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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efficacy and safety of thalidomide capsule combined with chemoradiotherapy in the treatment of advanced 
cervical cancer. Methods: 62 patients with advanced cervical cancer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on January 1, 2018 and April 1, 2020 were 
selected and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and observation group according to the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 Randomized into the 
experimental group (32 cases) and the control group (30 cases).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were given chemoradiotherapy, while pa-
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combined with thalidomide on the basis of treatment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clinical efficacy and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After 4 weeks of treatment,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bett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in terms of clinical efficacy and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Conclusion: Thalidomide capsule 
combined with chemoradiotherapy in the treatment of patients with advanced cervical cancer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sensitivity 
of cervical cancer patients to radiotherapy and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after radiotherapy, providing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alidomide to become a new radiotherapy sensitizer for the treatment of cervical cancer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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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利度胺联合放化疗治疗中晚期宫颈癌的临床疗效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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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观察沙利度胶囊胺联合放化疗治疗中晚期宫颈癌的有效性及安全性研究。方法：选取 2018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4 月
1 日在我院收治的中晚期宫颈癌患者 62 例，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纽与观察组。随机分为试验组（32 例）与对照组（30
例），对照组患者给予放化疗，观察组患者在对照组治疗基础上联用沙利度胺。比较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及不良反应发生率。
结果：治疗结束 4 周后，观察组在临床疗效及不良反应发生率方面明细优于对照组。结论：沙利度胺胶囊联合放化疗治疗中
晚期宫颈癌患者，能显著提高宫颈癌患者对放疗敏感性，减少放疗后不良反应发生率，为沙利度胺成为新型放疗增敏药为治
疗宫颈癌患者提供了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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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宫颈癌是女性生殖系统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目前其

发病率占女性恶性肿瘤第 4 位 [1]。近年来 , 宫颈癌在发达国家

的发病率已大幅度下降，但在发展中国家宫颈癌的发病率和

死亡率仍居高不下 [2]。早期宫颈癌以手术为主，辅以术后放

化疗，中晚期宫颈癌患者失去手术机会，放疗是其重要辅助

治疗手段。然而，肿瘤细胞因乏氧细胞存在，随着放射剂量

的增加其敏感性变差，如何提高实体瘤的放疗敏感性一直是

放疗生物学的重要课题。目前，已有研究证实沙利度胺可增

强食管癌、结肠癌细胞的放疗敏感性 [3, 4]，但沙利度胺对宫颈

癌放疗敏感性的研究较少，论文对沙利度胺与宫颈癌放疗敏

感性及不良反应展开临床研究。

2 材料和方法

2.1 一般材料

选取 2018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4 月 1 日在我院收治的

中晚期宫颈癌患者 62 例，将患者随机分为试验组（32 例）

DOI: https://doi.org/10.26549/yzlcyxzz.v3i5.4340



18

亚洲临床医学杂志·第 03卷·第 05 期·2020 年 09 月

与对照组（30 例）。两组患者年龄、分期、KPS 评分、病理

等参数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 ＞ 0.05）。

2.2 纳入标准 

（1） 经 病 理 检 查 结 果 证 实 鳞 状 细 胞 癌、 腺 癌， 为

IIB~IVA 期，采用 FIGO2009 分期标准 [5]。

（2）预计生存期超过 3 个月。

（3）无放疗禁忌症。

（4）患者均同意参与本次研究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5）KPS 评分≥ 70 分。

（6）治疗前血常规、肝肾功能、心电图等检查无明显

异常。

2.3 排除标准 

（1）曾进行过手术治疗及放化疗。

（2）合并严重心脑血管疾病、肝肾功能障碍。

（3）合并其他恶性肿瘤及其他消化系统疾病。

（4）合并血液、免疫、内分泌系统及感染等疾病。

（5）无法正常交流、存在认知障碍。

表 1 两组患者基线资料表

指标 对照组（32） 观察组（30） t/χ2 P

年龄 ( 岁 ) 54.36±9.91 55.34±11.67 0.497 0.135

分期 ( 例 )

