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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与指南·

头颈部肿瘤放射治疗相关急性黏膜炎的
预防与治疗指南

中国肿瘤放射治疗联盟

摘要：头颈部肿瘤放射治疗相关黏膜炎是 头 颈 部 肿 瘤 在 放 射 治 疗 过 程 中 常 见 的 并 发 症 之 一，引 发 黏 膜 溃 疡、出 血、感 染

等，引起患者口腔、咽喉部疼痛，进食和吞咽功能下降，严重影响患者生活质量，重者导 致 放 疗 中 断，影 响 患 者 生 存 预 后。

头颈部肿瘤放射治疗相关黏膜炎还与住院风险和医药费用支出上升有关。从口腔到食管上端的任何暴露在头颈部放射

线照射野内的黏膜组织都可能发生黏膜的急性损伤，如口腔黏膜炎、咽喉部黏膜炎等。为归纳总结头颈部肿瘤放射治疗

相关黏膜炎临床诊疗经验，中国肿瘤放射治疗联盟组织肿瘤放疗科、口腔科等领域专家，遵循现有循证医学证据，结合放

化疗和口腔科等相关科室专家意见，参考国内外指南、临床证据，认真研读，反复修订，最终形成本指南，旨在为头颈部肿

瘤放射治疗相关黏膜炎的诊断、预防与治疗实践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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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射治疗相关黏膜炎是头颈部肿瘤患者常见的并

发症，易引发疼痛、吞咽困难，严重者甚至需要肠内或

肠外营养。如不尽早干预，放任黏膜炎进展，容易导致

患者对阿片类药物依赖甚至中断肿瘤治疗。《“健康中

国２０３０”规划纲 要》提 出，至２０３０年，实 现 全 人 群、全

生命周期的慢性病健康管理，总体癌症５年生存率提

高１５％，现阶段离目标尚有较大差距。头颈部放疗相

关黏膜炎的规范防治可提升放疗患者的治疗依从性，
提升患者生活质量，有利于患者生存率的提高。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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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规范头颈部肿瘤放射治疗相关黏膜炎的临床诊

断、预防和治疗，中国肿瘤放射治疗联盟组织放疗科、
口腔科等 领 域 专 家 一 同 制 定 了 本 指 南。指 南 制 定 流

程：（１）中国肿瘤放射治疗联盟指南工作组成员收集文

献证据和专家主要观点（推荐意见）；（２）工作组内部会

议讨论并进一步完善全文；（３）由执笔负责人员进行汇

编；（４）专家编委会对全文主要观点提出修改意见，并

经指南审核专家组成员审核，一致通过；（５）执笔人根

据专家意见修改，发至指南专家组成员，得到＞８０％专

家认可后定为初稿；（６）经过修订返回指南专家组组长

审定后提交终稿以供发表。

１　头颈部肿瘤放射治疗相关黏膜炎

１．１　定义

头颈部肿瘤放射治疗相关黏膜炎（以下简称黏膜

炎）是放射线引起的黏膜急性损伤。从口腔到食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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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暴露在头颈部放射线照射野内的黏膜组织都可能发

生黏膜急性 损 伤，如 口 腔 黏 膜 炎、咽 部 及 喉 部 黏 膜 炎

等，按黏膜炎严重程度可表现为红斑、水肿或糜烂至不

同程度溃疡等［１－２］。

１．２　临床表现

黏膜 炎 除 引 起 局 部 疼 痛、口 干、进 食 和 味 觉 障 碍

外，还可能导致发热、乏力和全身 炎 性 反 应［３－４］。头 颈

部肿瘤放射治疗引起的黏膜损伤使得机体免疫防御能

力下降，口腔菌群失调，感染风险上升，其中免疫功能

严重低下患者败血症风险上升［５－６］。

１．３　病理生理

目前认为黏膜炎由肿瘤治疗过程中一系列相互关

联和重叠的因素引发［７］。典型的头颈部肿瘤放射治疗

相关黏膜炎的病理生理学包括５个阶段。（１）起始阶

段：放射线诱发细胞损伤，促进基底上皮和黏膜下层细

胞内活性氧的生成，此时黏膜功能正常。（２）初始损伤

阶段：细胞损伤激活转录因子如ｐ５３和核转录因子－кＢ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ｆａｃｔｏｒ－ｋａｐｐａ　Ｂ，ＮＦ－кＢ），此 阶 段 对 黏 膜 损 伤

的进程可 能 非 常 重 要。（３）信 号 放 大 阶 段：最 终 激 活

ＮＦ－кＢ通路产生的炎症细胞因子 如 肿 瘤 坏 死 因 子－α、
白细胞介 素－１ｂ（ｉｎｔｅｒｌｅｕｋｉｎ－１ｂ，ＩＬ－１ｂ）和ＩＬ－６释 放，
导致组织损伤和细胞凋亡。在此阶段，黏膜炎可能出

现临床症状。（４）溃疡阶段：溃疡出现。在这个阶段，
有细菌定植和败血症风险。（５）黏膜愈合阶段：引起黏

膜持续损伤信号消失后，黏膜逐步愈合［７－９］。

１．４　流行病学现状

文献报道，在接受头颈部放射治疗的患者中，黏膜

炎总体发生率在５０％～９７％［１０－１６］。发病部位不限于口

腔，咽、喉部黏膜炎发病也较为常见。来自一项泰国的

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研究报道，其头颈部肿瘤放射治

疗相关Ⅲ度咽炎发生率为２７％～３２％［１５］。一项来自福

建省肿瘤医院的前瞻性调查研究显示，其头颈部肿瘤放

射治疗相关咽喉炎的发生率由放疗前的１．５％升至第４周

的９０．０％，黏膜炎在放疗第４周发生率为８３．１％［１６］。
咽喉部黏膜炎的放射剂量累积耐受性较口腔黏膜

炎高。一项研究表明，放射性口腔黏膜炎对比咽部黏

膜炎的中位耐受剂量为２８．０Ｇｙ　ｖｓ　５１．４Ｇｙ［１７］。
老年人、女性和儿童黏膜炎发生风险可能增加，见

表１。

１．５　风险因素

尚不完全了解有关黏膜炎的风险因素。既往发表

的数据认为其与肿瘤的治疗密切相关，风险因素大致

归为患者相关因素和治疗相关因素［１８］。

１．５．１　患者相关因素　年龄、性别、口腔卫生健康状

态、唾液腺分 泌 功 能、遗 传 因 素、身 体 质 量 指 数（ｂｏｄｙ
ｍａｓｓ　ｉｎｄｅｘ，ＢＭＩ）、肾 功 能 和 吸 烟 状 态 等 都 是 黏 膜 炎

风险患者相关因素［１９－２７］。见表１。

１．５．２　治疗相关因素　肿瘤放疗影响黏膜炎的因素

包括放疗分割方式、剂量及放疗部位、合并治疗（化疗

或靶向治疗）等［１２，２８－４７］。见表２。

表１　导致头颈部肿瘤放射治疗相关黏膜炎风险增加的患者相关因素

患者因素 风险

年龄 由于细胞分裂周期快，青年患者风险增加；由于组织修复和肾功能下降，老年患者风险增加。

性别 迄今为止的研究结果不一，女性的风险有增加趋势。

口腔健康卫生 良好的口腔管理能降低黏膜炎的发生率。

唾液腺功能 唾液减少导致黏膜炎的问题增加。

遗传因素 某些人群对黏膜炎的抵抗力有可能增加，具体原因尚待确定。

ＢＭＩ＜１８．５ 营养不良患者（ＢＭＩ＜１８．５）的溃疡风险增加，愈合延迟。

肾脏功能 肌酐清除率升高可能会导致黏膜不良反应的增加。

吸烟 影响微循环，可能会延迟愈合。

以往肿瘤治疗史 黏膜炎风险升高。

　　注：ＢＭＩ．身体质量指数。

表２　导致头颈部肿瘤放射治疗相关黏膜炎风险增加细胞毒性的治疗相关因素

治疗因素 风险

放疗技术 与二维放疗相比，调强放疗、质子、重离子等可能降低黏膜炎程度。

放疗分割模式 相对于常规分割，超分割和加速分割等增加黏膜炎程度和持续时间。

放疗剂量 严重程度与ＰＴＶ外黏膜接受的剂量相关。

联合治疗 联合治疗（化疗或靶向治疗等）导致黏膜炎发生风险加大。

　　注：ＰＴＶ．计划靶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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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诊断和分级

