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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现代医学模式的转变
,

对脑肿瘤的治疗不再是单纯地

注重临床症状的改善和生存时间的延长
,

而同时强调了患者生

存质量的改善
。

笔者通过对脑肿瘤患者生存量表应用的概况研

究
,

为进一步提高该疾病患者的生存质量提供方向和基础
。

1 发病现状

颅脑肿瘤又称脑癌 (b ar in ca cn e r) 或脑瘤
,

大多数为颅 内

肿瘤
。

颅内肿瘤是中枢神经系统最常见的疾病之一
,

严重危及

人类健康
。

它分为发生于脑组织
、

脑膜
、

颅神经
、

垂体
、

血管

及残余胚胎组织等的原发性肿瘤和由身体其他部位的恶性肿瘤

转移或侵入颅内的继发性肿瘤1[] 。

据世界卫生组织 19 92 年的

统计
,

原发性脑肿瘤(包括 良性和恶性 )的年发病率为 (2 一 19)

门 0 万人
,

脑转移瘤为 (2
.

1 一 11
.

1 )1/ 0 万人团 。

在我国
,

颅内肿

瘤年总发病率为 (4 一 9) 门 0 万人
。

颅内肿瘤可发生于任何年龄
,

发病高峰成人为 4 0 岁左右
,

儿童 3 一 9 岁团 。

在成人
,

恶性颅

内肿瘤约占全身恶性肿瘤的 1
.

5%
,

居第 11 位
,

在儿童
,

则

占全身恶性肿瘤的 7%
,

仅次于白血病 4[] 。

原发性脑肿瘤的发

病率相对较低
,

在所有成年癌症患者中约为 2% 5[] 。

颅内肿瘤

造成神经系统上死亡仅次于中风
,

单以原发性颅内肿瘤计算
,

每年死亡人数约有 14 万人
,

是常见癌症死亡原因中的第 13

位 6[] 。

脑转移癌约占颅内肿瘤的 巧% 左右 曰。

其中肺癌脑转移

发生率最高
,

约 50 % 一 6 7% 8[] 。

脑转移癌患者生存时间短
,

如果不治疗中位生存期仅 7
.

5 周 9[] 。

脑转移癌手术治疗平均生

存期仅为 2
.

7 月 10[]
,

约 巧% 一 2 0% 的全身恶性肿瘤最终因颅

内转移而死亡阴
。

2 生存质量量表研究意义

手术是治疗颅内肿瘤的首选方法
。

随着显微手术技术在神

经外科的广泛应用
,

颅内肿瘤手术的
“

禁区
”

已经不复存在
。

血管内介入
、

超声吸引及激光手术器械广泛用于神经外科领

域
,

为手术切除肿瘤创造了更好的条件
,

使颅内肿瘤总的手术

死亡率有了较大幅度下降
。

除手术外
,

放射治疗是比较有效的

措施 12[]
。

颅内肿瘤的发病率虽然仅占全身恶性肿瘤的第 11 位
,

但由于颅内肿瘤的根治性低
,

预后不佳
,

大部分患者治疗后仍

会复发
,

存活期中位数约只有 1 一 3 年口3] 。

在脑肿瘤患者的癌

症临床试验中
,

生存质量常常被忽略
。

随着现代医学模式的转

变
,

对脑癌的治疗不再是单纯地注重临床症状的改善和生存时

间的延长
,

同时强调了患者生存质量的改善
,

癌症患者的实验

证据也表明
,

医生的评级可能无法准确反映患者的身体状况和

症状
,

而患者的生存质量调查问卷则可以提供主观评价
,

是与

疾病发病率和治疗相联系的最直接的手段
。

19 8 5 年美国食品

和药品管理局 (「O)A决定所有的抗癌新药评价中必须以生存质

量为指标
,

既要有延长生存时间的资料
,

又要有改善生存质量

的资料 14[
一 , 5] ,

19 8 9 年美国将生存质量测定作为肿瘤临床试验

和慢性病治疗效果的评价方法
。

我国有学者也正在敦促制定相

应的新药评审方法
,

将生存质量评价作为其中的重要指标 口气

生存质量将为脑肿瘤患者的护理和新疗法的研发提供宝贵的数

据
。

可以预计
,

生存质量评价将成为肿瘤临床研究重点之一
。

因此
,

研究脑癌患者的生存质量就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

3 国内外常用生存质量评价量表

为了更有效评估脑肿瘤患者的生存质量
,

建立相关生存质

量量表尤其重要
。

国内外众多专家致力于脑肿瘤生存质量量表

的研制和测评
。

评价方法主要有医生分级评定法和患者自我评

价方法
,

目前
,

常用患者自我评价方法
,

具有代表性的如下
。

3
.

