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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浓度５氨基酮戊酸光动力
治疗面部表浅型基底细胞癌疗效观察

王卫平　梁雪迎　谭兴友　姜　菲
（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济宁２７２０２９）

　　摘　要　目的　探讨高浓度５氨基酮戊酸光动力对面部表浅型基底细胞癌的疗效。方法　选取２０１０年１０
月２０１５年１０月期间皮肤科门诊收治面部表浅型基底细胞癌患者５０例，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每组各２５
例。治疗组使用４０％浓度的５氨基酮戊酸光动力治疗，对照组使用说明书推荐的２０％浓度的５氨基酮戊酸光
动力治疗。每周１次，共３次为一疗程。每３个月复查１次，随诊１２个月以观察疗效。结果　治疗组总有效率
达１００％，对照组总有效率为７３％。治疗组总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两组均无严重不良反应发生。治疗后随
诊１２个月两组均无复发。结论　４０％浓度的５氨基酮戊酸光动力治疗表浅型基底细胞癌安全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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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底细胞癌（ｂａｓａｌｃｅｌｌ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ＢＣＣ）是常
见的皮肤恶性肿瘤，多数发生在头面部。发生于面

部的表浅型基底细胞癌由于其转移少，手术切除有

毁容风险，因此以往采用激光或放射治疗，但是复

发率较高。５氨基酮戊酸（５ａｍｉｎｏｌｅｖｕｌｉｎｉｃａｃｉｄ，
ＡＬＡ）可以特异地与增生旺盛的肿瘤细胞结合，然
后照射特定波长的光，即 ＡＬＡ光动力（ＡＬＡｐｈｏｔｏ
ｄｙｎａｍｉｃｔｈｅｒａｐｙ，ＡＬＡＰＤＴ）可以有效杀死肿瘤细
胞，这种方法已经用于一些皮肤癌前病变和皮肤癌

的治疗［１］。但是既往的研究和国内的使用说明都

推荐使用２０％ 浓度的 ＡＬＡＰＤＴ，我们在临床工作
发现该浓度的 ＡＬＡＰＤＴ方法治疗时间长，短期的
疗效有时难以令患者满意。现我们使用４０％浓度
的ＡＬＡＰＤＴ治疗表浅型基底细胞癌取得了良好的
疗效。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收集我院皮肤科门诊２０１０年１０月至２０１５年

１０月收治均经病理确诊为浅表型基底细胞５０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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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男２８例，女２２例，年龄５６～９６岁（６２．２５±
１９．６）岁，病程２２～８６（５６．９±１４．７）个月。皮损均
发生于面部，其中鼻翼１１例，口唇７例，面颊部１９
例，额面部８例，颞部５例。皮损均为单发病例，皮
损直径大小为１～５ｃｍ大小。所有患者近半年内
均未接受过免疫抑制或免疫增强治疗，也未接受过

糖皮质激素治疗。所有患者均排除糖尿病、艾滋病

等疾病。排除血常规和肝肾功能明显异常者。所

有患者均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两组患者之间

的性别、年龄、病史的长短及皮损的大小均无统计

学差异。

１．２　方法
治疗组患者使用４０％的 ＡＬＡＰＤＴ进行治疗，

对照组使用说明书推荐的 ２０％的 ＡＬＡＰＤＴ进行
治疗。治疗所用药物ＡＬＡ均为上海复旦张江生物
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生产。ＡＬＡＰＤＴ治疗仪为
（ＬＥＤＩＢ）购于武汉亚格公司；波长（６３３±１０）ｎｍ，
输出功率为２０～１００ｍｗ／ｃｍ２，连续可调。

将配制好的ＡＬＡ均匀地涂于患处及周边１ｃｍ
正常皮肤上，使用保鲜膜封包４ｈ。每个光斑照射
２０ｍｉｎ，能量密度为５０～６０Ｊ／ｃｍ２。光源距离皮损５
～１０ｃｍ，每周治疗１次，连续治疗３次。
１．３　观察指标

