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胰腺实性假乳头状瘤肝转移一例

朱永高，吕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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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１　ＣＴ平扫示病灶呈囊实性，边界清楚（箭）。　图２　ＣＴ增强动脉期示病灶囊内

实性成分浅淡强化（箭）。　图３　ＣＴ增强门脉期示囊壁、纤细分隔强化，实性成分呈

壁结节状分布（箭）。　图４　ＣＴ增强延迟期示囊壁、纤细分隔及实性壁结节持续强

化（箭）。　图５　镜下示瘤组织呈巢团状排列，浸润性生长，细胞形态较一致（×１００，

ＨＥ）。　图６　免疫组化图示Ｖｉｍ（＋）、ＣＤ１０（＋）等。

　　病例资料　患者，女，１４岁，右上腹

不适半年，外院Ｂ超示肝右叶多发囊实

性混合回声病灶，提示肝脏占位病变；

血常规、肝、肾功能、电解质、肿瘤标记

物 ＡＦＰ、ＣＥＡ、ＣＡ１９９ 均 未 见 异 常。

ＣＴ检查：ＣＴ平扫示肝右叶多发囊实性

占位病灶，边界光滑，实性成分沿囊壁

呈壁结节状散在分布，囊内可见纤细分

隔（图１）；增强扫描动脉期、门脉期、延

迟期示囊壁、实性壁结节及纤细分隔呈

持续不均匀强化（图２～４）。ＣＴ检查后

补充询问病史，患者２００８年曾行胰腺

体尾部实性假乳头状瘤切除术，考虑为

转移性病灶。患者于云南省第一人民

医院行右半肝切除术，术中所见：肝脏

表面光滑，肝右叶可见２个巨大囊性占

位，大小约１０ｃｍ×１０ｃｍ，内囊液为暗红

色，囊壁上有水泡样突起，左肝未见异

常。病理肉眼及光镜所见：右半肝切面

呈囊实性，可见坏死，瘤组织呈巢团状排列，浸润性生长，细胞

形态较一致（图５）。病理诊断：（右半肝）恶性肿瘤。免疫组化：

Ｖｉｍ（＋）、ＣＫ广（－）、ＣＫ低（－）、ＣＤ１０（＋）、αＡＡＴ（＋）、ＳＹＮ

（＋）、ＣＤ５６（＋）、ＣｇＡ（＋）、ｈｅｐａ（－）、ｇｌｙｐｉｃａｎ３（＋）、ＣＤ３４

（－）、Ｓ１００（－）、Ｋｉ６７阳性约１５％（图６）。免疫组化诊断：（右

肝）胰腺实性假乳头状肿瘤肝转移。

讨论　胰腺实性假乳头状瘤（ｓｏｌｉｄｐｓｅｕｄｏｐａｐｉｌｌａｒｙｔｕｍｏｒ

ｏｆｐａｎｃｒｅａｓｅ，ＳＰＴＰ）于１９５９年首次报道，据统计，其占胰腺原

发肿瘤的０．１７％～２．５０％，年轻女性多见
［１］。２００４年 ＷＨＯ肿

瘤组织学分类将其统一命名为实性假乳头状瘤，定义为由形态

比较一致的细胞形成的实性巢状和假乳头结构的上皮性肿瘤，

常伴出血及囊性变，通常为良性，偶尔可为恶性。免疫组化研

究发现ＳＰＴＰ在胰腺内、外分泌和局灶性上皮均有表达，提示

ＳＰＴＰ可能起源于胰腺胚胎多能干细胞。

ＳＰＴＰ病理成分不同，影像学表现亦不同。肿瘤由实性区、

假乳头区及二者的过渡区组成，实性区由较为一致的瘤细胞构

成，呈片块状或巢状排列，影像学表现为相对均匀的实性成分，

实性区亦可因退变、坏死出现微囊，表现为实性成分中的小囊

变灶；假乳头区肿瘤细胞排列成片状、索条状或围绕血管及坏

死区呈放射状、假乳头状排列，为ＳＰＴＰ的重要病理学特征，影

像学表现为不均匀的囊实性区；二者间的过渡区细胞成分相对

较少，肿瘤组织围绕血管形成假菊形团，同时离血管较远的区

域易发生坏死，表现为完全的囊性区。ＳＰＴＰ具有延迟强化的

特点，即实性成分于动脉期、门脉期、延迟期逐渐强化，这是因

为实性区与假乳头区之间的过渡区形成假菊形团，相对较少的

肿瘤细胞呈网状排列并形成血窦，因此影像学上表现出类似海

绵状血管瘤延迟强化的特点，但三期强化程度均低于正常胰腺

实质，囊性成分始终无强化。病灶内间隔的强化也体现出延迟

强化的特点，且强化程度多高于肿瘤实性部分，仅在动脉期强

化程度低于胰腺实质。本例肝脏转移病灶因与ＳＰＴＰ的组织同

源，故在影像上与胰腺原发病灶表现一致。

ＳＰＴＰ是一种具有低度恶性倾向的肿瘤，其生物学行为相

对良好，复发和转移不常见。文献报道约１５％的患者出现肝转

移和腹膜转移，总体５年生存率约９５％
［２］，发生转移的患者行

转移灶切除及术后复发患者再次行手术切除均可取得较好的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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