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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改良经皮微波消融术治疗肝癌的策略与方法，简化治疗过程，提高疗效。方法　用冷循环微波消融针
治疗原发性肝癌９２例（１４９个结节），平均直径（４．９±３．４）ｃｍ。采用不间断消融和环形不间断消融方式分别对直径６ｃｍ以内

及以上的瘤体进行消融治疗。瘤体直径４ｃｍ以内，仅用微波消融。瘤体直径４ｃｍ以上，微波消融术前采用肝动脉化疗栓塞

（ＴＡＣＥ），术中优先消融滋养动脉，６ｃｍ以上瘤体采用环形不间断消融策略并加用双针消融。术后定期增强ＣＴ复查评价疗

效，并观察１、２、３年生存率。结果　一次性完全消融率为７６．５％（１１４／１４９），二次完全消融率为８６．６％（１２９／１４９），多次完全
消融率为９５．３％（１４２／１４９）。本组患者１、２、３年累计生存率分别为９４．６％（８７／９２）、７２．９％（６２／８５）、６１．４％（３５／５７）。

结论　单一微波消融治疗对小肝癌疗效显著；ＴＡＣＥ＋滋养动脉优先消融＋双针消融的组合策略是治疗巨块型肝癌的有效方
法；环形不间断消融策略能大幅减少大肝癌消融布点、简化治疗过程，有可能成为追求巨块型肝癌原位灭活的新途径。

　　［关键词］　肝肿瘤；肝细胞癌；经皮微波消融；不间断消融；环形不间断消融

　　［中图分类号］　Ｒ７３５．７　　　［文献标志码］　Ａ　　　［文章编号］　０２５８８７９Ｘ（２０１２）０８０８７２０４

Ａ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ｐｅｒｃｕｔａｎｅｏｕｓｍｉｃｒｏｗａｖｅａｂｌ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ｆｏ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ｈｅｐａｔｏｃｅｌｌｕｌａｒ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ａｎ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ｏｎ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ｅｆｆｅｃｔｓ

ＣＨＥＮＪｉａｎ，ＪＩＮＸｉａ，ＣＨＥＮＸｉａｏ，ＬＩＵＨｕａ，ＹＡＮＣｈａｏｈｕｉ，ＺＨＡＮＧＷｅｉｂｉｎｇ，ＺＨＵＡｉｐｉｎｇ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Ｊｉａｎｇｓｕ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Ｃｏｒｐｓ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ｅｏｐｌｅ’ｓＡｒｍｅｄＰｏｌｉｃｅＦｏｒｃｅ，Ｙａｎｇｚｈｏｕ２２５００３，Ｊｉａｎｇｓｕ，Ｃｈｉｎａ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２０１０６　　　　［接受日期］　２０１２０５０８
［作者简介］　陈　建，硕士，主任医师．
通信作者（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ａｕｔｈｏｒ）．Ｔｅｌ：０５１４８２７８１８３１，Ｅｍａｉｌ：ｗｊｃｊ３１２４＠１２６．ｃｏｍ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Ｔｏｍｏｄｉｆｙｔｈｅ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ａｎｄ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ｏｆｐｅｒｃｕｔａｎｅｏｕｓｍｉｃｒｏｗａｖｅａｂｌ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

ｈｅｐａｔｏｃｅｌｌｕｌａｒ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ＨＣＣ），ｓｏａｓｔｏｓｉｍｐｌｉｆｙｔｈｅ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ｐｒｏｃｅｓｓａｎｄ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ｅｆｆｅｃｔ．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ｔｏｔａｌ

