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雌激素依赖性乳腺癌病史女性阴道雌激素的应用 

摘要： 

癌症治疗应该针对女性特殊的生存问题，包括处于癌症治疗过程的或者自然绝经患者的低雌激素相关

副反应。全身和阴道用雌激素在大众群体中被广泛应用于改善血管收缩症状、性交困难和降低尿道感染机

率。然而，由于某些癌症对雌激素较敏感比如乳腺癌，因此，我们对患有乳腺癌或者有乳腺癌病史的患者

在局部使用激素的安全性表示担忧。对于正在接受或者曾经接受过乳腺癌治疗的女性，在管理泌尿生殖道

症状或萎缩性泌尿症状时，我们应该首选非激素的治疗方法。在激素依赖型乳腺癌患者中，当出现泌尿生

殖症状时，对于那些菲激素疗法无效的患者，就应当使用阴道用激素治疗。使用阴道用激素的决定应当与

妇科肿瘤医师共同协商作出。另外，在此之前患者应该被告知应用低剂量阴道雌激素的获益和风险，做到

知情同意。目前还没有数据显示应用阴道雌激素缓解乳腺癌或有乳腺癌史的患者的泌尿生殖道症状，会增

加癌症复发的风险。 

建议与结论: 

美国妇产科协会作了如下建议和结论： 

 处于乳腺癌治疗或者治疗后的患者，若伴有泌尿生殖道症状或者萎缩相关的尿道症状，非激素治疗

的方法应是首选的。 

 对于有雌激素依赖的乳腺癌病史且伴有泌尿生殖道的症状的患者，在非激素治疗无效的时候，阴道

雌激素的应用是可取的。 

 在决定给雌激素依赖的乳腺癌病史且伴有泌尿生殖道症状的患者应用阴道雌激素的时候，应该同妇

科肿瘤医生一起做出评估。另外，在此之前患者应该被告知应用低剂量阴道雌激素的获益和潜在风

险，并做到知情同意。 

 目前还没有数据显示在正在接受治疗乳腺癌或有乳腺癌病史的患者中，出现泌尿生殖道症状时应用

阴道雌激素会增加癌症复发的风险。 

背景： 

肿瘤医务工作者逐渐认识到癌症治疗应该针对女性特殊的生存问题，包括处于癌症治疗过程或者自然

绝经患者的低雌激素相关副反应。妇产科医师或者其他相关的医护人员常常面临这样的问题：由于癌症的

治疗或者自然绝经，女性癌症患者的泌尿生殖道症状增多。全身和阴道应用雌激素广泛用于改善患者血管

收缩、性交困难的症状及降低患者尿道感染率。然而，某些癌症是对雌激素敏感的，比如乳腺癌，因此我

们对患有乳腺癌或者有乳腺癌病史的患者在局部使用激素的安全性表示担忧。[1,2]。这篇文章着重讨论低剂

量的阴道雌激素在雌激素依赖乳腺癌患者中应用。 

对处于乳腺癌治疗期间或乳腺癌治疗之后的患者，当出现泌尿生殖道的症状或萎缩相关泌尿症状时，

非激素疗法是首选，包括：增湿剂、润滑剂、局部麻醉剂[3,4]。然而，这些方法对改善部分患者的症状及生



雌激素依赖性乳腺癌病史女性阴道雌激素的应用 

2 

活质量是有限的和暂时的[5,6]。阴道雌激素的局部应用可以有效缓解围绝经期的症状和绝经期患者的泌尿生

殖道症状[3]。一般来说，比起全身的应用雌激素制剂，对于缓解血管收缩的症状，阴道雌激素的给药量更小。

因此，这给我们提供了另外的方法来处理患者的泌尿生殖道的症状。 

低剂量阴道雌激素的处方品种与血清激素水平 

在美国已经有三种商业化的阴道雌激素制剂，1）乳剂，2）阴道环，3）片剂（表 1）。（虽然还有其

他形式的阴道雌激素，但是他们的剂量和药效的不稳定，且缺乏有效性和安全性的数据[7]。）阴道雌激素在

阴道局部组织给予低剂量的雌激素，使其全身吸收最小。阴道乳剂有两种，包括一个 17-β-雌二醇和一个

结合雌激素乳剂。在美国，目前只有一种阴道雌激素片剂，其中含有 10µg 雌二醇半水合物。虽然市场上两

种阴道雌激素环，但仅有一个是 17-β-雌二醇（常常称为雌二醇）硅胶环可在阴道组织释放低剂量的雌激

素，另外一个是雌二醇的醋酸盐环，是一种全身剂量的雌激素，因此，它不在我们的讨论范围之内。 

研究显示应用低剂量的阴道雌激素不会导致持续的血清雌激素超出绝经期的正常范围；在可选药物制

剂中，阴道雌激素环和片剂全身吸收最小[8-15]。当雌激素乳剂给予合适的剂量时，也能释放低剂量的雌激素。

因为在构成上具有异质性，数据显示：马结合雌激素乳剂比雌二醇乳剂的吸收更具有不确定性。另外，给

予同一剂量的雌激素，比起片剂和阴道环，乳剂的吸收变化范围更大。因此，乳剂的血清雌二醇的变化范

围也比片剂和阴道环也更大。 

 