２．１　诊断

黏膜炎的诊断主要基于临床表现。头颈部放疗时，
黏膜出现红斑，伴有轻至中度疼痛，但累积剂量＞１０Ｇｙ
时没有明显的溃疡性改变。上皮细胞的萎缩性改变通

常发生在总剂量为１６～２２Ｇｙ时，在这个阶段，不适感

会增加，可能需要镇痛治疗。在累积剂量≥３０Ｇｙ时，
溃疡性病变经常发生在脸颊、口唇、舌腹和舌侧。角质

化程度较高的部位，如舌根、齿龈和硬腭的受累在口腔

黏膜炎中并不常见。溃疡性口腔黏膜炎的病变常不规

则，经常伴有红斑，常常被假膜所覆盖。患者往往非常

紧张，不能正常进食。溃疡性病变可能在放疗完成后

持续２～４周。在接受同步放化疗的头颈部肿瘤患者

中，严 重 溃 疡 持 续 到 治 疗 结 束 后５～７周 也 很 常

见［１０，４８］。放疗后的慢性黏膜炎也有报道［４８］，然而随着

调强放疗（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ｍｏｄｕｌａｔｅｄ　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ｒａｐｙ，ＩＭ－
ＲＴ）等技术的发展，这种情况可能会改变［４９－５１］。

有必要与其他病理进行鉴别诊断，因为黏膜炎可合

并细菌、病毒和真菌感染［１０］。病毒感染在临床上可能

与黏膜炎不同，因为可能影响硬腭、牙龈和舌根的角质

化黏膜。在有争议的病例中，需要进行脱落细胞学和微

生物培养，以鉴别诊断［４８］。此外，真菌感染可能经常发

生，一般由白色念珠菌或其他念珠菌属引起［４８］。
图１直 观 地 标 注 了 各 黏 膜 炎 发 生 的 解 剖 学 部

位［５２］，以便于临床区分和鉴别。口腔黏膜炎在临床易

于直观观察，咽喉部等其他解剖学部位发生的黏膜炎

较难直观，其 观 察 发 病 率 不 低［１６－１７］，诊 断 标 准 较 为 主

观，缺乏实用的评估工具，存在预防和治疗需求，需要

引起患者和医护人员的重视。

图１　头颈部肿瘤放射治疗相关黏膜炎解剖结构

２．２　分级

黏膜炎的严重程度分级有多种评估量表可选。理

想的口腔黏膜炎评估工具应该是客观、灵敏，经过验证

且可靠，易于在所有临床情况下使用。最常用的量表

是美 国 国 家 癌 症 研 究 所（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ａｎｃｅｒ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ＮＣＩ）的通用毒性标准（ＣＴＣ　５．０版，２０１７年）［５３］、１９９５
年 放 射 治 疗 肿 瘤 学 组（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ｒａｐｙ　Ｏｎｃｏｌｏｇｙ
Ｇｒｏｕｐ，ＲＴＯＧ）的毒性标准［５４］、１９９５年欧洲癌症研究

和治疗 组 织（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ａｎｃｅｒ，ＥＯＲＴＣ）的 毒 性 标 准［５４］、世 界

卫生组织（Ｗｏｒｌ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ＷＨＯ）１９７９年

制定 的 标 准［１４］以 及 口 腔 黏 膜 炎 评 估 量 表（Ｏｒａｌ　Ｍｕ－
ｃｏｓｉｔｉｓ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Ｓｃａｌｅ，ＯＭＡＳ）［５５］。大多数在日常

临床实践中使用的量表都是基于对症状、体征和功能

障碍的测量。一些量表主要侧重于操作者对黏膜组织

损伤（如红斑、溃疡）的观察（ＯＲＯ量表），在基于临床

试验的黏膜 炎 评 估 中 具 有 特 殊 价 值。例 如，ＷＨＯ的

口腔毒性量表将黏膜损伤的迹象（红斑和溃疡）与功能

损害相结合，而ＲＴＯＧ标准是仅基于对黏膜损伤强度

的一般描述。量表之间并无明显优劣，评估量表可根

据实际情况自行选择。见表３。

３　口腔评估

３．１　评估原则

所有旨在 改 善 口 腔 黏 膜 炎 的 治 疗 策 略 都 依 赖 于

４个关键原则：口 腔 评 估、个 体 化 护 理、预 防 措 施 和 标

准治疗［５６］。评估应在治疗前开始，确定最有可能导致

患者口腔损害的风险和治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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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头颈部肿瘤放射治疗相关口腔黏膜炎常用评估工具

标准来源 ０级 １级 ２级 ３级 ４级 ５级

ＷＨＯ－１９７９ 无症状 疼痛、红斑 溃疡，能进食固体食物 溃 疡，只 能 进 食 流 质
食物

无法进食 ／

ＲＴＯＧ－１９９５ 无症状 充 血／可 有 轻 度 疼 痛，
无需止痛药

片状黏膜炎，或 有 炎 性 血
液 分 泌 物，或 有 中 度 疼
痛，需止痛药

融合的 纤 维 性 黏 膜 炎／
可伴重 度 疼 痛，需 麻 醉
性镇痛药

溃疡，出血，坏死 ／

ＣＴＣＡＥ　５．０－口腔
黏膜炎

无症状 无症状或 症 状 轻 微，无
需干预

中度疼痛或 溃 疡，需 要 进
食流质

严重疼痛，影响进食 威胁生命，需要紧急干预 死亡

ＣＴＣＡＥ　５．０－咽／喉
黏膜炎

无症状 内窥镜检 查 异 常；轻 度
不适，摄入量正常

中度疼痛，有 镇 痛 剂 用 药
指 征；摄 入 减 少；影 响 日
常活动

严 重 疼 痛；饮 食／吞 咽
严 重 改 变；需 要 医 疗
干预

威胁生命的 气 道 损 伤，需
要紧急干预（如 气 管 切 开
术或插管术）

死亡

　　注：ＷＨＯ．世界卫生组织；ＲＴＯＧ．放射治疗肿瘤学组；ＣＴＣＡＥ．常见不良反应事件评价标准。

　　头颈部肿瘤放射治疗期间应定期对患者进行口腔

评估，对于接受头颈部根治性放疗的黏膜炎高危患者

和头颈部姑息性／低剂量放疗的黏膜炎中危患者，建议

接受口腔的专业评估［２，５７］。随着调强放疗和质子放疗

等在一些头颈部肿瘤患者中的应用，口腔问题的临床

现状可能改变。
口腔问题应由培训合格的专业人员使用公认的分

级量表进 行 评 估（参 见 黏 膜 炎 分 级 评 估 量 表）［５６］。专

家组建议使用公认的口腔评估分级工具，以确保准确

监测和记录保存。选择的工具将取决于临床情况，但

应包含客观和主观因素，评估应包括黏膜的变化、疼痛

情况、患者的营养状况和疲劳程度。

３．２　口腔评估频率

对于所有黏膜炎患者在询问病史时需要了解病变

位置、颜色和性质、病变持续时间、病变的变化、伴随症

状、近期用药情况和吸烟史等。一般单纯放疗的头颈

部急 性 放 射 性 口 腔 黏 膜 炎 在 放 射 剂 量＞１２Ｇｙ出

现［５８］。大多数放 射 性 口 腔 黏 膜 炎 患 者 在 放 疗 结 束 后

２～４周症状 逐 步 缓 解。放 疗 相 关 黏 膜 炎 的 变 化 规 律

见图２［５９］。

图２　头颈部肿瘤放射治疗相关口腔黏膜炎的变化规律

　　建议所有有口腔黏膜炎风险的住院患者行基线评

估，至少每周口腔评估１次［６０］。
建议所有有口腔黏膜炎风险的门诊患者行基线评

估，每次复诊时评估，每周至少１次在家使用自我评估

工具，并将结果报告主治医生。如果有条件，可进行每

日评估，不规则的每周１次评估组与每日评估组相比，

每周１次评估组的黏膜炎发生率被低估了约２０％～
３６％。即使是每周３次定期评估口腔黏膜炎的发生率

也可能被低估［６０］。
评估应定期完成，以监测干预措施效果，并记录在

医疗／护理记录中。鼓励患者积极评估自身口腔状况，
并向其医疗团队报告任何变化。患者应在化疗、靶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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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头颈部放疗前或头颈手术后评估口腔状况［５６］。
评估应在结束治疗后持续进行，直到黏膜愈合或