1 aK m ofs k y 行为状态评分表网 aK r on fs ky 是临床上常用的

预后评价指标
,

分值从 0 到 1 00
。

主要测定患者的执行能力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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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正常活动的能力
,

不涉及患者的心理变化评价
。

表 1 K a rn o fs ky行为状态评分表

1 00 正常 无不适
,

无疾病表现

90 能正常生活 轻度症状

80 经努力正常生活 有一些症状

70 能自我照料 不能进行正常生活

60 偶尔需要照料 能自己达到大部分需要

50 需要照料 需经常帮助和照料

4 0 残疾 需特别的照料和帮助

3 0 严重残疾 需住院但不致于死亡

20 病重 需要积极支持和护理

1 0 垂死 即将死亡

0 死亡

3
.

2 诺 丁 汉健康 量表 ( N
o t t i n gh

a m H e a
lt h p or if l

e ,

N H功

国际上公认信度
、

效度
、

敏感度均好的 N日lP[ 困 ,

该量表包括 6

个维度 : 精力
、

疼痛
、

情感
、

睡眠
、

社会 (交 )隔离和身体活

动
,

共有 3 8 个项 目
,

每个项目根据其所代表的功能损害的严

重程度
,

均有各相应的轻重
,

每一维度得分等于该得分项目之

和
,

每一维度最大可能的功能损失分为 1 0 0
,

最小可能的功能

损失分为 0
,

得分越高
,

所代表的功能损害越重
,

生存质量越

差
。

3
.

3 美 国的癌症 治 万 功能评价 系统 ( F u n e t i o n a
l A s s e s s m e n t o f

c an ce
r The ar yP

,

F A c劝 「A C下由美国西北大学研究与教育

中心 C O R E的 B o n o m i A E 等网研制
,

该系统由测量癌症患者

生存质量共性模块 (「A C下
一

)G和一个头颈部癌特异量表 (「A C下
-

H & N )组成
。

3
.

4 华盛顿大 学头颈 问卷 (h e a d a n d n e C k q u e s n o n n a ` r e ,

U 认 Q o 功 19[] UW QO L是头颈部肿瘤患者的专用问卷
,

为患

者症状自评量表
,

包括毁容
、

疼痛
、

行动
、

工作
、

娱乐
、

进

食
、

语言
、

肩部功能障碍等领域
,

每个领域有几个条目是患者

自己描述近来的功能情况
。

3
.

5 欧洲癌症研究与治 万组织的生命质量核心量表 (E O R T C

QL Q
一

c3 叻 和头颈部癌特异模块 (QL Q
一B N Z叻 OR] E O R下C

Q L Q
一

C 30 和 Q L Q
一

B N 20 共同用于脑肿瘤患者的生存质量研

究
。

核心量表 E O R下C Q LQ
一

C 3 O 为 3 0 项问卷
,

主要包括生

理
、

角色
、

识别
、

情感
、

社会
、

症状等
,

是目前用于头颈部肿

瘤生存质量研究最多的一种量表
。

3
.

6 我国研制 的量表 1 99 7 年
,

万崇华
、

罗家洪教授的研究

小组开始开发欧洲 EO RT C Q LQ
一

C 3 0 和 Q L Q
一

B N 2 0 中文版

及美国 「A C下中文版
,

并研制中国头颈部癌患者生存质量测量

量表 (Q LIC P
一

B N )
。

E O RT C Q LQ
一

C 3 0 中文版 V 3
.

0口 , ] ,

它采用

量表的汉化方法
,

对 EO R下C 英文版量表直接进行汉化形成正

式的中文版量表
。

于 1 9 9 7 年开始研制其 V 2
.

0 中文版
,

随后

又研制出 V 3
.