表 1 低剂量阴道雌激素的处方品种和管理计划 

剂型 有效成分 FDA 批准的剂量* 

阴道乳剂 17-β-雌二醇 常规剂量 2-4g/d（标记在涂药器上），连续给药 1-2 周，然后相似的时

间内逐渐减为半量。在阴道粘膜恢复后，维持剂量应为每周 1g，分 1-3

次给药。** 

阴道乳剂 马结合雌激素 阴道内给药每天 0.5g，21 天循环给药后停药 7 天，用于治疗由于绝经

引起的中重度性交苦难、外阴和阴道萎缩症状。每周两次 0.5g 阴道内

给药（比如周一、周四），可用于绝经引起的中重度性交苦难、外阴

和阴道萎缩症状。*** 

阴道环 17-β-雌二醇 2mg 含药阴道环，每天释放 7.5µg，持续 90 天。 

阴道片剂 雌二醇半水合物 10µg/d，持续两周；之后 10µg/d，一周两次。 

缩写：FDA—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经 FDA 认可的马结合雌激素和雌二醇乳剂批准的剂量比当前临床应用的剂量更大，且已证明是有效

的。 

**在临床实践中，以下方案也会用到：1g/n，持续两周，然后 1g 每周两次或者 0.5g 每周两次。 

***在临床实践中，以下方案也会用到：0.5g 每周两次。 

阴道雌激素在乳腺癌患者或有乳腺癌病史的患者中的应用 

目前还没有数据显示处于治疗期的乳腺癌患者或者有乳腺癌史的患者应用阴道雌激素缓解泌尿生殖道

症状增加癌症复发的风险[16]。一个嵌套的个案对照分析了一项队列研究显示：比起应用阴道雌激素的乳腺

癌患者，过去应用或者不应用阴道雌激素的乳腺癌患者的癌症复发率并没有增加[17]。另一个研究中，在不

考虑总剂量的情况之下，应用阴道雌激素乳剂的女性癌症复发风险也没有增加[18]。 

应用芳香化酶抑制剂的乳腺癌患者，应用阴道雌激素时存在癌症复发风险令人担忧。特别需要注意的

是，乳腺癌的复发风险与全身雌激素水平是相关的[19]。一些学者认为即使是全身雌激素水平稍微的增加，

也会导致乳腺癌的复发风险增加，因此在推荐这些患者应用阴道雌激素之前，是需要更多的数据支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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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0]。典型的例子就是，芳香化酶抑制剂能够使循环中的雌二醇的水平从 20pg/ml 减少到低于 1-3pg/ml[20,21]。

还有研究表明在应用芳香化酶抑制剂的患者中应用低剂量的阴道雌激素（雌二醇环或者含 25µg 雌二醇的片

剂），在用药之初会增加血清雌二醇的水平，虽然增加的雌二醇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但是否增加癌症的

复发风险却是未知的[11]。 

当伴有泌尿生殖道症状的患者在应用他莫昔芬的同时应用阴道雌激素或许是合适的[22]。当患者应用他

莫昔芬时，低水平和暂时的血浆雌激素水平升高不会增加乳腺癌的复发的风险，这是由于他莫昔芬具有雌

激素受体阻断作用[16]。因为这些效应，对于正在应用芳香化酶抑制剂且对伴有泌尿生殖道症状的患者，应

用非激素治疗的方法不能缓解症状时，患者或许可以从应用短期的雌激素联合他莫昔芬的治疗方法中获益，

之后继续应用芳香化酶抑制剂治疗[20]。 

结论 

非激素治疗的方法是处于治疗期间的或者治疗之后的乳腺癌患者，出现泌尿生殖道或者尿道萎缩相关

的症状时的首选的。对有雌激素依赖乳腺癌病史的患者，当非激素治疗的方法无法缓解其泌尿生殖道或者

尿道萎缩相关症状时，阴道雌激素治疗是可选的。治疗应该基于每个患者风险/获益比和临床表现个体化。

是否应用阴道雌激素治疗，或许应该同妇科肿瘤医生一起决定。另外，在此之前患者应该被告知应用低剂

量阴道雌激素的收益和风险，并做到知情同意。当决定使用阴道雌激素时，应该给予最低的有效剂量，并

在最短的持续时间内改善患者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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