症状明显缓解。
评估还应了解患者教育情况。

３．３　危险因素

危险因素包括老年患者、口腔／牙齿健康 不 良、营

养不良、合并疾病（如糖尿病）、无口腔护理、恶性口腔

疾病、既往全身抗肿瘤治疗、支持性治疗如地诺单抗、
酗酒／抽烟、嚼食槟榔、牙科治疗史和 ＨＩＶ感染等［６１］。

４　口腔护理

４．１　护理原则

口腔护理必须贯穿头颈部肿瘤诊断到生存的全过

程［６２］。将预防、评估和管理口腔并发症纳入患者的日

常护理，有助于保障患者最佳生活质量。应提供标准

的预防性口腔护理。对头颈部肿瘤患者进行预处理、
口腔和牙科评估是取得最佳临床效果的途径［５］。尽管

没有足够的 证 据 支 持 专 业 口 腔 护 理 可 预 防 口 腔 黏 膜

炎，专家小组认为，在肿瘤治疗之前，根据需要进行牙

科评估和治 疗 有 助 于 减 少 局 部 牙 源 性 和 全 身 性 感 染

风险［６３］。
口腔 护 理 团 队 一 般 由 牙 科 专 业 人 员、营 养 师、护

士、主治医生和药剂师组成。团队专业度和良好沟通

是患者口腔健康的保障。
放疗科医师与口腔相关科室应该密切合作，多学

科的介入有利于形成黏膜炎的联合治疗模式，形成更

专业的放疗口腔护理团队，更好地服务于肿瘤放疗相

关黏膜炎患者的治疗。

４．２　牙科评估

治疗前牙科评估应为必要项目，包括全套的口腔、
牙齿、牙周、颌 骨 活 动 范 围 基 线 和 唾 液 腺 分 泌 功 能 检

查，以评估放射治疗后的变化和可能采取的干预措施。
头颈部放射治疗患者应接受专业的牙科评估［６４－６５］，建

立患者一般口腔健康状况信息，识别和管理现有或潜

在的感染源、创伤或损伤。

４．３　食物的营养与选择

良好的营养对于机体抵抗感染、维持黏膜完整性、
增强黏膜组织修复和减缓黏膜炎恶化至关重要。所有

患者都应进行营养筛查，必要时可咨询营养师。应评

估可能影响营养的问题，如食欲不振、味觉改变和吞咽

困难［２］。
有些食物会损害口腔黏膜。烫、粗糙、坚硬的食物

会损害黏膜［２］。辛辣、过咸和过酸食物可能会引起黏

膜刺激，需要考虑有些饮食偏好患者的教育。

４．４　牙科护理

根据口腔状况，建议每天饭后和睡前温和地刷牙、
牙龈和舌头２～４次［６６］。建议使用软毛牙刷（手动或

电动都可）以防止口腔黏膜损伤，多余的牙膏应吐出。
牙刷每次使用后必须用水彻底冲洗。为了尽量清除牙

菌斑，推荐使用改良Ｂａｓｓ刷牙法［５６，６６－６７］。如果口腔疼

痛或不能张口，可谨慎使用一次性口腔海绵。口腔海

绵对控制牙菌斑或预防龋齿并不有效，不能作为刷牙

的替代方案。
为了防止感染，牙刷应保持刷头向上，不要浸泡在

消毒液中。建 议 至 少 每 月 更 换 牙 刷 以 降 低 患 者 感 染

风险。
为 了 保 护 牙 釉 质，建 议 肿 瘤 患 者 使 用 高 氟 含 量

（＞１５％）牙膏 来 预 防 龋 齿［６８］。患 者 应 遵 循 口 腔 护 理

专家推荐的牙膏含氟量建议，确保患者能耐受含氟牙

膏味道，例如有些患者可能无法耐受含薄荷的牙膏，有
些患者可能有某些成分的禁忌。

４．５　口腔清洁

每天使用牙线、牙签或洗牙器等可能会减少牙菌

斑的形成［６９－７１］。然而，必须确保患者正确使用以防止

不必要的黏膜损伤。接受头颈部肿瘤放射治疗、有血

小板减少或凝血功能障碍的患者应慎用牙线、牙签或

洗牙器。

４．６　假牙

假牙应佩戴舒适，如假牙松动，会刺激口腔黏膜，
破坏黏膜完整性。每餐饭后，假牙必须冲洗。每天至

少彻底清洗假牙２次［７２］。

４．７　漱口水

使用漱口水的目的可能包括：口腔卫生，预防或治

疗感染，湿润口腔或止痛。为保持口腔清洁，建议用清

水漱口，生理盐水漱口水仍有可能引起黏膜刺激产生

疼痛感故谨慎推荐使用，建议每次餐后漱口，每天至少

漱口４次［７３］。建议漱口水的使用时段与刷牙不同。
应评估患 者 是 否 需 要 使 用 漱 口 水［７４］。不 推 荐 氯

己定漱口水用于预防放射性口腔黏膜炎［７５］，但可能有

其他的使用指征，如治疗牙龈炎、牙周炎、牙周脓肿等。

４．８　酒精和烟草

烟酒损害黏膜，电子烟也不例外。建议患者减少

或戒掉烟酒［７６］。

４．９　口唇干燥

患者应保持充分的水化，勤喝水，保持口腔湿润。
以下因素可能导致口唇干燥，如氧疗、药物（如抗抑郁

药、抗组胺药、苯妥英钠、类固醇吸入剂和阿片类药物）
和老年肿瘤患者。

润滑剂如凡士林／白石蜡、润唇膏等可用于滋润嘴

唇。对正在进行头颈部放射治疗的患者应使用水溶性

润唇产品［５６］。
要保持黏膜湿润，可以使用漱口水，谨慎使用生理

盐水，可使用 唾 液 替 代 品。一 些 唾 液 替 代 品 可 能ｐＨ
值呈酸性，易导致牙齿敏感，因此建议使用中性ｐ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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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含氟的产品［７３］。
口腔护理和评估应常规进行。鼓励患者观察口腔

