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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癌在线自适应放射治疗中国专家共识
陈 明 1，王绿化 2，傅小龙 3，尹 勇 4，黄晓延 1，毕 楠 2，朱正飞 5，孙建国 6，
薛建新 7，陈大卫 4，张 莉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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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恶性肿瘤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中山大学-国科离子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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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肺癌是我国发病率和死亡率最高的恶性肿瘤。 精准放疗显著提高了肿瘤控制率、减少
了不良反应，在肺癌治疗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图像引导放疗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线自适应
放射治疗逐步进入临床。 为规范临床应用、推动技术发展与临床协作，特制定本专家共识。 该
共识结合理论与实践，阐述肺癌在线自适应的物理技术要求、临床实施规范和常见临床问题，
以期更好地为放疗同道了解和开展该技术提供参考，使更多肺癌患者能从放射治疗中获益。
关键词：肺癌；放射治疗；在线自适应放射治疗；专家共识
中图分类号：R734.2；R73-31 文献标识码：A

Chinese Expert Consensus on Online Adaptive Radiothera-
py for Lung Cancer
CHENMing1， WANG Lühua2， FU Xiaolong3， YIN Yong4， HUANG Xiaoyan1， BI Nan2，
ZHU Zhengfei5， SUN Jianguo6， XUE Jianxin7， CHEN Dawei4， ZHANG Li8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Oncology in South China， Guangdong Key Laboratory of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 Diagnosis and Therapy， Guangdong Provincial Clinical
Research Center for Cancer， Sun Yat-sen University Cancer Center， United Labo-
ratory of Frontier Radiotherapy Technology of Sun Yat-sen University & Chinese A-
cademy of Sciences Ion Medical Technology Co.， Ltd， Radiation Oncology Branch
of Chinese Medical Association， Radiation Oncology Expert Committee of Chinese
Society of Clinical Oncology
（1. Sun Yat-sen University Cancer Center， Guangzhou 510060， China； 2. Cancer Hospital C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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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ung cancer is the malignant tumor with the highest morbidity and mortality. Precision
radiotherapy， which significantly improves tumor control and reduces treatment-related toxicities，
plays a critical role in treatment of lung cancer.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advanced technolo-
gy， online adaptive radiotherapy (OART) based on image-guided radiotherapy is being popularized
in China. In order to standardize clinical application， improve the cooperation of technology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this expert consensus is established. This consensus combined theory and prac-
tice， and elaborated the physical and technical requirements， the clinical implementation stan-
dardization and common clinical problems of the online adaptive radiotherapy for lung cancer， so
as to provide better reference for understanding and implementing this precision radiotherapy tech-
nology in hospitals of different levels， so that more patients with lung cancer can benefit from ra-
diotherapy.
Key words：lung cancer； radiotherapy； online adaptive radiotherapy； expert consens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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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癌是我国发病率和死亡率最高的恶性肿瘤，包
括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cell lung cancer，NSCLC）
和小细胞肺癌 （small-cell lung cancer，SCLC）两大
类 ［1］。 作为肿瘤治疗的重要手段，放射治疗在肺癌治
疗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目前普遍应用的调强
放疗（intensity modulated radiotherapy，IMRT）和图像
引导放疗（image guided radiotherapy，IGRT）技术可
给予肿瘤处方照射剂量的同时， 尽可能地降低危及
器官（organ at risk，OAR）的受照剂量。 然而，肺癌放
疗一般要持续数周， 肿瘤在放疗分次间常发生位置
和解剖形态改变， 有可能造成靶区漏照或 OAR 误
照，最终导致肿瘤未控或放疗并发症增加［2-3］。因此，
治疗过程中有必要在适当的时机修改放疗计划。

自适应放射治疗（adaptive radiotherapy，ART）是
将放疗全程，即从模拟定位、计划设计、放疗实施到
验证作为一个可自我响应、 自我修正的动态闭环系
统，进而实现肿瘤个体化治疗［4］。 根据计划设计与放
疗出束的关系，自适应放疗可分为离线 ART 和在线
ART。随着机载影像技术的进步与人工智能的赋能，
基于 IGRT 发展延伸出的在线 ART 正逐步进入临
床，为规范临床应用，推动技术提升与科研协作，特
制定肺癌在线自适应放疗中国专家共识， 本共识在
临床实践中将根据最新研究成果不断更新。

