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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阳霉素和曲安奈德治疗血管瘤临床对比研究

张　莉 ,王　君 ,张成书 ,徐　静 ,李旭文 ,高　嵩

[摘要 ]目的:寻找治疗血管瘤简单 、有效 、达到理想美容效果的方法。方法:将增生期血管瘤随机分为瘤体内注射平阳霉素组

和注射曲安奈德组各 60例 ,观察治疗效果和并发症。结果:平阳霉素的疗效明显优于曲安奈德组(P <0. 05), 两组的并发症

除色素沉着等(P <0. 005)外 ,其余并发症均无统计学意义(P >0. 05)。结论:瘤体内注射平阳霉素是治疗血管瘤安全 、有效 、

简单易行的方法。该方法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外露部位以及重要功能部位正常的解剖形态和功能 , 且对其它方法治疗失败的

患者仍可治愈 , 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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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 ison of effects of intrales ional b leomyc in A5 and

triam cinolone aceton ide in treatm ent of cutaneous hemang ioma
ZHANG L i, WANG Jun, ZHANG Cheng-shu, XU Jing, L IXu-wen, GAO Song

(D epartm ent of P lastic Surgery, TheF irst Affiliated Hospita l of BengbuM edical College, B engbu 233004, China)

[ Abstract] Object ive:To find a sim ple, effective and aesthetic m e thod fo r the trea tm en t of cu taneous hem angiom a in children.

M ethods:One hund red and tw enty children w ith cu taneous proliferating hemang iom a w ere random ly div ided in to two groups. Six ty

children w ere trea ted w ith intralesional b leomyc in A5 hydroch lo ride injection (1 mg /m l) w hile 60 ch ildren we re treated w ith

intralesiona l triam c ino lone ace tonide ace tate in jec tions(10 m g /m l). The trea tm en t ou tcom e and com plica tions we re observed. Resu lts:

The cure ra te and re sponse ra te in the bleom ycin g roup w ere sign 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 t of triam c inolone groups(P <0. 005). The side

e ffec tsw ere diffe rent, bu t no t statistica lly significan.t Conc lu sions:Intralesiona l bleom ycin for the trea tm en t o f cutaneous hem ang iom a in

children is ve ry e ffective, sim ple and safe. I t is better than intra lesiona l triam cino lone acetonide and shou ld be recomm ended.

[ Keyw ords] hem ang iom a;b leom yc in A5;triam cino lone acetonide;surge ry, p la stic

　　对于生长迅速的血管瘤一直未找到很好的治疗

方法。冷冻 、放射治疗不可避免地产生瘢痕或皮肤

色素性改变;硬化剂注射适用于低流量的脉管畸形;

激光治疗的穿透能力只有 1 ～ 2 mm ,与冷冻一样 ,难

以到达较深部位的病灶;手术会造成瘢痕 ,影响功能

和外观 。所以人们一直在寻找能够简单 、有效 、达到

理想美容效果的血管瘤治疗方法。本文对比研究平

阳霉素和曲安奈德瘤体内注射治疗血管瘤的疗效和

并发症 ,以期找到一种治疗增生期血管瘤的理想

方法。

1　资料与方法

1. 1　研究对象　2004年 3月 ～ 2006年 10月在我

院门诊就诊的增生期血管瘤患儿 120例 ,男 32例 ,

女 88例;年龄 1 ～ 9个月。随机分为平阳霉素组(瘤
体内注射平阳霉素 )和曲安奈德组 (瘤体内注射曲

安奈德 ),各 60例 。

1. 2　药物　平阳霉素为天津太河制药有限公司生

产(每支 8 mg,粉剂);曲安奈德为上海通用药业股

份有限公司生产(每支 5 m l, 50 mg,混悬液)。

1. 3　方法　

1. 3. 1　平阳霉素瘤内注射法　术前胸透 、查血常

规 、出凝血时间 ,正常者可注射治疗 。注射方法:用

生理盐水 8 m l溶解平阳霉素粉剂 ,浓度为 1 mg /m l。

用 1 m l的注射器从瘤体外 2 ～ 3 mm处进针 ,放射
状 、均匀地将药液注入瘤体实质内 ,至瘤体表面发白

为止 ,拔针后穿刺点压迫 3 m in。一次注射的最大量

不超过 8 mg,尽量把平阳霉素注射到瘤体的各部

位。间隔 3周根据情况重复治疗 ,剂量与方法同上。

1. 3. 2　曲安奈德瘤内注射法　曲安奈德 ,为乳白色

混悬液 ,用 1 m l注射器和皮试针头 ,离血管瘤边缘

外正常皮肤或黏膜 2 ～ 3 mm处进针 ,将药液均匀地
注射到瘤体的各部位 ,直至瘤体肿胀发白为止 ,一次

注射最大量为 50 mg。经注射有效者 ,间隔 2周重

复注射。

1. 4　疗效判断　(1)特效:注射 1次后瘤体完全消

退 ,有轻度色素沉着 ,皮色 1年后转正常 ,无功能障

碍 ,经随访 2年无复发;(2)显效:注射 2 ～ 4次瘤体

全消 ,随访 2年以上无复发;(3)有效:注射数次后

瘤体明显缩小 ,但未完全消失 ,随访有复发;(4)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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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注射数次以上 ,瘤体无明显变化或继续长大 。