并尽早报告变化。患者口腔状况的变化可能会影响口

腔护理措施。

５　患者教育

应向所有患者提供口腔护理专业教育，并鼓励患

者保持良好的口腔卫生。教育应包括潜在的口腔并发

症，以使患者能够早期识别并向主治医师报告［３４－３６］。
作为预防和治疗口腔疾病的一部分，所有患者都

应该接受关于口腔护理的书面信息和口头指导。患者

教育应在治疗前中后定期进行。教育还应包括饮食要

求和建议。
患者教育是本指南指导临床和患者规范治疗的重

要工作，形式可以多样化、生动，可以是微课堂、幻灯、
视频、微信［７７］推送和宣教手册等。

６　预防

在预防黏膜炎时，应与患者一同制定个体化的治

疗计划，并考虑个人需求、前期口腔护理措施、疾病和

患者的黏膜炎风险因素（参照１．５．１风险因素）。遵守

预防措施和良好的口腔卫生习惯有助于最大限度地减

少黏膜炎风 险［５６］。预 防 方 案 的 选 择 取 决 于 黏 膜 炎 风

险等级。见表４。

表４　头颈部肿瘤放射治疗相关黏膜炎的风险等级定义与预防措施

风险等级 风险因素 干预措施

第１级 （１）无已知口腔并发症

（２）正在接受的治疗无导致中度或重度口腔黏膜炎ａ

（１）鼓励患者每周口头或书面报告口腔变化，确保准确的基线评估。

（２）应支持和鼓励所有患者保持良好的口腔卫生［７４］。

（３）戒烟：在开始肿瘤治疗之前提供建议和支持。鼓励患者勤饮水，充分水化。

（４）减少牙菌斑：推荐使用含氟牙膏／泡沫／凝胶的软或中号牙刷刷牙来预

　 防龋齿。

（５）鼓励牙齿清洁，如牙线等［６９］。

（６）推荐漱口４次／ｄ，以清洁口腔和食物残渣，必要时营养师评估。

第２级 （１）既往有口腔黏膜炎或口腔损伤史

（２）低剂量照射头部和颈部区域（姑息性放疗，中风险）

（３）导致患者口干的药物和（或）共同疾病

（４）≤１６岁及≥５５岁患者

除第１级的预防性干预措施外，还应考虑以下任意措施：

（１）增加漱口水的频率至≥４次／ｄ，每次进食后清洁口腔并漱口。

（２）配方漱口水，≥４次／ｄ。建议在头颈部放疗第１天开始使用。

第３级 （１）既往有中度或重度口腔黏膜炎

（２）正在接受口腔或头颈部手术

（３）头颈部根治性放射治疗（高风险）

除第１和２级的预防性干预措施外，还应考虑：

（１）营养支持和评估：必要咨询营养师。所有患者都应使用有效的筛查

　 工具进行营养筛查。

（２）营养不良通用筛查工具（ｍａｌ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　ｔｏｏｌ，ＭＵＳＴ），有

　 风险患者应该接受营养师的早期营养支持干预。

（３）所有头颈肿瘤患者都应营养介入。必要时需考虑鼻饲或经皮内窥镜

　 引导下胃造口术等。

（４）有感染风险及时进行抗感染预防治疗。酒精滥用患者每日补充维生素Ｂ。

　　注：ａ 头颈部肿瘤根治性放疗为高风险，姑息性放疗为中风险。

７　治疗原则

黏膜炎的 治 疗 建 议 由 有 相 关 专 业 经 验 的 团 队 负

责，推荐有条件的由主治医生、护士、牙医、药剂师等组

成［２］。良好的患者沟通和教育有利于治疗顺利进行。

在治疗过程中应定 期 对 患 者 行 评 估 和 监 测（详 见３．１
评估原则）。

７．１　轻至中度黏膜炎

（１）一旦发生黏膜炎，应建议患者口腔护理。
（２）增加口腔冲洗次数，保持口腔表面清洁湿润。
（３）检查 口 腔 是 否 存 在 感 染，做 口 咽 拭 子 并 适 当

治疗。

（４）如有需要，应进行局部或全身抗真菌治疗。
（５）在超级念珠菌等感染的情况下可使用抗真菌

漱口水。
（６）应评估饮食需求，避免引起不适的食物。
（７）应监测吞咽、营养不良和体质量减轻问题，评

估调整饮食，提供支持教育，必要时需考虑鼻饲或经皮

内窥镜引导下胃造口术等。
（８）应评估液体摄入量，并持续监测止痛药的效果

和剂量。
（９）还应评估一般健康问题（吞咽药物、血糖水平

下降和血压下降、肾功能）。
（１０）患 者 需 要 足 量 的 止 痛 药，包 括 局 部 和 全 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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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药。
（１１）镇痛药包括扑热息痛、可待因、吗啡漱口水、

苄达明漱口水、外用镇痛剂。
（１２）应该对患者进行药物使用和可能的毒副作用

教育，包括黏膜炎的治疗方案和黏膜炎评估分级表的

使用等。

７．２　严重黏膜炎

除了保留轻度、中度的建议外，建议：（１）加强对口

腔的监测，推 荐１次／ｄ。（２）增 加 全 身 止 痛 药 物 的 使

用。（３）考 虑 皮 下／静 脉 镇 痛（阿 片）、透 皮 贴 剂 等。
（４）继续监测和评估疼痛治疗有效性和任何潜在的毒

副作用，包括患者心理变化。

８　治　疗

治疗通常采用局部给药方式，必要时结合全身治

疗。目前针对于放射性口腔黏膜药物的研究和文献报

道较多，针对 于 放 射 性 咽 喉 部 黏 膜 炎 等 的 报 道 较 少。
国内可供临 床 使 用 的 药 物 主 要 有 生 长 因 子 和 细 胞 因

子、黏膜 保 护 剂、镇 痛 剂 和 中 药 等［２，１６］。需 要 指 出 的

是，大多数临床研究的数据来自口腔黏膜炎，对咽喉部

黏膜炎可能有效。有关咽喉部黏膜炎的研究有待更多

的数据支持，以填补临床用药空白。

８．１　口腔黏膜炎

８．１．１　生长因子和细胞因子　生长因子和细胞因子

包括人表 皮 生 长 因 子、人 粒 细 胞－巨 噬 细 胞 刺 激 因 子

（ｒｅｃｏｍｂｉｎａｎｔ　ｈｕｍａｎ　ｇｒａｎｕｌｏｃｙｔｅ－ｍａｃｒｏｐｈａｇｅ　ｃｏｌｏｎｙ
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ＧＭ－ＣＳＦ）、人 角 质 细 胞 生 长 因 子、
人红细胞生成素和白介素－１１等。生长因子和细胞因

子可 配 制 成 配 方 漱 口 水 或 采 用 雾 化 吸 入 的 方 式

给药［７８］。
湖南省肿瘤医院等进行的前瞻性、随机对照研究

显示，ＧＭ－ＣＳＦ与 氯 己 定 漱 口 水 对 比，口 腔 黏 膜 炎 完

全治愈 患 者１１例ｖｓ　４例，差 异 有 统 计 学 意 义，Ｐ＝
０．０１７；能 显 著 降 低 黏 膜 损 伤（Ｐ＜０．００１），减 轻 疼 痛

（Ｐ＜０．００１），提高黏膜炎的治愈率，改善患者咀嚼、吞

咽功能（Ｐ＜０．００１），促进黏膜愈合［７９］。

Ｓａａｒｉｌａｈｔｉ等［８０］的前瞻性随机双盲对照研究显示，
对于头颈部肿瘤常规分割放疗患者，放疗期间随机接受

硫糖铝（０．０４ｇ／ｍＬ，４次／ｄ）或 ＧＭ－ＣＳＦ（１．５μｇ／ｍＬ，

４次／ｄ）含漱治疗。在放疗１周后开始用药，直至放疗

结束，总剂量为５０～６０Ｇｙ／２５～３０次／５～６周。放疗

结 束 时，ＧＭ－ＣＳＦ组 吗 啡 的 使 用 量 显 著 减 少，Ｐ＝
０．０４２。经 评 估，ＧＭ－ＣＳＦ 组 黏 膜 愈 合 率 为 ２４％
（５／２１），硫 糖 铝 组 无 黏 膜 愈 合 患 者；研 究 还 发 现，

ＧＭ－ＣＳＦ漱口水不影响患者白细胞水平。

Ｗｕ等［８１］的多中心、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Ⅱ期

研究显示，接受头颈部放疗±化疗纳入的患者接受人

表皮生长因子口腔喷雾或安慰剂治疗结果显示，重组

人表皮生 长 因 子 可 以 显 著 降 低 严 重 口 腔 黏 膜 炎（ｓｅ－
ｖｅｒｅ　ｏｒａｌ　ｍｕｃｏｓｉｔｉｓ，ＳＯＭ）的发生率，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６４％ｖｓ　３７％），Ｐ＝０．０２４６。
一项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临床研究显示，人角

