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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电子扫描 (PE T )与腹部恶性肿瘤

刘福进 孙家邦

采用氛化
一
18

一
2

一
D 脱氧葡萄糖 (简称氛脱氧葡萄糖

,

FD G )的正 电子扫描断层 (P佣i
腼 ~

s -

si on to

咖尹帅y
,

PET)正在被广泛应 用到临床肿瘤学领域
。

因为它可 以提供为癌症治疗带来帮

助的独一无二的功能性资料
,

特别是它可以有助 于估计肿瘤的活性与增长
,

评估疗效
,

检测有

无复发
。

研究 已经显示全身 PE p 万刃C 检查对腹部恶性肿瘤的分期和处理是很有价值的
。

过去 10 年来影像设备有了重要的进展
。

cr 和 M RI 已 经能够显示人体结构和病 变形 态的

详细影像
。

而 PET 的优势则是可以提供伴随疾病过程所出现的人体化学与代谢的改变
。

资料

显示此项技术可以 浏定肿瘤所引起的功 能性改变并为癌症检浏和处理的 改善带来帮助
。

资料与方法

PE T 由数千个圆柱形的闪烁晶体探测器

组成
,

这些探测器 与计算机系统相连接
。

为

完成 Pg F扫描图像
,

需 由回旋加速器经轰击

产生正电子放射性同位素示踪剂
,

再将放射

性物质经化学合成变成放射性药性物质
。

放

射性示踪剂被注入人体然后病人被置于 PE T

机下
,

这些示踪剂随血流在体内分布
,

并聚集

在特异的组织细胞 内
,

如脑细胞
。

体 内的放

射源被探测器识别进入 PE T扫描断层机
,

经

过扫描分析形成 PET 影像
。

原 理

应用 PET 进行癌症 的研究 和检测是 根

据 确恤由u笔〔’〕的早期研究工作而得来
,

此人发

现恶性肿瘤组织有着较高的无氧和需氧糖酵

解率
。

组织糖酵解水平升高使得与糖酵解有

关的酶水平增加
,

如
: 己糖激酶

、

磷酸果糖激

酶
、

丙酮酸脱 氢酶
。

另外还发 现癌细胞有 着

较高速度的葡萄糖膜转运现象
。

几年以后
,

阮kol off 及 同事 [z] 发现一种葡

仪】)53 北京
,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普外科

萄糖类似物

—
氟化去氧葡萄糖具有某些特

性
,

它象葡萄糖一样可以在细胞 内被 己糖激

酶磷酸化但不被进一步代谢
,

仍保留在细胞

内
,

其去磷酸化过程很慢
。

将正电子发射氟
’“
标记的氟去氧葡萄糖

临刀C )静脉注射后能够在细胞内按照癌细胞

糖酵解活性有比例的聚集
。

糖酵解率常被作

为良恶性肿瘤细胞的鉴别
,

还发现肿瘤糖酵

解活性与肿瘤生成速度紧密相关
。

PET 能够独创性地提供活体内组织生物

化学和生理学的资料
,

它常能检测 出结构改

变出现之前 的异常变化
。

在活体内
,

生物化

学的改变是 鉴定肿瘤 和制定治疗方 案的根

据
,

因此 PE T
一

FD( ; 检查可以提示结构改变之

前肿瘤对治疗的反应
。

研究显示 FD G 在所有人类肿瘤 组织 中

聚集
,

在大多数 PET 中心
,

肿瘤作为常规检

测项 目
,

如脑
、

乳腺
、

结直肠
、

头颈部
、

肝
、

肺 以

及淋 巴性肿瘤
、

黑色素瘤
、

骨 骼肌恶性 肿瘤

等
。

对于这 些部位 的肿瘤 PET 检查 的敏感

性
、

特异性 及准确性均在 80 % 以 上图
。

PET

检查特别是全身 PET 扫描机在对肿瘤的研

究
、

诊 断 和治 疗 的重 要性
,

正在 迅速 提高
。

PET
~

FD( ; 扫描可 以用于临床怀疑肿瘤
,

但其

它影像学检查没有发现证据的患者
。

它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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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选择适 当治疗方 案而提供肿瘤 的侵 及范