ｏｆ９２ＨＣＣ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１４９ｎｏｄｅｓ，ｗｉｔｈａｎａｖｅｒａｇｅ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ｏｆ（４．９±３．４）ｃｍ，ｗｅｒｅｔｒｅａｔｅｄｂｙｔｈｅｎｅｗｌｙｄｅｓｉｇｎｅｄｃｏｏｌｉｎｇ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ｍｉｃｒｏｗａｖｅｅｌｅｃｔｒｏｄｅ．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ａｂｌａｔｉｏｎｗａｓｕｓｅｄｆｏｒｔｕｍｏｒｓｗｉｔｈ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ｓｌｅｓｓｔｈａｎ６ｃｍａｎｄｒｉｎｇｓｈａｐｅｄ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ａｂｌａｔｉｏｎｗａｓａｐｐｌｉｅｄｆｏｒｔｕｍｏｒｓｗｉｔｈ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ｓｍｏｒｅｔｈａｎ６ｃｍ．Ｍｉｃｒｏｗａｖｅａｂｌａｔｉｏｎｗａｓｕｓｅｄｔｏｔｒｅａｔｔｕｍｏｒｓｗｉｔｈ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ｓｌｅｓｓｔｈａｎ４ｃｍ．Ｆｏｒｔｕｍｏｒｓｗｉｔｈ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ｓｍｏｒｅｔｈａｎ４ｃｍ，ｔｒａｎｓｃａｔｈｅｔｅｒａｒｔｅｒｉａｌｃｈｅｍｏｅｍｂｏ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ＡＣＥ）ｗａｓ

ｕｓｅｄｂｅｆｏｒｅｍｉｃｒｏｗａｖｅａｂ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ａｒｔｅｒｉｅｓｗｅｒｅｇｉｖｅｎｐｒｉｏｒｉｔｙｆｏｒａｂｌａｔｉｏｎ．Ｒｉｎｇｓｈａｐｅｄ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ａｂｌａｔｉ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ａｎｄｄｏｕｂｌｅａｎｔｅｎｎａａｂｌａｔｉ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ｗｅｒｅａｄｏｐｔｅｄｆｏｒｔｕｍｏｒｓｏｖｅｒ６ｃｍ．ＥｎｈａｎｃｅｄＣＴｓｃａｎｓｗｅｒｅ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ｄａｔｒｅｇｕｌａｒ

ｉｎｔｅｒｖａｌｓｔｏｅｖａｌｕａｔｅｔｈｅ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ｅｆｆｅｃｔａｎｄｔｈｅｏｎｅ，ｔｗｏａｎｄｔｈｒｅｅｙｅａｒｓｕｒｖｉｖａｌｒａｔｅｓｗｅｒｅ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　（１）Ｔｈｅ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ｎｅｃｒｏｓｉｓｒａｔｅｓｆｏｒｏｎｃｅ，ｔｗｉｃｅ，ａｎｄ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ａｂｌａｔｉｏｎｓｗｅｒｅ７６．５％（１１４／１４９），８６．６％（１２９／１４９）ａｎｄ９５．３％（１４２／

１４９），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２）Ｔｈｅｏｎｅ，ｔｗｏａｎｄｔｈｒｅｅｙｅａｒｓｕｒｖｉｖａｌｒａｔｅｓｉｎｏｕｒ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９４．６％（８７／９２），７２．９％（６２／８５）ａｎｄ

６１．４％ （３５／５７），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Ｓｉｎｇｌｅｍｉｃｒｏｗａｖｅａｂｌａｔｉｏｎｉｓ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ｆｏｒｓｍａｌｌＨＣＣ．Ｄｏｕｂｌｅａｎｔｅｎｎａａｂｌａｔｉｏｎ＋ｆｉｒｓｔ

ａｂ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ａｒｔｅｒｙ＋ ＴＡＣＥｗａｓ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ｆｏｒｈｕｇｅＨＣＣ．Ｒｉｎｇｓｈａｐｅｄ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ａｂｌａｔｉ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ｃａｎｇｒｅａｔｌｙｒｅｄｕｃｅａｂｌａｔｉｏｎ

ｐｏｉｎｔｓａｎｄｓｉｍｐｌｉｆｙｔｈｅａｂｌ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ｗｈｉｃｈｉｓｐｒｏｂａｂｌｙａｎｅｗｗａｙｆｏｒｉｎｓｉｔｕ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ｎｅｃｒｏｓｉｓｏｆｈｕｇｅＨＣＣ．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ｌｉｖｅｒｎｅｏｐｌａｓｍｓ；ｈｅｐａｔｏｃｅｌｌｕｌａｒ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ｐｅｒｃｕｔａｎｅｏｕｓｍｉｃｒｏｗａｖｅａｂｌ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ａｂｌａｔｉｏｎ；ｒｉｎｇｓｈａｐｅｄ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ａｂｌａｔｉｏｎ
［ＡｃａｄＪＳｅｃＭｉｌＭｅｄＵｎｉｖ，２０１２，３３（８）：８７２８７５］