质细胞生长因子能够显著降低局部晚期头颈部放化疗

后的ＳＯＭ，差 异 有 统 计 学 意 义（５４％ｖｓ　６９％），Ｐ＝
０．０４１［８２］。但人角质细胞生长因子类药物未在国家药

品监督管理局注册，可及性差。
配方漱口水在使用过程中要注意每天的使用频次

等，这可 能 影 响 或 决 定 临 床 效 果。２０１７年 Ｃｏｃｈｒａｎｅ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发表的 研 究 表 明，ＧＭ－ＣＳＦ的 总 剂 量、使 用

频率、漱口时 间 可 能 与 其 治 疗 黏 膜 炎 疗 效 正 相 关［８３］。

ＧＭ－ＣＳＦ含漱时，推荐将４００μｇ溶于１００ｍＬ无菌水

中配置配方漱口水，含漱＞４次／ｄ；餐后及睡前３０ｍｉｎ
用清水清洁口腔后含漱，２５ｍＬ／次，含漱＞５ｍｉｎ／次，
建议吞服以缓解咽喉部黏膜炎症状，含漱后１ｈ内 不

进食和 饮 水，漱 口 水２～８℃温 度 下 避 光 保 存；出 现

Ⅰ度口腔黏膜炎时即黏膜出现红斑时开始用药至放疗

结束或患者黏膜炎恢复正常后停药［８４］。
专家建议：推荐ＧＭ－ＣＳＦ等用于预防和治疗头颈

部放疗±化疗引起的黏膜炎。

８．１．２　非甾体类抗炎药　盐酸苄达明漱口水能抑制

炎症细胞因 子ＴＮＦ－α和ＩＬ－１β的 产 生［４７，８５］。Ｅｐｓｔｅｉｎ
等［４７，８６］一项包含１７３例 头 颈 部 肿 瘤 放 射 治 疗 患 者 的

随机、双盲、对照研究显示，与对照组相比，盐酸苄达明

组能减少３０％的黏膜红斑和溃疡的发生，延迟了镇痛

药的使用，但盐酸苄达明可能对加速超分割放疗无效

（≥２．２０Ｇｙ／ｄ）。需要注意非甾体类抗炎药在患者血

小板低和有出血风险时应慎用，以防血小板进一步降

低导致患者出血。
专家建议：推荐盐酸苄达明漱口水用于预防接受

中等剂量放疗（＜５０Ｇｙ）的头颈部肿瘤患者的口腔黏

膜炎。推荐使用盐酸苄达明漱口水预防接受同步放化

疗的头颈部肿瘤患者的口腔黏膜炎。

８．１．３　光生物调节疗法　利用低水平能量刺激生物

反应的激光和光治疗黏膜炎近年来迅速发展，被称为

光生物 调 节（ｐｈｏｔｏｂｉｏｍｏｄｕｌａｔｉｏｎ，ＰＢＭ）疗 法。一 项

前瞻性随机、双盲对照研究纳入老年头颈部肿瘤放疗

患者，随机分为低能量激光治疗（ｌｏｗ－ｌｅｖｅｌ　ｌａｓｅｒ　ｔｈｅｒ－
ａｐｙ，ＬＬＬＴ）组和对照组，结果显示ＬＬＬＴ组比安慰剂

组 显 著 减 少 了 ＳＯＭ 的 发 生 率 和 持 续 时 间 （Ｐ＝
０．０１６），减 少 了 患 者 阿 片 类 镇 痛 药 物 的 使 用 等［２，８７］。
低能量激光治疗在治疗过程中可能有烧灼感，对口腔

黏膜炎有效，尚缺乏咽喉黏膜炎相关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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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家建议：建议特定波长的低能量激光治疗用于

头颈部肿瘤放疗±化疗的口腔黏膜炎的预防。对于口

腔部肿瘤患者需要慎用。

８．１．４　口腔定位支架　口腔定位支架理论上可根据

放射计划撑开上下颌骨，压低或推开舌体，降低正常口

腔组织的受照射剂量，从而减轻口腔并发症［８８－８９］。但

仍然需要更高质量、样本量、更长时间的随访数据加以

验证［８８］。
专家建议：口腔定位支架在头颈部放疗中对口腔

正常组织有一定的保护作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使用

口腔定位支架。

８．１．５　冷冻治疗　冷冻治疗会使局部毛细血管收缩，
从而限制细胞毒性药物的局部血药浓度，减少化疗药

物对黏膜的损害。但一项随机对照研究显示，在接受

放疗的头颈部肿瘤患者中行冷冻治疗并不能改善患者

口腔黏膜炎的症状，且治疗组患者对黏膜炎的疼痛感

觉更敏感［９０－９１］，可能增加放疗患者不良反应。
专家建议：不推荐冷冻治疗用于预防和治疗头颈

部肿瘤放疗患者的口腔黏膜炎。

８．１．６　镇 痛 剂　黏 膜 炎 患 者 在 受 到 外 界 刺 激，如 进

食、吞咽口水时会产生疼痛感，要与持续的癌痛区分。
这种由外界特定条件触发的疼痛不良反应使用非甾体

类抗炎药物效果较差。
轻度疼痛时，推荐使用利多卡因、吗啡等漱口水，

或者使用０．５％～１％普鲁卡因溶液、利多卡因凝胶或

苯佐卡因糊剂，喷涂于溃疡处［９２］。有研究证实，２％吗

啡漱口水能有效控制黏膜炎相关疼痛，减少全身性吗

啡用量［１４］。重度 疼 痛 时，推 荐 全 身 使 用 吗 啡、奥 施 康

定、芬太尼等强阿片类药物［４７，９２］。当需要使用全身镇

痛剂时，应考虑最佳的给药途径及剂量，如皮下、肌肉

注射、静脉注射或透皮贴剂等［２］。
专家建议：推荐 局 部 使 用０．２％的 吗 啡 漱 口 水 等

治疗接受同步放化疗的头颈肿瘤患者的口腔黏膜炎相

关的疼痛。

８．１．７　黏膜保护剂　目前临床使用的黏膜保护剂，主
要有口腔凝胶、自由基清除剂、必需氨基酸及过饱和钙

磷酸盐 等［２］。２０１４年，Ｈａｄｊｉｅｖａ等［９３］报 道 一 项 多 中

心、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的临床研究，表明采用口腔

凝胶（ＣＡＭ２０２８）可 显 著 降 低 头 颈 肿 瘤 放 疗 引 起 的 黏

膜炎疼痛。研究表明，硫糖铝制剂对预防和治疗头颈

部肿瘤放疗患者口腔黏膜炎无效［９４－９７］。
专家建议：不推荐使用硫糖铝（局部和全身用药）

预防和治疗接受放疗的头颈肿瘤患者的口腔黏膜炎相

关疼痛。建议口腔凝胶（ＣＡＭ２０２８）治疗头颈部肿瘤放

射治疗相关口腔黏膜炎的疼痛。

８．１．８　中药制剂　中药制剂在预防黏膜炎、促进溃疡

面愈合等方面积累了一定经验，如康复新液、双花百合

片、云南白药等在头颈部肿瘤放射治疗的研究表明，中
药制剂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黏膜炎的严重程度并缓