一、在线 ART的物理技术要求

基于肺癌在线 ART 的特殊性（剂量叠加、时间
限制、器官运动等），在采用这一方法时应充分考虑
技术上的特点与难点，从全流程管理的角度，在患者
在线模拟定位、靶区修正、计划再优化、验证和治疗
实施等各环节， 确保安全和有效， 同时还应进行全
面、细致的质控。 由于呼吸运动的影响，肺癌靶区及
相邻组织器官在定位、 治疗过程中存在不同程度的
变化，为确保治疗位置和剂量的准确性，在整个治疗
流程中应对呼吸运动进行评估， 并根据评估结果采
取相应措施。

考虑到医疗机构的差异， 本共识尽可能列出不
同条件下开展在线 ART 的最基本需求，并针对肺癌
在线 ART所需物理技术条件提出参考性建议。
1 设备的配置要求
1.1 定位设备

开展肺癌在线 ART 应配置加速器机载三维成

像系统，如一体化扇形束 CT（fan-beam CT，FBCT）、
锥形束 CT （cone-beam CT，CBCT） 或磁共振成像引
导，对于 CT成像应满足如下要求：

（1）物理孔径≥ 70 cm；
（2）扫描视野或扩展视野≥ 50 cm；
（3）扫描层厚≤ 5 mm；
（4）具备呼吸运动管理功能，如 4D-CT 或屏气

监控功能；
（5）4D-CT图像的重建（若机载成像设备具有四

维成像功能）；
（6）可由扫描影像直接获得电子密度并用于剂

量计算（适用于 FBCT），或可由算法转换得到合成
CT（synthetic CT）；

（7）配套的激光定位系统；
（8）配备相应的质控工具，如图像质量检测模体

和电子密度转换模体等。
1.2 放疗计划系统

开展在线 ART 的治疗计划系统， 在符合美国
TG 53 和国际原子能组织 TRS430 报告以及我国
YY/T 0798-2010、YY 0832.2-2015 和 YY 0832.1-2011
行业标准要求的基础上，还应特别关注以下特性：

（1）图像（包括勾画）的重建精度以及空间几何
精度，包括长度、面积、体积和空间位置的精度；

（2）多模态图像的识别与配准，包括 CT、PET-CT
和 MRI 图像的识别与配准能力，还应具有常用的伪
彩显示模式；

（3）剂量学叠加和计算的准确性；
（4）组织非均匀性校正算法的准确性；
（5）剂量计算网格的精细程度；
（6）通过严格遵守约束条件进行计划优化，并满

足评估指标的成功率和耗时长短。
1.3 治疗设备

放射治疗设备除满足常规放射治疗的基本要求
外，还应达到如下要求：亚毫米级机械精度；高分辨
率多叶光栅（最小叶片宽度≤5 mm）；影像定位及辅
助控制系统能满足对靶区运动管理的需要。
2 流程管理与质控要求
2.1 固 定

固定方式与常规肺癌放疗要求相同， 包括负压
真空袋、发泡胶、体部立体定向框架等，可根据患者状
况选用。 固定的基本原则同常规放疗，在此不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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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在线模拟定位
患者在加速器一体治疗机床上完成在线 ART

模拟定位。 增强 4D-FBCT 是肺癌在线 ART 的首选
定位技术，若机载成像无此功能，可考虑采用屏气成
像技术（吸气、呼气末及中位呼吸状态下扫描）来辅
助确定内靶区（internal target volume，ITV）范围。 对
于机载 CBCT，考虑到尽量减少呼吸运动伪影，推荐
采用屏气成像技术。 对于原发病灶与肺不张或炎症
区分仍困难时，可提前完成 MRI或 PET-CT 扫描，并
进行在线多模态图像的识别与配准。 在线模拟定位
注意事项：

（1）定位前应进行必要的呼吸训练，使患者能够
在整个定位及后续的治疗过程中稳定呼吸， 确保系
统能够获取合适的呼吸波形 （波形数据应妥善记录
并保存）。

（2）当采用屏气扫描时要确保患者训练后的屏气
时间能够支持完成一次包括靶区全范围的扫描。

（3）扫描范围应超出原始照射的肿瘤范围及包含
全肺， 一般从 C4 锥体上缘到 L2 锥体下缘水平，以
便评估全肺的总剂量，建议层厚≤5 mm，对全肺成
像范围覆盖不足的情况， 应特别关注肺 DVH 限量
评估方式。
2.3 图像重建及运动评估