　　超声引导下经皮微波消融治疗肝癌的效果已被
大样本远期疗效追踪研究所证实，尤其在较小肝癌
（直径＜３ｃｍ）治疗方面可与外科手术疗效相媲
美［１４］。完全消融大肝癌在理论上可行，但由于单点

消融范围相对有限，所需消融布点繁多，对治疗技术
要求较高，在实际操作中存在较大难度。因此，有必
要对微波消融肝癌的策略与方法进行改良，并探寻
适合大肝癌完全消融的新途径。



第８期．陈　建，等．改良经皮微波消融术治疗肝癌的临床疗效观察 ·８７３　　 ·

１　资料和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回顾性分析２００７年３月至２０１０年３
月间经肝穿刺活检病理确诊、在我科接受微波消融治疗
的原发性肝癌病例，弥漫性肝癌、伴门静脉主干及其左
右分支主干癌栓以及肝功能ＣｈｉｌｄＣ级者均不入组。共
收集９２例原发性肝癌（１４９个癌结节）患者的临床资料，
其中男７４例、女１８例，年龄２５～７８岁，中位年龄５３岁。
其中５３例甲胎蛋白（ＡＦＰ）阳性。９２例中，７９例单发结
节，１３例多发结节（同时多发，２～４个）。接受消融治疗
后，上述病例中１９例再发肝癌（在消融处外新生癌结
节）共３７个结节。９例伴有门静脉２～３级分支癌栓。
肿瘤平均直径（４．９±３．４）ｃｍ，最大肝癌大小为８ｃｍ×９
ｃｍ×１０ｃｍ。Ｃｈｉｌｄ分级：Ａ级４９例、Ｂ级４３例。

１．２　主要仪器及设备　百胜ＤＵ６彩色多普勒超声
诊断仪。ＦＯＲＳＥＡＭＴＣ３Ｃ型新型冷循环微波消融
肿瘤治疗仪（南京庆海微波电子研究所），微波频率

２４５０ＭＨｚ，最大允许功率１００Ｗ。微波消融针外径

２．０～２．２ｍｍ，微波辐射端长度１．５ｃｍ。消融时针体
温度保持在２５℃以下。配备组织间测温针。

１．３　消融治疗　镇痛、麻醉：直肠内置吲哚美辛栓

２５ｍｇ，肌注地西泮５ｍｇ，肌注盐酸哌替啶５０ｍｇ，

１％利多卡因局部麻醉。共５例采用局部麻醉辅以

静脉麻醉。消融操作：在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仪实
时引导下实施微波消融治疗。计划消融范围超过瘤
体边缘０．５～１．０ｃｍ，消融功率５０～１００Ｗ，单点消
融时间６～１０ｍｉｎ。必要时，在消融区与重要结构之
间布置测温针，温度达到５０℃时，停止消融。多点消
融时布点原则：（１）险处优先，对邻近心脏、胆囊、肝
门、肠道、大血管等重要结构处的肿瘤组织优先实施
消融，以确保穿刺布点以及消融过程得到清晰监测，
不受消融后组织内气体强回声的干扰，保证重要结
构的安全；（２）瘤内滋养动脉优先，阻断肿瘤动脉血
供；（３）深处优先；（４）双针优先，瘤体直径＞６ｃｍ时
采用；（５）肿瘤长轴优先，减少穿刺次数。

１．４　消融方式　（１）不间断消融：是传统的消融方
式，追求消融区域覆盖肿瘤全部，不留消融盲区。本
组中，对直径２ｃｍ以内的肿瘤拟实施单点消融；对直
径３～６ｃｍ肿瘤实施多点消融。采用“切片面包法”对
肿瘤进行分区，按次序对每一“切片分区”进行有序的
不间断消融。为了最大限度不致残留，相邻针道间距

２．０～２．５ｃｍ。（２）环形不间断消融：是对传统消融技
术的改良，适合对较大肝癌进行消融。对直径６ｃｍ以
上的较大瘤体，仅对瘤体外周组织进行不间断消融，
形成环形微波消融区，将肿瘤内部未消融区包围起
来，并使之获得缺血性坏死（图１ＡＣ）。