解疼痛［９８－１０１］。康莱 特 是 从 中 药 薏 苡 仁 中 提 取 的 有 效

成分，对 放 疗、化 疗 有 增 效、减 毒 作 用。近 期 的 一 项

Ⅱ期临床研究显示，其在头颈部肿瘤放疗同步±顺铂

单药期间无Ⅴ度黏膜炎发生，Ⅲ度黏膜炎发生率总体

为１０．０９％［１０２］。期待 更 多 的 理 论 和 临 床 证 据 指 导 临

床用药。
专家建议：建议合理使用中药制剂治疗接受放疗

的头颈肿瘤患者的黏膜炎。

８．１．９　天然药物及其他　国外局部或含服蜂蜜应用

于接受放疗或同步放化疗的头颈部肿瘤患者的研究数

据表明，蜂 蜜 可 能 预 防 和 缓 解 放 疗 所 致２～４级 黏 膜

炎，蜂蜜还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严重疼痛，但其作用

机制尚不 明 确［１０３－１０４］。国 内 的 临 床 应 用 经 验 尚 少，蜂

蜜质量可能直接影响临床效果，如文献报道纯净天然

蜂蜜有效，但麦卢卡蜂蜜可能无效［１０３］。
专家建议：建议接受放疗或同步放化疗治疗的头颈

肿瘤患者口服蜂蜜来预防口腔和咽喉部黏膜炎的发生。

８．２　咽喉部黏膜炎

咽喉部黏 膜 炎 的 治 疗 效 果 与 口 腔 黏 膜 炎 相 比 不

佳［１０５－１０６］。由于局 部 用 药 较 难 深 入 咽 喉 部，临 床 用 药

需要关注局部用药方式和方法，如采用雾化吸入或吞

服的方式以便药物深达咽喉部。例如一项放射治疗头

颈部肿瘤患者的初步研究表明，含服蜂蜜能够降低口

腔黏膜炎和咽部黏膜炎严重程度［１０４］。这可能与蜂蜜

具有较高黏膜粘附能力，与咽喉部黏膜接触较长时间

有关，为临床治疗头颈部放射相关咽喉炎的给药方式

和方法提供了借鉴。
全身给药可能对咽喉部黏膜炎能起到一定作用。

一项旨在评 估 皮 下 注 射ＧＭ－ＣＳＦ治 疗 头 颈 放 疗 引 起

的口腔和咽部黏膜炎的随机对照临床研究显示，在随

机接受皮下注射４μｇ／（ｋｇ·ｄ）ＧＭ－ＣＳＦ的患者中，有

４５％的患 者 黏 膜 炎 明 显 减 少 了＞１个 等 级（ＷＨＯ分

级），而接受 常 规 治 疗 的 患 者 只 有９％［１０７］。肿 瘤 控 制

率没有差异，皮下注射ＧＭ－ＣＳＦ可以减少接受放疗患

者黏膜炎的严重程度，皮下注射的耐受性良好［１０８］。

９　黏膜炎并发症的处理

黏膜炎并 发 症 的 具 体 治 疗 参 照 各 有 关 指 南 和 共

识，以下仅作参考。

９．１　疼痛的管理

使用非甾体类解热镇痛抗炎药，包括扑热息痛（片
剂应溶于水，在吞咽前用作漱口水）。扑热息痛可能会

掩盖患者体温。有出血和肾损害的患者不推荐使用非

甾体类解热镇痛抗炎药［１０９］。
考虑苄达明冲洗口腔，勿吞服。因药物的刺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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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头颈部放射治疗的患者和任何患有ＳＯＭ 的患者

中可能耐受性较差。可能需要使用更强的镇痛剂，如

果患者黏膜炎疼痛持续，考虑进一步使用阿片类镇痛

剂，如透皮贴剂等，但应严格限制处方。

９．２　出血

如果有相关的口腔出血，考虑使用氨甲环酸注射

或片剂。每４～６ｈ用漱口水治疗 局 部 出 血。密 切 监

视抗凝治疗或血小板减少的患者。

９．３　口干

鼓励患者多喝水，保持机体充分水化。可使用润

唇膏保持嘴唇湿润，慢性放疗相关口干症可考虑毛果

芸香碱。

９．４　张口困难

是手术或头颈部大剂量放疗期间和放疗后常见的

毒副作用。患者应该行有益的锻炼，考虑口腔定位支

架，在 头 颈 部 放 疗 中 对 口 腔 正 常 组 织 有 一 定 的 保 护

作用。

９．５　感染的预防和治疗

头颈部肿瘤患者在已知有明确感染风险因素时需

要预防感染。对接受大剂量类固醇（相 当 于１５ｍｇ／ｄ
强的松龙或更高剂量强的松龙，至少１周）的患者应给

予抗真菌预防。具体可参见癌症感染的预防和治疗相

关指南［１１０］。

１０　治疗后护理和随访

在常规单纯化疗后，大多数黏膜炎很快愈合，不需

要额外的随访。在头颈部放疗±化疗环境下，口腔黏

膜炎损伤需 要 几 周 甚 至 数 月 才 能 愈 合［４７］。患 者 在 此

期间需要 持 续 的 护 理 支 持。建 议 对 患 者 进 行 随 访 管

理，阿片类镇痛药物的阶梯停药非常重要。
放疗的迟发性不良反应，尤其是龋齿、放射性骨坏

死、张口困难、纤维化、淋巴水肿、慢性口干和慢性疼痛

需要谨慎处理。所有患者都应进行独立评估，并给予

适当的护理和治疗。
接受双膦酸盐治疗的患者面临与药物相关的颌骨

坏死风险，这将需要肿瘤科和牙科团队与患者合作，以
最大限度地降低风险和进一步损害，并仔细调整和监

控治疗计划，特别是放疗的患者，应计划和监督后续护

理措施，以解决长期和迟发并发症。

１１　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时的防治建议

头颈放疗患者在新冠等流行性疫情大流行时应加

强自我防护，减少聚集，切断疫情传播风险，加强自我

口腔评估，主动学习口腔护理知识，发现黏膜炎问题及

时与主治医师沟通反馈［１１１］。

结　语

头颈部肿瘤放射治疗相关黏膜炎的预防和治疗需

要多学科专家的参与，制定本指南的目的是总结现阶

段的临床经验，归纳其可行的诊断、预防和治疗方案，
针对放射性咽喉等部位黏膜炎的治疗需求不容忽视，
治疗的目的主要是减轻患者症状，减少Ⅲ～Ⅳ度黏膜

炎的发生。现有针对头颈部肿瘤放射治疗相关黏膜炎

的临床研究缺乏大规模随机对照临床研究，一些预防

和策略需要注重患者的个体化治疗需求。本指南中提

出的原则旨在作为支持和参考，不应取代与特定患者

和临床情况相关的临床决策。因编委水平有限，不当

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利益冲突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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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ｏｌｏｇｙ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　ｆｏｒ　Ａｄｖｅｒｓｅ　Ｅｖｅｎｔｓ（ＣＴＣＡＥ）Ｖｅｒｓｉｏｎ　５．０［ＥＢ／

ＯＬ］［２０２２－０１－０５］．ｈｔｔｐｓ：／／ｃｔｅｐｃａｎｃｅｒｇｏｖ／ｐｒｏｔｏｃｏ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ｄｏｃｓ／ｃｔｃａｅ＿ｖ５＿ｑｕｉｃｋ＿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５ｘ７ｐｄｆ
［５４］　Ｃｏｘ　ＪＤ，Ｓｔｅｔｚ　Ｊ，Ｐａｊａｋ　ＴＦ．Ｔｏｘｉｃｉｔｙ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　ｏｆ　ｔｈｅ　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ｒａｐｙ

Ｏｎｃｏｌｏｇｙ　Ｇｒｏｕｐ（ＲＴＯＧ）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ａｎｃｅｒ（ＥＯＲＴＣ）［Ｊ］．Ｉｎｔ　Ｊ　Ｒａｄｉａｔ　Ｏｎｃｏｌ　Ｂｉ－

ｏｌ　Ｐｈｙｓ，１９９５，３１（５）：１３４１－１３４６．
［５５］　Ｓｏｎｉｓ　ＳＴ，Ｅｉｌｅｒｓ　ＪＰ，Ｅｐｓｔｅｉｎ　ＪＢ，ｅｔ　ａｌ．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ｎｅｗ　ｓｃｏｒ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ｆｏｒ　ｔｈｅ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ｔｒｉ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ｏｒａｌ　ｍｕ－