0 中文版
。

是面向所有癌症患者的核心量表
,

共

3 0 个条目
。

其中
,

2 个总评条目
、

2 8 个单一条目(每个作为一

个领域 )
。

将各个领域所包括的条目得分相加并除以所包括的

条目数即可得到该领域的得分 (粗分 R S
,

R a w s e o re )
,

即 R S =

(Q l +

Q Z+ … +

Q
n )n/

。

中国头颈部癌患者生存质量测量量表 (Q LI C p
一

B N) 2R] 包括

共性量表和脑部肿瘤特殊模块
。

由共性模块 Q LI C p
一

G M 及 1

个包含 21 个条目的脑肿瘤特异模块构成
,

Q LI C p
一

G M 包括躯

体功能 (7 个条目 )
、

心理功能 (12 个条 目 )
、

社会功能 (6 个条

目)
、

共性症状及副作用 (7 个条 目碎个领域 3 2 个条目
,

每个条

目均为 5 级等级式条目
。

量表研究小组通过 13 3 例头颈癌患

者进行的生命质量测定量表进行评价
,

5 个领域的重测信度均

在 .0 9 0 以上 ; 各领域内部一致性信度的 。 值均在 .0 7 以上 :

各条目与其领域的相关系数值均在 0
.

6 以上
。

Q LcI p
一

B N 中文

版具有较好的信度
、

效度和反应度
,

可用于中国头颈癌患者的

生命质量测定
。

4 生存质量的影响因素

众多学者研究表明
,

脑肿瘤患者生存质量影响的因素是多

方面的
,

有客观因素的影响
,

如 : 患者的家庭收入
、

居住环

境
、

肿瘤的生长位置和恶性程度
、

家属亲友的支持和医保情况

等 ; 主观因素有 : 患者的职业
、

心理状况
,

如对患病前后的心

理变化及承受能力
、

选择不同的治疗措施
、

术后躯体功能的影

响导致的心理
、

生理变化等
。

5 脑肿瘤生存质量测定量表的应用

脑肿瘤生存质量测定量表广泛应用于临床治疗方案的疗

效
、

影响因素的分析等
。

它除应用于原发性脑肿瘤患者外
,

还

应用于继发性脑肿瘤患者
。

「
.

Eiff 〔 a 〔 e 等3R]
,

丫un g W K4R] 等
,

用 E O RT C Q L Q
一

C 3 0 和 E O RT C Q L Q
一

B N 20 评价丙卡巴脱等

抗癌药物疗效
,

筛选脑癌抗癌药物
。

A aK tz 和 p az le w sk i对

脑转移肿瘤患者使用吉非替尼治疗的生存质量效果进行评价
。

结果显示吉非替尼已在部分脑转移肿瘤患者身上发挥临床作

用
,

许多患者的神经系统和全身症状得到好转
,

一些脑转移瘤

患者出现了局部好转
,

甚至少数患者已经出现了完全的好转
,

但对于旨在评估和界定吉非替尼在非小细胞肺癌脑转移瘤治疗

中的作用
,

无论是作为单一的使用或与放射治疗相结合使用
,

这样的结果还需要更大规模的试验来验证
。

下a p h o or n M」等 5R]

采用 E O RT C Q L Q
一

C 3 0 和 E O RT C Q L Q
一

B N 2 0 来评价放射

疗法的疗效
。

6 生存质量评价存在的问题及展望

生存质量的评价已经成为肿瘤临床的研究终点之一
,

因此

对生存质量的测评就尤为重要
。

准确地进行生存质量的测评
,

可以为临床医师提供有关患者的全面信息
,

使临床医师关注患

者的总体生存质量 ( t ot al Q O )L
。

我国对此领域的涉足始于上世

纪 8 0 年代中期
,

起初的工作主要是翻译和综述国外有关文献

及研究进展
,

时至今日
,

生存质量的研究越来越受到我国临床

医生和医学科研工作者的重视
,

但仍有一些方面需要不断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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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完善
。

国外的量表很多方面不适合中国的国情
,

如国外量表

对宗教信仰
、

个人隐私
、

性生活等十分重视
,

而对国人比较看

重的饮食文化
、

家庭亲情和工作稳定等则不那么看重
。

如何建

立信效度较高的统一量表
,

增强众多研究结果之间的可比性
,

意义重大
。

目前 QO L研究主要集中在乳腺癌
,

其次是肺癌
、

结肠癌及前列腺癌等常见肿瘤领域
,

今后努力的方向是拓宽研

究领域
。

另外
,

生活质量测评在中医中药方面以及卫生服务与

管理方面的广阔应用前景亦值得探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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