图１　肿瘤环形不间断微波消融（ＡＣ）和滋养血管优先消融（Ｄ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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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ｅｌｔｏｆａｈｕｇｅＨＣＣ；Ｂ：Ｈｙｐｅｒｅｃｈｏｉｃｓｐｏｔｓｌａｂｅｌｅｄｂｙｇｒｅｅｎ“＋”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ａｎｔｅｎｎａ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ｉｎｓｕｒｒｏｕｎｄｉｎｇａｒｅａｉｎＨＣＣｆｏｒｍｉｎｇｒｉｎｇｓｈａｐｅｄ

ｍｉｃｒｏｗａｖｅａｂｌａｔｉｏｎ；Ｃ：Ｒｉｎｇｓｈａｐｅｄ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ＰＭＡｌｅａｄｓｔｏ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ｉｓｃｈｅｍｉｃｌｉｑｕａｔｉｏｎｎｅｃｒｏｓｉｓ（ａｒｒｏｗｓ）；Ｄ：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ａｒｔｅｒｙｏｆａｈｕｇｅＨＣＣ

ｗｉｔｈｉｔｓｖｍａｘ１５６ｃｍ／ｓ；Ｅ：Ｔｈｅｂｌｏｏｄｆｌｏｗｄｉｓａｐｐｅａｒｅｄａｆｔｅｒａｂｌａｔｉｏｎ（１００Ｗ，１０ｍｉｎ），ｔｗｏ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ｈｙｐｅｒｅｃｈｏｉｃａｎｔｅｎｎａｐａｔｈｓｕｒｒｏｕｎｄｅｄｂｙｌｏｗ
ｅｃｈｏｇｅｎｉｃａｂｌａｔｉｏｎａｒｅａ

１．５　扩大消融范围组合策略　本研究采用肝动脉
化疗栓塞（ＴＡＣＥ）＋滋养动脉优先消融＋双针消融
作为扩大消融范围组合策略。（１）消融前先行 ＴＡ
ＣＥ：对直径＞４ｃｍ的肿瘤，在肝储备良好的前提下，
先行ＴＡＣＥ，目的在于显著减少瘤体内动脉血供，进
而扩大微波消融范围。１周内实施微波消融。（２）滋
养动脉优先消融：在彩色超声指引下，优先对肿瘤内
滋养动脉主干进行消融，进一步减少肿瘤血供（图

１Ｄ，１Ｅ）。（３）双针消融：双针同时消融的范围优于
先后消融代数和。本组对直径６ｃｍ以上的瘤体实

施双针同时消融。

１．６　疗效评价　定期复查：微波消融前常规检查增
强ＣＴ，在术后６个月内每２个月１次，以后两年内
每３个月１次。对比观察消融区的演变，重点判断
消融区是否有残癌及肝内有无新生肝癌结节。定期
进行彩色超声随访，如消融区边缘出现低回声区并
向周围肝组织内突出，内部见血流信号，则明确表明
局部肿瘤残留。一旦确诊应及时追加微波消融，以
求完全消融。血ＡＦＰ阳性者，定期随访 ＡＦＰ水平，
术后１年内每月１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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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　统计学处理　应用ＳＰＳＳ１１．０软件进行分析，
计量资料采用ｔ检验，计数资料采用χ

２检验，检验水
平（α）为０．０５。

２　结　果

２．１　局部瘤体完全消融率　结果（表１）表明：一次

性完全消融率为７６．５％（１１４／１４９），二次完全消融率
为８６．６％（１２９／１４９），多次（５次以内）完全消融率为

９５．３％（１４２／１４９）。其中最大瘤灶（８ｃｍ×９ｃｍ×１０
ｃｍ）在２次ＴＡＣＥ基础上经滋养血管优先消融＋双
针消融 ＋ 环形不间断消融后也获得完全消融
（图２）。　　　　

表１　不同大小的肝癌在不同消融频次下的完全消融率

Ｔａｂ１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ｈｅｐａｔｏｃｅｌｌｕｌａｒ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ｓｉｚｅ，ａｂｌａｔｉｏｎｔｉｍｅｓａｎｄ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ｎｅｃｒｏｓｉｓｒａｔｅ
％（ｎ／Ｎ）

Ａｂｌａｔｉｏｎ ＜２ｃｍ ２４ｃｍ ４５ｃｍ ５６ｃｍ ≥６ｃｍ Ｔｏｔａｌ

Ｏｎｅ １００（１７／１７） ９３．０（４０／４３） ８３．３（３５／４２） ６０．６（２０／３３） １４．３（２／１４） ７６．５（１１４／１４９）

Ｔｗｉｃｅ １００（４３／４３） ９０．５（３８／４２） ７８．８（２６／３３） ３５．７（５／１４） ８６．６（１２９／１４９）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９７．６（４１／４２） ９０．９（３０／３３） ７８．６（１１／１４） ９５．３（１４２／１４９）