ｃｏｓｉｔｉｓ　ｉｎｄｕｃｅｄ　ｂｙ　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　ｏｒ　ｃｈｅｍｏｔｈｅｒａｐｙ．Ｍｕｃｏｓｉｔ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Ｇｒｏｕｐ［Ｊ］．Ｃａｎｃｅｒ，１９９９，８５（１０）：２１０３－２１１３．
［５６］　Ｑｕｉｎｎ　Ｂ，Ｐｏｔｔｉｎｇ　ＣＭ，Ｓｔｏｎｅ　Ｒ，ｅｔ　ａｌ．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ａｓｓｅｓｓ－

ｍｅｎｔ　ｏｆ　ｏｒａｌ　ｍｕｃｏｓｉｔｉｓ　ｉｎ　ａｄｕｌｔ　ｃｈｅｍｏｔｈｅｒａｐｙ，ｒａｄｉｏｔｈｅｒａｐｙ　ａｎｄ

ｈａｅｍａｔｏｐｏｉｅｔｉｃ　ｓｔｅｍ　ｃｅｌｌ　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Ｊ］．Ｅｕｒ　Ｊ　Ｃａｎｃｅｒ，

２００８，４４（１）：６１－７２．
［５７］　Ｅｌａｄ　Ｓ，Ｒａｂｅｒ－Ｄｕｒｌａｃｈｅｒ　ＪＥ，Ｂｒｅｎｎａｎ　ＭＴ，ｅｔ　ａｌ．Ｂａｓｉｃ　ｏｒａｌ　ｃａｒｅ

ｆｏｒ　ｈｅｍａｔｏｌｏｇｙ－ｏｎｃｏｌｏｇｙ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ｈｅｍａｔｏｐｏｉｅｔｉｃ　ｓｔｅｍ　ｃｅｌｌ

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　ｒｅｃｉｐｉｅｎｔｓ：ａ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ｐａｐｅｒ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ｊｏｉｎｔ　ｔａｓｋ

ｆｏｒ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Ｍｕｌ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ｖｅ　Ｃａｒｅ　ｉｎ

Ｃａｎｃｅｒ／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Ｏｒａｌ　Ｏｎｃｏｌｏｇｙ（ＭＡＳＣＣ／ＩＳＯＯ）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ｆｏｒ　Ｂｌｏｏｄ　ａｎｄ　Ｍａｒｒｏｗ　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
（ＥＢＭＴ）［Ｊ］．Ｓｕｐｐｏｒｔ　Ｃａｒｅ　Ｃａｎｃｅｒ，２０１５，２３（１）：２２３－２３６．

［５８］　Ｈｕｂｅｎａｋ　ＪＲ，Ｚｈａｎｇ　Ｑ，Ｂｒａｎｃｈ　ＣＤ，ｅｔ　ａｌ．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ｏｆ　ｉｎｊｕｒｙ　ｔｏ

ｎｏｒｍａｌ　ｔｉｓｓｕｅ　ａｆｔｅｒ　ｒａｄｉｏｔｈｅｒａｐｙ：ａ　ｒｅｖｉｅｗ［Ｊ］．Ｐｌａｓｔ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

Ｓｕｒｇ，２０１４，１３３（１）：４９－５６．
［５９］　Ｒａｂｅｒ－Ｄｕｒｌａｃｈｅｒ　ＪＥ，Ｅｌａｄ　Ｓ，Ｂａｒａｓｃｈ　Ａ．Ｏｒａｌ　ｍｕｃｏｓｉｔｉｓ［Ｊ］．Ｏｒａｌ

Ｏｎｃｏｌ，２０１０，４６（６）：４５２－４５６．
［６０］　Ｗｙｇｏｄａ　Ａ，Ｍａｃｉｅｊｅｗｓｋｉ　Ｂ，Ｓｋｌａｄｏｗｓｋｉ　Ｋ，ｅｔ　ａｌ．Ｐａｔｔｅｒ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ａｃｕｔｅ　ｍｕｃｏｓａｌ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ｈｅａｄ　ａｎｄ　ｎｅｃｋ　ｃａｎｃｅｒ

ｔｒｅ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ｅｄ　ｉｒ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Ｊ］．Ｉｎｔ　Ｊ

Ｒａｄｉａｔ　Ｏｎｃｏｌ　Ｂｉｏｌ　Ｐｈｙｓ，２００９，７３（２）：３８４－３９０．
［６１］　秦晓萌，贾灵芝，王蒙蒙，等．中国人群癌症放化疗并发口腔黏膜

·９８·中华肿瘤防治杂志２０２２年１月第２９卷第２期　　ＣＨＩＮ　Ｊ　ＣＡＮＣＥＲ　ＰＲＥＶ　ＴＲＥＡＴ，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２２，Ｖｏｌ．２９　Ｎｏ．２



炎危险因素 Ｍｅｔａ分 析［Ｊ］．中 华 肿 瘤 防 治 杂 志，２０１８，２５（１４）：

１０３５－１０４１．
［６２］　罗霞．优质护理在改 善 头 颈 部 肿 瘤 放 疗 患 者 口 腔 黏 膜 炎 中 的 效

果分析［Ｊ］．中华肿瘤防治杂志，２０１８，２５（Ｓ１）：２．
［６３］　Ｈｏｎｇ　ＣＨＬ，Ｇｕｅｉｒｏｓ　ＬＡ，Ｆｕｌｔｏｎ　ＪＳ，ｅｔ　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ｂａｓｉｃ　ｏｒａｌ　ｃａｒ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ｏｒａｌ　ｍｕｃｏｓｉｔｉｓ　ｉｎ　ｃａｎｃｅｒ　ｐａ－

ｔｉ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Ｊ］．Ｓｕｐｐｏｒｔ　Ｃａｒｅ　Ｃａｎｃｅｒ，

２０１９，２７（１０）：３９４９－３９６７．
［６４］　Ｊａｇａｓｉａ　ＭＨ，Ｇｒｅｉｎｉｘ　ＨＴ，Ａｒｏｒａ　Ｍ，ｅｔ　ａｌ．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ｓ　ｏｆ

ｈｅａｌｔｈ　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ｏｎ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　ｆｏｒ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ｔｒｉａｌｓ

ｉｎ　ｃｈｒｏｎｉｃ　ｇｒａｆｔ－ｖｅｒｓｕｓ－ｈｏｓｔ　ｄｉｓｅａｓｅ：Ｉ．Ｔｈｅ　２０１４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　ａｎｄ

Ｓｔａｇｉｎｇ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Ｇｒｏｕｐ　ｒｅｐｏｒｔ［Ｊ］．Ｂｉｏｌ　Ｂｌｏｏｄ　Ｍａｒｒｏｗ　Ｔｒａｎｓ－

ｐｌａｎｔ，２０１５，２１（３）：３８９－４０１．
［６５］　Ｄａｖｉｅｓ　ＧＭ，Ｄａｖｉｅｓ　ＲＭ．Ｄｅｌｉｖｅｒｉｎｇ　ｂｅｔｔｅｒ　ｏｒ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ａｎ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ｂａｓｅｄ　ｔｏｏｌｋｉｔ　ｆｏｒ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Ａ　ｒｅｖｉｅｗ［Ｊ］．Ｄｅｎｔ　Ｕｐｄａｔｅ，２００８，３５（７）：

４６０－４６２，４６４．
［６６］　Ｐｅｔｅｒｓｏｎ　Ｊ，Ａｄｌａｒｄ　Ｋ，Ｗａｌｔｉ　ＢＩ，ｅｔ　ａｌ．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ｎｕｒｓｅ　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ｓｔ　ｃｏｌ－