4D-CT 图像在肺癌在线 ART 过程中需注意各
重建图像的正确使用， 重建图像与原始计划图像进
行配准后传输至在线放射治疗计划系统（treatment
planning system，TPS）。 为减少因前后计划图像不一
致造成的靶区勾画差异， 建议重建图像的勾画与原
始计划一致，推荐采用最大密度投影（maximum in-
tensity projection，MIP） 图像辅助评估 ITV 勾画范
围，并采用平均密度投影（average intensity projec-
tion，AIP） 图像进行放疗计划再设计与计算。 常规
CBCT 用于治疗计划时， 需要评估其对剂量准确性
的影响。
2.4 在线治疗计划

患者维持固定体位于加速器一体治疗机床上等
待在线 ART计划设计完成。在线治疗计划应参考靶
区体积、运动幅度、邻近 OAR选择恰当的放疗技术。
在靶区体积和运动幅度较小的情况下， 可选择固定
射野角度调强和容积调强技术； 在靶区体积或运动
幅度较大的情况下，推荐采用三维适形技术、旋转适

形技术或门控治疗技术；OAR 剂量也是重要指标。
为保证放疗执行的连贯性， 建议延用初始放疗的治
疗技术。 此外，治疗技术的选择应考虑治疗时长，因
为在线 ART的执行时间越短，患者体位的一致性越
好、分次内误差越小。

在线剂量计算应首选人工智能辅助的高精度的
算法，如蒙特卡洛或类蒙特卡洛的算法，也可以采用
三维卷积算法或各向异性解析算法等。 建议在线
ART 计划在实施前进行第三方独立验算保证剂量
学的准确性。 计划质控可通过发送到独立验算质控
软件上进行， 也可基于机载系统在体剂量验证技术
开展。
2.5 治疗实施

为降低分次内误差，执行在线 ART 前需采用三
维成像进行位置验证， 通常是将验证图像与在线模
拟定位图像进行自动、手动的配准。在治疗实施过程
中应通过光学体表监测系统、 透视系统或在体剂量
监测系统监控患者和靶区运动， 以确保患者治疗位
置稳定和肿瘤运动未超出计划靶区 （planning target
volume，PTV）或 ITV。

二、肺癌在线 ART的临床实施规范

在治疗前通过 IGRT 影像评价解剖变化所带来
的剂量学影响的频率， 按照临床需求从每天 1 次至
每周 1次不等。如机载成像设备可进行四维成像，建
议每周开展至少 1 次 4D-CT 的 IGRT 以充分评估治
疗与器官运动影响下的肿瘤解剖变化。在线 ART实
施前需与患者及家属充分知情同意。
1 执行肺癌在线 ART的适应证
1.1 靶体积或胸腔内解剖结构发生较大变化

（1）放疗期间 ITV超出 PTV；
（2）放疗期间 PTV改变≥ ±10%；
（3）肺不张、肺炎、胸腔积液出现或消失。

1.2 计划剂量与实际剂量存在明显差异
（1）GTV 靶区覆盖率显著变化 （1 mm3 体积接

受>120%处方剂量，或<95%靶区体积接受 95%处方
剂量）；

（2）OAR超过限制的最大剂量。
1.3 放疗医生认为有必要调整放疗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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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肿瘤靶区在线修正
建议选择 4D-FBCT 扫描确定 ITV，采用 MIP 图

像进行肿瘤靶区修正， 但需参考各时相横断面图像
靶区位置进行确认和修改； 也可分别采用最大吸气
相与最大呼气相图像来修正大体肿瘤靶体积（gross
tumor volume，GTV）最终叠加生成 ITV，并在各时相
上进行确定和修改。 为保证放疗靶区的连贯性与准
确性，推荐将配准后原始计划的靶区轮廓拷贝、叠加
于 ART 模拟定位 CT。 可借助人工智能辅助修正肿
瘤靶区，但必须经有经验的放疗医师核对确认。