图２　巨块型肝癌采用环形不间断微波消融后ＣＴ表现

Ｆｉｇ２　ＣＴ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ｏｆａｈｕｇｅｈｅｐａｔｏｃｅｌｌｕｌａｒ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ａｆｔｅｒｒｉｎｇｓｈａｐｅｄ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ｍｉｃｒｏｗａｖｅａｂｌａｔｉｏｎ
Ａ：Ｐｌａｉｎｓｃａｎ；Ｂ：Ａｒｔｅｒｙｐｈａｓｅ；Ｃ：Ｖｅｉｎｐｈａｓｅ．Ｔｗｏｙｅａｒｓ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ｒｉｎｇｓｈａｐｅｄ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ａｂｌａｔｉｏｎ，ｎｏｅｎｈａｎｃｅｍｅｎｔｉｎｂｏｔｈａｒｔｅｒｙａｎｄｖｅｉｎ

ｐｈａｓｅ，ｗｉｔｈｂｌｏｏｄｓｅｒｕｍＡＦＰｒｅｔｕｒｎｉｎｇｔｏｎｏｒｍａｌ，ａｃｈｉｅｖｉｎｇａ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ｎｅｃｒｏｓｉｓ

２．２　术后生存率比较　本组患者术后１、２、３年累

计生存率分别为９４．６％（８７／９２）、７２．９％（６２／８５）、

６１．４％（３５／５７）。单病灶患者肿瘤直径＜４ｃｍ、４～５

ｃｍ、５～６ｃｍ、≥６ｃｍ的３年生存率分别为７３．３％
（１１／１５）、７２．７％ （１６／２２）、６４．７％ （１１／１７）、

４２．９％（３／７），平均３年生存率为６８．８％。多发病

灶患者的３年生存率为４４．４％（４／９）。

２．３　血管消融效果　瘤内血流信号清除率为９７．

３％，将滋养动脉置于消融区中心区域，目标血管与

针体平行消融效果更佳。消融条件：功率９０～１００

Ｗ，时间６～１０ｍｉｎ。高速血流消融１～２次后血流

信号消失。本组滋养动脉的最高流速为１５６ｃｍ／ｓ，

消融１次血流信号完全消失（图１Ｄ、１Ｅ）。

２．４　ＡＦＰ水平变化　消融治疗后１个月复查，

ＡＦＰ水平恢复正常者占７５．５％（４０／５３），下降者占

２０．７％（１１／５３），未降者占３．８％（２／５３），此２例未
降者经证实有远处转移。

２．５　并发症　消融区远端３级肝管扩张３例，血清
胆红素水平正常；肝内胆汁池形成２例；右侧少量胸
腔积液７例（膈下肿瘤消融），后自然消退。

３　讨　论

　　局部肝癌是否达到完全消融取决于瘤体大小、
部位、边界是否清晰以及毗邻结构。其中瘤体大小
是核心因素，一次性完全消融率随瘤体增大依次下
降，本组病例通过１～３次消融，４～５ｃｍ、５～６ｃｍ
的肝癌完全消融率分别达到９７．６％、９０．９％，３年生
存率分别达到７２．７％、６４．７％。据此，我们认为，对
于６ｃｍ以下的肝癌宜优先采用微波消融治疗。对
于６ｃｍ以上的肝癌，如果适宜切除则首选外科干
预，对切除后残留或他处再发，则首选微波消融。但

８０％以上的患者由于肝功能储备不足、肿瘤所在解
剖位置等因素，不宜外科切除，微波消融则成为追求
局部肝癌根治的必然选择。因此，我们提出了扩大
消融范围的组合策略，并提出了“环形不间断消融”
的新策略，通过一次或有计划的数次微波消融，巨块
型肝癌可以得到局部根治或有效减瘤。本组≥６ｃｍ
的肝癌患者３年生存率达到４２．９％。

