动，有轻微症状和体征；
８０分，勉强可进行正常活动，有一些症状或体征；７０
分，生活可自理，但不能维持正常生活或工作；６０
分，生活能大部分自理，但偶尔需要别人帮助，不能

从事正常工作；５０分，需要一定帮助和护理，以及给
予药物治疗；４０分，生活不能自理，需要特别照顾和
治疗；３０分，生活严重不能自理，有住院指征，尚不
到病重；２０分，病重，完全失去自理能力，需要住院
和积极的支持治疗；１０分，重危，临近死亡；０分，
死亡。

６　随　访
（１）热疗前、热疗中和热疗后应有ＣＴ或ＭＲＩ等

客观检查可评价肿瘤经治疗后的改观情况。

（２）热疗后１、３和６个月均要复查，进行各项
检查的对照观察，了解治疗后的变化和决定后期是

否继续治疗。

（３）热疗后＞６个月者可３个月或６个月复查１
次，发现问题，及时治疗。

（４）热疗后１年可６个月或１年进行１次复查
即可。

７　小　结
目前肿瘤热疗已被广泛应用于各种肿瘤的治

疗［３４］，并已取得较好的疗效。在全国范围内，开展

热疗的医院日益增多。作为一门交叉学科，热疗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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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极大的发展空间，结合热疗在医学、工程和企业领

域的力量，将促进肿瘤热疗学的发展。目前，拟解决

的关键问题是需要进一步加强全国多中心临床研究

和更紧密的国际合作；只有大规模的前瞻性、随机、

对照的临床研究才能产生更高水平的证据，为热疗

的广泛应用制定出更为标准化的协议。随着相关学

科及工程材料的进步［３５］，热疗必然会迈向新的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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