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ｒｅｃｏｇｎｉｚｅ，ｐｒｅｖｅｎｔ，ａｎｄ　ｔｒｅａｔ　ｐｅｄｉａｔｒｉｃ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ｕｌ－

ｃｅｒｓ［Ｊ］．Ｃｌｉｎ　Ｎｕｒｓｅ　Ｓｐｅｃ，２０１５，２９（５）：２７６－２８２．
［６７］　张京华，沙 月 琴，曹 采 方．不 同 刷 牙 方 法 清 除 菌 斑 效 果 的 对 比

［Ｊ］．北京大学学报：医学版，２００５，３７（５）：５４２－５４４．
［６８］　Ｎｅｗｂｒｕｎ　Ｅ．Ｔｏｐｉｃａｌ　ｆｌｕｏｒｉｄｅｓ　ｉｎ　ｃａｒｉｅｓ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

ｍｅｎｔ：ａ　Ｎｏｒｔｈ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Ｊ］．Ｊ　Ｄｅｎｔ　Ｅｄｕｃ，２００１，６５
（１０）：１０７８－１０８３．

［６９］　Ｓａｍｂｕｎｊａｋ　Ｄ，Ｎｉｃｋｅｒｓｏｎ　ＪＷ，Ｐｏｋｌｅｐｏｖｉｃ　Ｔ，ｅｔ　ａｌ．Ｆｌｏｓｓｉｎｇ　ｆｏｒ　ｔｈ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ｅｒｉｏｄｏｎｔａｌ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　ａｎｄ　ｄｅｎｔａｌ　ｃａｒｉｅｓ　ｉｎ　ａｄｕｌｔｓ
［Ｊ］．Ｃｏｃｈｒａｎｅ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Ｓｙｓｔ　Ｒｅｖ，２０１１，７（１２）：ＣＤ００８８２９．

［７０］　Ｐｏｋｌｅｐｏｖｉｃ　Ｔ，Ｗｏｒｔｈｉｎｇｔｏｎ　ＨＶ，Ｊｏｈｎｓｏｎ　ＴＭ，ｅｔ　ａｌ．Ｉｎｔｅｒｄｅｎｔａｌ

ｂｒｕｓｈｉｎｇ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ｆ　ｐｅｒｉｏｄｏｎｔａｌ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

ａｎｄ　ｄｅｎｔａｌ　ｃａｒｉｅｓ　ｉｎ　ａｄｕｌｔｓ［Ｊ］．Ｃｏｃｈｒａｎｅ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Ｓｙｓｔ　Ｒｅｖ，

２０１３，１８（１２）：ＣＤ００９８５７．
［７１］　Ｌｉ　Ｅ，Ｔｒｏｖａｔｏ　ＪＡ．Ｎｅｗ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ｏｒａｌ　ｍｕ－

ｃｏｓｉｔｉｓ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ｈｅａｄ　ａｎｄ　ｎｅｃｋ　ｃａｎｃｅｒ　ｏｒ　ｒｅｃｅｉｖｉｎｇ　ｔａｒｇｅｔｅｄ

ａｎｔｉｃａｎｃｅｒ　ｔｈｅｒａｐｉｅｓ［Ｊ］．Ａｍ　Ｊ　Ｈｅａｌｔｈ　Ｓｙｓｔ　Ｐｈａｒｍ，２０１２，６９（１２）：

１０３１－１０３７．
［７２］　Ｄｕｙｃｋ　Ｊ，Ｖａｎｄａｍｍｅ　Ｋ，Ｍｕｌｌｅｒ　Ｐ，ｅｔ　ａｌ．Ｏｖｅｒｎｉｇｈｔ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ｏｆ　ｒｅ－

ｍｏｖａｂｌｅ　ｄｅｎｔｕｒｅｓ　ｉｎ　ａｌｋａｌｉｎｅ　ｐｅｒｏｘｉｄｅ－ｂａｓｅｄ　ｔａｂｌｅｔｓ　ａｆｆｅｃｔｓ　ｂｉｏ－

ｆｉｌｍ　ｍａｓｓ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Ｊ］．Ｊ　Ｄｅｎｔ，２０１３，４１（１２）：１２８１－１２８９．
［７３］　Ｅｌａｄ　Ｓ，Ｃｈｅｎｇ　ＫＫＦ，Ｌａｌｌａ　ＲＶ，ｅｔ　ａｌ．ＭＡＳＣＣ／ＩＳＯＯ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ｐｒａｃ－

ｔｉｃｅ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ｍｕｃｏｓｉｔｉｓ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ｔｏ

ｃａｎｃｅｒ　ｔｈｅｒａｐｙ［Ｊ］．Ｃａｎｃｅｒ，２０２０，１２６（１９）：４４２３－４４３１．
［７４］　Ｅｌａｄ　Ｓ，Ｊｅｎｓｅｎ　ＳＢ，Ｒａｂｅｒ－Ｄｕｒｌａｃｈｅｒ　ＪＥ，ｅｔ　ａｌ．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ｏｒａｌ　ｃｈｒｏｎｉｃ　ｇｒａｆｔ－ｖｅｒｓｕｓ－ｈｏｓｔ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ｃＧＶＨＤ）ｉｎ　ａ　ｓｅｒｉｅｓ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ｚｅｄ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ｃｅｎｔｅｒｓ［Ｊ］．Ｓｕｐｐｏｒｔ

Ｃａｒｅ　Ｃａｎｃｅｒ，２０１５，２３（６）：１６１５－１６２２．
［７５］　Ｍｃｇｕｉｒｅ　ＤＢ，Ｆｕｌｔｏｎ　ＪＳ，Ｐａｒｋ　Ｊ，ｅｔ　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ｂａｓｉｃ

ｏｒａｌ　ｃａｒ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ｏｒａｌ　ｍｕｃｏｓｉｔｉｓ　ｉｎ　ｃａｎｃｅｒ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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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白血病病人化疗所致口腔炎的疗效观察［Ｊ］．护 理 研 究，２０１６，

３０（８）：１０１６－１０１８．
［７９］　韩亚骞，张姗姗，吴湘玮，等．含ｒｈＧＭ－ＣＳＦ漱口液治疗放射性口

腔黏膜炎的前瞻性随机对照研究［Ｊ］．肿瘤，２０１４，３４（１）：７２－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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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ｎｃｏｌ　Ｂｉｏｌ　Ｐｈｙｓ，２００２，５４（２）：４７９－４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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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ｕｎｄｅｒｇｏｉｎｇ　ｒａｄｉｏｔｈｅｒａｐｙ，ｗｉｔｈ　ｏｒ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ｃｈｅｍｏｔｈｅｒ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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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ｖ，２０１７，１１（１１）：Ｃｄ０１１９９０．
［８４］　吴尘轩．肿 瘤 化 疗 联 合 粒 细 胞－巨 噬 细 胞 刺 激 因 子 的 辅 助 治 疗

［Ｊ］．癌症进展，２０１２，１０（２）：１１１－１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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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９］　秦文娟，罗伟，林仕荣，等．个体化口腔支架在鼻咽癌患者放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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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９· 中国肿瘤放射治疗联盟　头颈部肿瘤放射治疗相关急性黏膜炎的预防与治疗指南



［９　５］　Ｅｐｓｔｅｉｎ　ＪＢ，Ｗｏｎｇ　ＦＬ．Ｔｈｅ　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ｏｆ　ｓｕｃｒａｌｆａｔｅ　ｓｕｓｐｅｎｓ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ｒａｌ　ｍｕｃｏｓｉｔｉｓ　ｄｕｅ　ｔｏ　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ｒａｐｙ［Ｊ］．Ｉｎｔ

Ｊ　Ｒａｄｉａｔ　Ｏｎｃｏｌ　Ｂｉｏｌ　Ｐｈｙｓ，１９９４，２８（３）：６９３－６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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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ｎｃｏｌ，２００１，４０（６）：７５１－７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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