关于肿瘤靶区在线修正的几点说明：
2.1 肺原发肿瘤（GTVT）靶区在线修正

于在线 ART模拟定位扫描的图像上修改。 基于当
前的 CT、MRI 或 PET-CT 图像，在肺窗（窗位-600~
-800 HU，窗宽 1 000~1 600 HU）修改被肺组织包围
的肿瘤轮廓，在纵隔窗（窗位 30~60 HU，窗宽 300~
500 HU）修改侵犯纵隔或胸壁的肿瘤轮廓，同时应
充分考虑治疗前和放疗期间的肿瘤图像。 不推荐对
已侵犯骨质的原发肿瘤进行 ART。
2.2 转移淋巴结（GTVN）靶区在线修正

应在模拟定位图像的纵隔窗下进行修改。 基于
当前转移淋巴结的大小与位置， 修正拷贝原始计划
的 GTVN靶区轮廓。淋巴结的 GTV应包含所有受累
淋巴结，即使淋巴结在放疗期间完全消失。
2.3 临床靶区（CTV）在线修正

参照原始计划靶区勾画要求， 将修正后的 ITV
外扩 6~8 mm 生成 CTV，并根据周围解剖屏障（例如
骨骼、大血管或心脏的天然屏障）而再次手动修改。
2.4 计划靶区（PTV）在线修正

CTV 外放 5 mm 生成 PTV，CTV-PTV 外放边界
需要根据各单位确定系统误差进行调整。 一般情况
下，不应对 PTV进行手动编辑。
3 正常器官重勾画

考虑到放疗期间靶体积或胸腔内解剖结构已发
生变化，肺癌在线 ART 需根据肿瘤位置，借助人工
智能在模拟定位 AIP 图像上重新勾画 OAR，主要包
括双侧肺、左或右侧肺、食管、心脏、脊髓、气管和近
端支气管树、胃和肝脏等［5-6］。
3.1 双侧肺、左或右侧肺

CT肺窗下勾画，建议窗宽、窗位分别为 W=1 600
和 L=-600。 可采用肺自动勾画，需注意勾画后应除

外 GTV、肺门和气管或主支气管、近端气管树，但要
包括伸展到肺门区外的小血管， 所有的肺部炎症和
肺不张也应包括在内。
3.2 食 管

CT纵隔窗下勾画，从环状软骨下起始部勾画到
食管胃连接部。勾画应包括食管黏膜、黏膜下和所有
肌层向外到脂肪膜。除非肿块位于食管周围，一般不
推荐口服造影剂以避免影响剂量计算和食管的解剖
形态。
3.3 心 脏

CT 纵隔窗下勾画，建议窗宽、窗位：W=500 和
L=50。心脏的勾画实际上包含了部分心包。勾画从
肺动脉经过中线层面开始， 并向下沿伸到心尖部
结束。
3.4 脊 髓

推荐按髓腔的骨性边界进行勾画。 从环状软骨
开始逐层勾画到 L2 下缘。 勾画过程中注意避开神
经孔。
3.5 气 管

环甲膜至隆突上 2 cm。
3.6 近端支气管树

范围包括气管远端 2 cm、双侧主支气管、双侧
肺上叶支气管、中间支气管、右中叶支气管、舌段支
气管和双侧下叶支气管。 可在 CT纵隔窗上并结合肺
窗进行勾画，从隆突上 2 cm勾画到段分叉出现为止。
3.7 胃

当肿瘤位于左肺下叶靠近膈肌时， 需要勾画出
胃轮廓。
3.8 肝 脏

当肿瘤位于右肺下叶靠近膈肌时， 需要勾画出
肝脏轮廓。勾画肝脏轮廓时应注意排除胆囊，下腔静
脉应排除在肝脏轮廓之外。
4 肺癌在线 ART的计划制定与质量控制

使用与初始计划相同的计划目标参数调整在线
ART 计划。 肺癌在线 ART 计划制定应遵循最佳疗
效、 最低副反应以及经济的原则， 最低要求是基于
CT模拟定位的三维适形放疗，应使用多野照射并且
所有射野均应每日同照。 有条件的单位可以使用调
强放疗、 容积调强、IGRT或螺旋断层治疗等放疗技
术。 为尽可能降低肺癌患者在线期间发生位移的可
能，计划设计的时间十分紧迫，推荐采用基于人工智