治疗结束后每３个月复诊１次，进行全面的体
格检查和皮肤检查，以观察治疗效果和有无副作用

发生。观察原有 ＢＣＣ皮损消退情况，以及有无新
发皮损。连续观察１２个月，以评价治疗效果和有
无复发情况［１］。

１．４　疗效评价
根据 Ｏｌｅｊｅｋ等［２］的报道的标准判定治疗效

果：皮损消失，仅留皮肤色素沉着为完全缓解；皮损

缩小５０％以上为部分缓解；皮损缩小５０％以下或
无明显变化为无效。总有效率 ＝（完全缓解例数
＋部分缓解例数）／总例数×１００％。
１．５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１．０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数资料
使用χ２检验，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治疗效果比较
经过１２个月的随访，所有患者皮损未见复发。

治疗组总有效率达 １００％。对照组总有效率为
７６％。治疗组总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的治疗效果比较（ｎ）

组别 ｎ 完全缓解 部分缓解 无效 总有效率／％
治疗组 ２５ ２２ ３ ０ １００
对照组 ２５ １６ ３ ６ ７６
χ２ ４．３７
Ｐ ０．０３

２．２　不良反应
所有患者在治疗期间和治疗后均无严重不良

反应。４３例在照射过程中出现不同程度烧灼感，
多可耐受。治疗组和对照组各有３例患者在治疗
过程中出现严重的疼痛，给予止痛药后好转，均未

中止治疗。治疗结束后均有不同程度局部轻度红

肿，一般经过３～５ｄ后出现局部坏死、结痂。３８例
在治疗部位留有色素沉着斑，随诊半年内逐渐恢

复。

３　讨论

ＢＣＣ是起源于表皮及皮肤附属器基底细胞的
皮肤恶性肿瘤，其生长缓慢，局部浸润生长［３］。

ＢＣＣ很少转移，尤其表浅型转移更少，但局部侵犯
可引起严重的外貌损伤及功能丧失，甚至威胁生

命。ＢＣＣ比较常见，有人根据资料回顾性研究发
现ＢＣＣ在所有皮肤肿瘤的３４％ ～４０％［４５］。ＢＣＣ
发病可能与长期日晒有关［６７］，面部是最好发部位。

ＢＣＣ由于其生长特性，发生转移的比较少，早
期治疗往往可治愈。但是表浅型ＢＣＣ是相比较而
言是一个高风险肿瘤，易复发［８９］。以往的治疗以

手术切除肿瘤为首选，但是对于面部的病灶，特别

是一些特殊部位（如鼻部），外科手术可能会毁容。

激光、液氮冷冻、放化疗也可作为选择的治疗手段，

但是复发率较高是非手术治疗的缺点。

ＡＬＡＰＤＴ是一种新型光动力技术，由于选择
性强、损伤小，ＡＬＡＰＤＴ逐渐应用于恶性度低的皮
肤肿瘤的治疗，特别是面部的肿瘤，如日光性角化、

基底细胞癌、鳞状细胞癌等，效果显著且无不良反

应，可以在保持美容的前提下治疗肿瘤［１０］。

既往研究发现采用 ２０％浓度的 ＡＬＡＰＤＴ治
疗皮肤浅表恶性肿瘤效果可［１］，疗效尚可，但是治

疗时间长。而恶性肿瘤患者或其家属的治疗心态

比较着急，期望短期内取得明显疗效。我们根据患

者的实际情况，对ＡＬＡＰＤＴ治疗 ＢＣＣ的方法不断
研究，发现提高光照剂量和时间，可以取得较好的

疗效。但是提高光照剂量和时间，会无形中增加了

治疗副作用，患者疼痛明显，有时难以耐受。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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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提高ＡＬＡＰＤＴ的浓度，在不改变光照剂量和
时间的基础上，疗效更佳。通过本文显示，使用高

浓度的ＡＬＡＰＤＴ（４０％），实际效果更佳，经过３次
治疗，有效率达１００％。

本文结果显示在治疗过程中 ４０％浓度的
ＡＬＡＰＤＴ并未比２０％的 ＡＬＡＰＤＴ副作用发生率
增加。原因可能是正常细胞对于外源性的 ＡＬＡ吸
收率并不增加，无论外源性的ＡＬＡ浓度如何，正常
细胞的吸引率并未明显改变。因此正常细胞不会

受到抑制或者伤害。经过１２个月的随访无一例复
发，说明４０％浓度的 ＡＬＡＰＤＴ不仅治疗效果佳，
而且还可以有效的控制病情反复。但是我们本次

的研究入组病例相对较少，随访时间较短，远期的

疗效有待于进一步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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