围
。

当肿瘤治疗后通常由于局部瘫痕化或变

形而很难评估有无复发
,

然而 PE I项」可 以解

决此类问题
。

PE T
~

Fl犯 的应用

肿瘤的病 例
,

在 对于转移性 肝癌 的诊断 中
,

PE T 优于 cr 的价值
。

在 临床观察 中也发现

炎症有时可导致 FD G 吸收率增加
。

在对 PET
-

FD G 的腹 部影像观察中要注

意到
,

除肿瘤部位可以显示外
,

正常膀胧
、

心

脏
、

肾脏等器官 FDG 也有聚集影像
。

PET
~

H X二的典型应用是针对结肠癌患者

的检查
,

全身扫描仅特别适用于结肠癌的诊

断和分期
,

Gan
ta 和 Fri ck [’] 已经对 PE T 的结

肠癌术前分期进行 了评估
。

他们 发现 PET

的敏感性
、

特异性租准确性均优于 cr
。

其数

据显示
,

PE T 分别 为 100 %
、

85
.

7 %
、

94
.

4 %
,

而 cr 分别为 63
.

6 %
、

42
.

8%
、

55
.

5 %
。

在另

一组研究 中
,

对肿瘤复发 的检测上结果也相

同
。

他们的发现提示 PE T 对诊断术后
、

治疗

后肿 瘤 的复 发 或残 留都具有 良好 的 价值
。

·

Stra u ss 等 [s] 研究 了 33 例患者 发现 PET 均能
·

显示肿瘤复发部位和影像
,

肿瘤的 FD G 吸收

峰与软组织瘫痕有着 明显不 同
。

S而th 及 同

事困研究 了结 直 肠 癌肝 转 移 的病 例
,

发 现

FDG 在肿瘤的边缘聚集
,

而 中心无 吸收
。

Ito

等 [v] 比较了 PE T 及 M班 对鉴别直肠癌复 发

还是瘫痕病变的一组病例
,

发现 FD( 二有明显

聚集者为肿瘤复发团块
,

反之则为瘫痕团块
。

而 MRI 由于假 阳性的存在
,

在对肿瘤治疗效

果判断上的价值低于 PET
o

H al犯政o r
等[sj 对 44 例结肠 癌复 发病人

放疗前后进行 了比较
,

同时检测血浆 CEA 水

平
。

有 14 例病人 FD G 吸收率增高而 CEA 正

常
,

仅有 2 例 FD G 正 常而 CEA 升高 ;提 示

PE T 比 CEA 要 敏感的多
。

他们也观 察到放

疗后 凡X 二水平下降
,

显示 了 PET 对评价姑息

性治疗的价值
PE T 对腹部其他恶性肿瘤检测 的资料较

少
。

Gol 概咭等图曾报道 了 38 例腹部或盆腔

总 结

PET
~

FD( 〕扫描的未来发展将受到新的更

有效的示踪剂的发现的影响
。

PE T
~

FD G 提供

了一种机会
—

使用被标志的化疗药物如 5
-

Fu [’。〕去研究肿瘤的生化特性
。

不久会出现

更多的报道
。

FDG 是一种有前途 的示踪剂
,

它的 2 小时半衰期特性使它易于应用
,

今后

数年将继续得 到应用
。

全身 PE T
~

FD G 检查

正被迅速介绍到肿瘤临床中
,

因为它可 以提

供独一无二的功能性资料
,

能够被用于肿瘤

的治疗中
,

特别是在对肿瘤活性
、

肿瘤增长的

功能性价值
、

评价治疗效果及肿瘤复发 的检

测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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