1. 5　统计学方法　采用 χ
2
检验 。

2　结果

　　平阳霉素瘤内注射的临床疗效显著高于曲安奈

德 (P <0. 05)(见表 1),平阳霉素组色素沉着 、局部

组织凹陷并发症明显低于曲安奈德组 (P <0. 05),
两组的其余并发症差别均无统计学意义 (P >0. 05)

(见表 2及图 1、2)。

表 1　两组治疗血管瘤的疗效比较(n)

分组 n 特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

率(%)
χ2 P

平阳霉素组 60 12 39 9 0 100. 0

曲安奈德组 60 3 27 20 10 83. 0 21. 75 <0. 005

合计 120 15 66 29 10 97. 1

表 2　平阳霉素和曲安奈德治疗血管瘤的并发症比较

分组 n 发热
厌食、

呕吐

色素沉着 、

局部组织凹陷
局部坏死

平阳霉素组 60 6 3 2 4

曲安奈德组 60 3 6 23 3

合计 120 9 9 25 7

χ2 — 0. 48 0. 48 22. 28 0. 00

P — >0. 05 >0. 05 <0. 005 >0. 05

3　讨论

　　血管瘤是婴幼儿最常见的血管性良性肿瘤 ,多

数会自行消退 ,但何时开始消退 ,尚无有效的非创伤

性检测手段;另外 ,其增生是快速的 、且会持续发展 ,

严重者损毁容貌 ,引起瘤体所在部位的功能障碍;且

消退是一个相当缓慢的过程 ,范围大的血管瘤消退

后还会残留一些纤维脂肪组织 、局部组织坠积 、瘢

痕 、色素沉着或脱色素等 ,所以在早期快速增生阶段
若能有效地控制血管瘤的发展 ,促其早日消退 ,且不

会留下明显的畸形 ,会减轻患儿父母的心理压力 ,较

之动态观察易为患儿父母所接受。所以对具有以下

特点的血管瘤应积极治疗:患儿年龄不超过 1岁;血

管瘤生长迅速 ,可能会损毁容貌或引起功能障碍;血

管瘤侵犯眼 、外耳道 、口腔 、鼻腔 、肛门等重要器官 ,

影响所在器官功能。

血管瘤的发病机制尚未完全阐明 ,目前认为它

是一血管形成性疾病 ,所以血管形成抑制剂如激素 、

干扰素和平阳霉素对其治疗具有针对性
[ 1]

。局部

用药可以减少全身服药的副作用 ,尤其适用于较小

的局限性病灶 ,所以局部瘤体内注射激素或平阳霉

素就成为大多数医师的较好选择 。

激素 (曲安奈德 )治疗血管瘤是通过抑制其血

管形成而发挥作用的 ,另外 ,它还可抑制雌二醇分泌

及阻止雌二醇与瘤细胞的特异性结合 ,从而抑制血

管瘤的增生 , 促使血管内皮细胞退缩 , 血管瘤消

退
[ 2]

。曲安奈德局部注射后 ,可能出现出血 ,暂时

性肾上腺功能障碍 ,本组 23例患儿注射治疗后 ,出

现局部组织萎缩 、凹陷 ,影响美观 (见图 2),家长不

易接受。

平阳霉素是我国自产的新型抗肿瘤药物 ,进入
瘤体后 ,与旺盛增生的细胞内 DNA分子结合 ,使之

断裂 ,从而有效地阻止细胞分裂增生 ,起到治疗血管

瘤的作用 。也有研究表明 ,平阳霉素是一血管形成

抑制剂 ,通过抑制血管瘤的血管形成性来达到治疗

作用
[ 3]

;另外 ,平阳霉素使组织发生纤维化的副作

用也正是其治疗小儿血管瘤的机制之一 。该药用于

临床后 ,发现不良反应少 ,对骨髓 、肝 、肾及免疫功能

很少抑制 ,可重复给药 。常见的不良反应有:恶心 、

呕吐 、腹泻等;发热;局部少许色素沉着;最严重的并

发症为肺纤维化和肺炎样病变 ,促进肺纤维化的主

要原因是累积用量超过 300 mg。特别需要提醒的

是 ,有 1例唇部血管瘤患儿 ,平阳霉素瘤内注射后引

起局部坏死 ,这可能是由于唇部和会阴部血管瘤的

自然病程中也易发生溃烂 ,平阳霉素注入后药物在

局部积聚 ,更易引起局部组织坏死 。所以 ,这些特殊

部位的血管瘤注射浓度要低一些。经临床观察 ,注

射平阳霉素较曲安奈德疗效好 (P <0. 005);另外 ,

平阳霉素局部注射可作为术前治疗缩小瘤体 ,创造
手术条件和减少术中出血 ,术后补充治疗防止复发;