IIB 期 3 4

IIIA 期 11 8

IIIB 期 11 13

IVA 期 5 7 0.216 0.108

KPS( 分 ) 91.56±3.16 90.11±8.38 0.558 0.079

病理

鳞癌 30 29

腺癌 2 1 0.112 0.378

2.4 治疗方法 

2.4.1 放射治疗 

（1）放疗定位 

所有患者定位前 1~2h 排空直肠和膀胱，然后饮水憋尿

充盈膀胱，取仰卧位，高分子膜固定后行增强 CT 扫描，范

围从 L1 水平至坐骨结节下缘；扫描后图像传输至 TPS 计划

系统进行靶区勾画。

（2）靶区勾画 

临床靶区 CTV 包括子宫、宫颈、肿瘤、阴道上 1/3~1/2

以及盆腔淋巴引流区，包括左右髂总血管、宫旁、骶前、闭

孔的淋巴结区域。无腹主动脉旁淋巴结转移者，上界至腹主

动脉分叉处，下界至闭孔下缘。计划靶区 PTV 在 CTV 的基

础上外扩 0.5cm。处方剂量 95%PTV：50Gy/25f/5w；外照射

期间两组患者均同步给予每周顺铂 20mg/m2，加入生理盐水

500mL 静脉滴注。外照射危及器官的限制：直肠 V50 小于

40% 或 V40 小于 50%，膀胱 V50 小于 50%，股骨头 V50 小于

5%，小肠 V50 小于 10% 。

2.4.2 腔内照射 

两组患均采用 192Ir 后装治疗机，根据患者的宫腔深度、

两侧阴道深度及宫颈口外肿瘤的具体情况设计个性化的施源

器大小，所有患者采用棉球填塞前后阴道，腔内后装治疗在

外照射结束后进行，每周 2 次，A 点剂量为 30Gy/5f。

2.4.3 加用沙利度胺

实验组在以上治疗的基础上加用沙利度胺（常州制药厂

有限公司）治疗，试验组患者于放疗第 1 天开始，每日两次，

每次 50mg，直至放疗结束。

2.5 观察指标

2.5.1 观察阶段

近期疗效根据 RECIST 标准，分为 4 个阶段：完全缓解

（CR）、部分缓解（PR）、疾病稳定（SD）、进展（PD）；

客观有效率（ORR）=（CR ＋ PR）/ 总例数 ×100%；疾病

控制率（DCR）=（CR ＋ PR ＋ SD）/ 总例数 ×100%。

2.5.2 不良反应

不良反应发生率的比较，主要不良反应为血液学毒性与

胃肠道反应。

2.6 统计处理软件

统计学处理采用 SPSS 21 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

计量资料以 ±s 表示，比较采用 t 检验，率的比较采用卡方

检验。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3 结果

3.1 对照组比较

两组患者疗效比较观察组 DCR 与对照组比较，差异均

无统计学意义（P ＞ 0.05）；观察组 OCR 较对照组高，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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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两组治疗前后疗效的对比

疗效 对照组（30）       观察组（32） χ2 P

CR 3 11 18.24 0.001

PR 24 20 4.97 0.035

SD 3 1 6.65 0.058

PD 0 0 15.64 0.000

DCR 27 31 12.16 0.067

OCR 11 20 5.58 0.008

3.2 两组患者不良反应比较 

主要不良反应为血液学毒性与胃肠道反应。血液学反应

主要表现为粒细胞较少，对照组发生率为 46.67%，观察组

40.63%；贫发生率对照组 56.67%，观察组 34.38%；消化道

反应主要有表现恶心、呕吐，对照组发生率 73.33%，观察组

31.25%。腹泻对照组发生率 59.38%，观察者 31.25%；观察组

在贫血、消化道反应的发生率方面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

在粒细胞减少、血小板减少等方面两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具体见表 3。

表 3 不良反应率比较

对照组 观察组
P

I II III IV I II III IV

腹泻 9 7 2 1 7 3 0 0 0.033

便秘 9 3 1 0 3 5 0 0 0.021

大便带血 3 1 2 1 1 0 0 0 0.027

粒细胞减少 8 4 2 0 8 5 0 0 0.135

血小板降低 7 4 2 0 11 3 5 1 0.322

贫血 12 7 0 0 10 1 0 0 0.004

恶心呕吐 16 4 2 0 8 2 0 0 0.023

4 讨论

沙利度胺（反应停，酚咪哌啶酮）曾因严重的致畸而

被停用 [6]，是一种非巴比妥类药物，有抑制单核细胞产生

TNF-α、抑制血管生成、抗凋亡等作用 [7]。目前沙利度胺已

经被运用于黑色素瘤、骨髓瘤、结肠癌中，具有抗肿瘤生成

的作用 [8]。但沙利度胺与放疗结合治疗宫颈癌的研究较少报

道。本研究结果证实，沙利度胺联合放疗能显著提高宫颈癌

患者对放疗敏感性，为沙利度胺成为新型放疗增敏药及临床

治疗宫颈癌提供了理论依据。也有一些研究 [9] 表明，沙利度

胺能降低患者放疗过程中不良反应的发生率，推迟放射性直

肠炎的发生时间，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患者的治疗耐受性和

依从性。但本研究样本量较小、随访时间短，最佳剂量和对

患者的长期影响尚不确定，值得临床进一步推广及更深入的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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