4



能辅助的自动放疗计划算法， 以预设的临床目标参
数和原计划剂量分布为参考输入， 在线无需额外输
入即可输出可执行的 ART 计划，能够有效提高在线
流程效率。

放疗计划完成后应对靶区剂量与 OAR 剂量进
行在线评估，以剂量体积直方图（dose volume his-
togram，DVH）作为基本工具，并根据三维空间中区
域等剂量曲线的分布，评估 PTV 及危及器官的剂量
分布，同时记录原始计划和在线 ART 计划肿瘤靶区
的剂量覆盖率差异，以及肺、心脏、食管和脊髓等正
常器官的受照剂量差异。在线 ART的质控团队应至
少包括 2 名放疗医生、1 名物理师和 1 名治疗技师，
在线 ART计划还需进行离线质量保证。

三、肺癌在线 ART的其他临床问题

1 肺癌在线 ART的执行时机
追踪肺肿瘤体积和周围解剖结构随放疗进程的

变化情况，确定在线 ART 的最佳时机是当前的研究
重点。 机载三维 IGRT 影像是监测解剖位置和剂量
分布变化最常用方法。通过分析局部晚期 NSCLC根
治性放疗期间每天至每周采集的 CBCT， 发现放疗
完成后肿瘤体积平均缩小 50%［7-8］，且放疗阶段的中
后期肿瘤体积变化最大，GTV平均下降 30%［9-11］。 总
的来说，相比较于肺癌放疗进程前期，临床实践倾向
于在中后期提高的放疗前图像采集频率。
2 肺癌在线 ART的临床获益与风险

目前对比肺癌 ART 与非 ART 的随机临床试验
尚未完成， 只有少数单臂研究试图量化这项技术的
益处。 已有研究表明，ART 有助于精准提升肺癌靶
区剂量，并带来潜在临床获益［11-18］。 此外，对于因肿
瘤位置、 器官运动或肺部合并症而难以实施常规放
疗的肺癌患者，MRI 引导的自适应体部立体定向放
射治疗可提供理想的靶区覆盖和 OAR保护［19-21］。

根据缩小的肺肿瘤调整靶体积和剂量覆盖范围
是否安全？ 这是选择 ART 适应证必须回答的问题。
一项比较局限期 SCLC 患者照射诱导化疗前原发灶
范围或诱导化疗后残留灶范围的疗效与安全性的系
列研究一定程度上证明了实时修改放疗靶区的可行
性。结果显示，照射化疗前原发灶或化疗后残留灶的

局部区域复发率分别为 28.6%和 31.6%（P=0.81），
未观察到残留灶照射野外复发 ［22］；初治 SCLC 瘤
床的浸润距离为10.2 mm， 而接受 2 个周期诱导化
疗后的浸润范围则为 1.4 mm［23］，为肺癌临床靶区的
研究提供了微观层面上的证据支持。 LARTIA 试验
的结果表明，中位随访20.5个月，局晚期 NSCLC原始
PTV与修正后 PTV的差异区域失败发生率仅为 6%［15］，
与以往报道一致［16］。
3 肺癌在线 ART的随访策略

目前肺癌在线 ART 的计划调整频率仍不明
确 ［13，15，24］， 我们推荐 ART 期间每周 1 次 CBCT 以监
测肿瘤变化与器官移动。 患者应在放疗结束后 1 个
月进行疗效评估， 并根据医生指导进行定期随访和
进行相应的检查，随访频率与常规放疗相同［25-26］。

四、总结与展望

肺部肿瘤治疗期间靶区体积和位置存在明显的
动态变化，是在线 ART 优先考虑的适应证。 越来越
多的证据证明， 通过图像引导在放疗期间对计划进
行调整， 可提高肿瘤剂量覆盖率并降低放疗相关并
发症的发生率。 本共识介绍并归纳了肺癌在线 ART
的物理技术要求和常见临床问题， 详述肺癌在线
ART 前定位流程、靶区勾画以及放疗计划质控的实
施规范； 专家组将根据这一领域的进展及时更新本
共识， 以利于放疗同道们了解这项技术并在使用时
进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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