可单独应用 ,也可配合全身用药(见图 1);我们还将

平阳霉素用于曲安奈德治疗失败的患儿 ,也取得较

好的疗效 。

从临床观察来看 ,平阳霉素瘤内注射血管瘤是

一种安全 、有效 、简单易行的方法 。但必须注意药物

剂量 、浓度 、注射间隔时间及何时终止用药 。 (1)剂

量:平阳霉素治疗婴 、幼儿血管瘤使用时 ,放射状 、均

匀地将药液注入瘤体实质内 ,至瘤体表面发白为止 ,

尽量把平阳霉素注射到瘤体的各部位 ,一次注射的

最大量不超过 8 mg,以免过量对婴 、幼儿的毒副作

用。 (2)浓度:平阳霉素的使用浓度高浓易造成病

变区皮肤表层 ,甚或全层糜烂坏死 ,过低则不易达到

治疗目的 ,对于未满月新生儿的血管瘤 ,药物浓度最

好控制在 1 mg /1. 5 m l,婴儿可配制成 1 mg /m l,幼

儿可提高到 1 mg /0. 8 m l。 (3)疗程间隔时限:血管

瘤的实验动物模型至今尚未能研究成功 ,因此 ,平阳

霉素注入瘤内其组织学改变何时方终止 ,目前尚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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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提高对多发性骨髓瘤肾脏病变的认识。方法:回顾性分析多发性骨髓瘤肾脏活检 17例。结果:光镜下表现为慢

性间质性肾炎 13例 ,肾小球系膜增生性病变 11例 ,管型肾病 9例 ,肾淀粉样变性 5例 , 肾小球硬化 4例 ,间质动脉血管透明变

性 4例。管型肾病较非管型肾病患者肾功能不全更为常见(P =0. 002 3)。血清轻链蛋白阳性率为 88. 2%,尿中轻链蛋白阳

性率为 58. 8%, 以 λ链蛋白为主。结论:多发性骨髓瘤伴肾损害患者临床症候群以肾功能不全多见 ,特征性病理改变主要表

现为管型肾病。血清与尿液中轻链以 λ链蛋白为主。多发性骨髓瘤伴肾损害 、管型肾病患者其临床表现与病理改变均有一

定的特点。

[关键词 ] 多发性骨髓瘤;肾疾病;活组织检查;病理学 ,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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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enal disordrs and clin icalm an ifestations in multip lemyelo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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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Objective:To improve the recogn ition of rena l diso rde rs in m ultip le m ye loma(MM). Methods:The kidney biopsy of 17

ca ses o fMM w ere analyzed re trospec tive ly. Resu lts:The patho log ic types included chronic inte rstitia l nephritis(n =13), m esangia l

proliferative lesion(n =11), ca st nephropathy(n =9), renal amy lo idosis(n =5), g lom eru lus sc le rosis(n =4) and rena l mesenchyme

artery ve sse ls and ang iohyalino sis(n =4). R ena l fa ilu re w as sign ificantly highe r(P =0. 002 3) in pa tien ts w ith cast neph ropa thy(n =

9) than in those w ith non-cast nephropa thy(n =8). F ree light chain w as detected in the serum o f 88. 2% pa tients and in the u rine of

58. 8% pa tients, w ith λcha in as the dom inant type. Conc lusions:The most frequent c lin ica l syndrom e o fMM w ith rena l lesion is rena l

insu ffic iency. C ast nephropathy is the m ost frequent pa tho log ical type. The c linical m an ifestations and patho log ica l changes of MM

patien ts w ith renal lesion and cast nephropathy have som e common fea tu res.

[ Keyw ords] mu ltip le mye lom a;k idney disease s;biopsy;patho logy, c lin ic

　　多发性骨髓瘤 (mu ltiple mye loma, MM )是一种

恶性单克隆浆细胞异常增生恶性疾病 ,可以产生大

量的单克隆免疫球蛋白 ,或 κ/λ轻链蛋白即 M蛋白

(monoc lona l p ro tein),本病约占肿瘤发病的 1% ～

2%,占血液系统肿瘤 10%。肾脏损害是 MM 最常

见和最严重的并发症之一 ,现将 17例多发性骨髓瘤

以确定 。高庆红等
[ 4]
分别在兔耳后静脉注入平阳

霉素 ,均显示在注药后作用较为缓慢 ,反应较为温

和 ,直到第 3周末实验区组织学改变方终止 。因而

笔者建议:平阳霉素局部注药后观察周期以 3周为

妥 ,此时 ,可再进行第 2次注射。 (4)疗效判断及停

止治疗时机:终止治疗的临床指标是注药后瘤体不

再增大 ,颜色由鲜红转为暗红 。病变完全性消退要

在治疗后的几个月内出现 。我们不主张在一两次注

射后即将正在迅速增生血管瘤注射至消失或瘢痕

化 ,只要能控制住瘤体生长 ,并使之能够逐渐退化萎

缩即可 ,从而杜绝日后出现严重纤维化 、色素沉着或

萎缩性瘢痕 。

　　(本文图 1、2见封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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