３．１　微波消融策略的改良　（１）扩大消融范围的组合
策略：ＴＡＣＥ＋滋养动脉优先消融＋双针消融。传统
上，微波消融是对较小肝癌（＜３ｃｍ）进行根治的有效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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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目前，随着微波消融针的改进，单点消融范围有所
扩大。但对于巨块型肝癌其价值仍然有限。动物实验
研究证实，血液循环带走的热量显著缩小了消融范围
并影响消融区的形态［５７］，而肝动脉栓塞（明胶海绵＋碘
化油）能显著扩大微波消融范围［７］。基于此，我们提出
“ＴＡＣＥ＋滋养动脉优先消融＋双针消融”的微波消融
新策略，强调３种方法组合使用，减少了布点数，有效降
低了大肝癌消融的困难，取得较好的疗效。新型冷循
环微波消融针允许功率高达１００Ｗ，这是阻断滋养动脉
血流的重要保证。微波针沿滋养动脉长轴置于动脉主
干处，热效益最大。本组中最高动脉流速为１５６ｃｍ／ｓ，

１００Ｗ１０ｍｉｎ消融１次血流信号完全消失。但少数动
脉血流信号需要消融２次才能消失，值得重视。（２）环
形不间断消融策略：针对６ｃｍ以上的大肝癌，如果采
取传统不间断消融方式，布点过多，难以实现。为了减
少布点，我们提出“环形不间断消融”新策略。其可行性
基于以下两个实验依据：微波消融区组织坏死完全［６］；
微波消融有效阻断滋养动、静脉供血［４］，从而有可能阻
断微波消融区内外所有可能的血液沟通。

　　本组最大肝癌大小为８ｃｍ×９ｃｍ×１０ｃｍ，如
实施不间断消融，并且消融区分别超出０．５、１．０
ｃｍ，则理论布点数［８９］分别为７１次、８４次。我们在
前期２次ＴＡＣＥ的基础上对该肿瘤实施了滋养血
管优先消融＋双针消融＋环形不间断消融。先期消
融３次，计消融２７点，后补充消融２次，计５点（针
对边缘残癌），共３２点，最终达到瘤体原位灭活。由
此可见，环形不间断消融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消融
效果。本组中１４例≥６ｃｍ的肝癌采用了此法，完
全消融率达７８．６％，证明了其可行性与有效性。

３．２　改良微波消融治疗术后的疗效随访及并发
症　由于不同患者或同一患者不同瘤体的组织结
构、血供多少各不相同，在同样的消融条件下，消融
范围、形态存在不同。因此，在较大肝癌消融治疗后
残癌较常见。术后定期进行增强ＣＴ复查或彩色多
普勒超声等十分有必要，以便及早发现残癌复发或
他处新瘤，并及时补充消融。

　　微波消融治疗肝癌的生存率与肿瘤分化程度、
大小、数目、有无静脉转移有关［１，１０］。随着瘤体增
大，倾向于局部门静脉分支内以及肝内、外转移，影
响远期生存。如上述巨块型肝癌患者，主瘤获得完
全消融（图２）。但在治疗最初即有数个卫星灶，在
整个病程中共消融２１个肝癌结节，后期出现肋骨、
肺转移，最终生存时间为２５个月。孤立结节预后良
好，１例巨块型肝癌患者，瘤体大小７ｃｍ，无卫星灶
伴随，消融后至今已获得无瘤生存４６个月，ＡＦＰ下
降后一直保持正常水平。对于门静脉分支内局部癌

栓，即使原发灶和癌栓获得完全消融，但肝内、外转
移仍较常见，影响长期生存。

　　微波消融治疗最常见的不良反应是发热，术后

２～３ｄ出现，持续３～７ｄ，体温３７．５～４０℃，对症处
理。本组出现胆道狭窄３例，均出现在３级肝管水
平，未出现黄疸。形成胆汁池２例，较小，均未经特
殊治疗。胸腔反应性少量积液７例，均自然消退。

　　综上所述，与外科手术相比，微波消融适应证更
广，且具有创伤小、并发症少、免疫力增强［１１］等显著

优势。对于较大肝癌，我们采用“ＴＡＣＥ＋滋养动脉
优先消融＋双针消融”消融策略，获得了满意的完全
消融率和生存率。同时，我们对“环形不间断消融”
新策略进行了初步探索，实践证明该策略简化了治
疗过程，部分巨大肝癌获得了完全消融，初步显示出
良好的治疗效果。但本研究样本量较小，相关结论
仍有待进一步研究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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