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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计划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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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计划要求和我们的设置 

 

1、Varian TrueBeam加速器，6X； 

2、计算网格：2.5mm； 

3、计算模型: AAA算法； 

4、共面射野，IMRT，等中心治疗； 

5、处方：PTV 1.8Gy×28f=50.4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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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靶区要求： 
PTVD98%≥47.88Gy（95%）； 

PTVD2%≤55.4Gy（110%）； 

PTV95%体积不小于50.4Gy%（100%）； 

7、靶区CI和HI作为评价指标 
CI=VT,ref/VT×VT,ref/Vref； 

VT,ref为参考等剂量线面所包绕的靶区体积； 

VT为靶区体积； 

Vref为参考等剂量线面所包绕的所有体积 

HI=（D2%-D98%）/D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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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例特殊性： 

 

     靶区PTV距离脊髓很近，头脚
方向长（15.3cm）， 左右方向宽
（接近9cm），因此脊髓和肺的受
量不可能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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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轴位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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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冠状位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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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野方向 
（181°220°250° 340° 20° 110° 1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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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时考虑治疗床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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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用固定铅门技术（Fixed Ja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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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虑到要降低肺的受量，
F3-250º和F6-110º 照射
野铅门固定，本计划优化
时设置Y1=0。 

Fixed Ja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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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º射野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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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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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1和T2是根据PTV在三维方向
外放的两个环形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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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Area1和Area3是优化过程中出现的高
量区域，再次优化时限制该区域内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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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过程中使用了Eclipse如下功能： 

 

Automatic Optimization Process； 

Automatic Intermediate Dose； 

Jaw Trac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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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tomatic Optimization Process 

         First define the dose objectives, and 

let the program optimize the plan, 

calculate the intermediate dose, continue 

the optimization and the final dose 

calculation. The program saves results 

automatic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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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omatic Intermediate Dose 

 
 To improve optimization results, we 

can define that the program calculate 
an intermediate dose during the IMRT 
optimization using the same dose 
calculation algorithm that is used in the 

    final calculation. 

 The program adjusts the leaf sequences 
according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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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w Tracking 

        Jaw tracking keeps collimator 
jaws as close to the MLC aperture 
as possible to minimize leakage 
between MLC leaves. When jaw 
tracking is in use, the algorithm 
uses  the initial jaw settings  as the 
maximum positions for the ja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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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计划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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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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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VH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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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横断面剂量分布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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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横断面剂量分布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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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矢状面剂量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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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冠状面剂量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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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量分布不理想的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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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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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结果 

 ArcCheck γ通过率： 
（2%/2mm）:  91.4% 

（3%/3mm）:  98.3% 

 

电离室点剂量验证：-0.43%。 

（补充）实际治疗时间：4分钟。 
TrueBeam可用Add Auto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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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cCheck 验证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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