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ｈｅｐａｔｏｃｅｌｌｕｌａｒ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ｓ：ｖａｌｕｅｏｆｔｒｉｐｈａｓｉｃｈｅｌｉｃａｌＣＴ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ｉｏｄｉｚｅｄｏｉｌＣＴ［Ｊ］．ＡＪＲ，１９９７，１６８（１）：２１９２２４．

［１０］　ＨｗａｎｇＧＪ，ＫｉｍＭＪ，ＹｏｏＨＳ，ｅｔａｌ．Ｎｏｄｕｌａｒｈｅｐａｔｏｃｅｌｌｕｌａｒｃａｒｃｉ

ｎｏｍａｓ：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ａｒｔｅｒｉａｌ，ｐｏｒｔａｌａｎｄｄｅｌａｙｅｄｐｈａｓｅｉｍａｇｅｓ

ａｔｓｐｉｒａｌＣＴ［Ｊ］．Ｒａｄｉｏｌｏｇｙ，１９９７，２０２（２）：３８３３８８．

［１１］　ＴａｋａｙａｓｕＫ，ＦｕｒｕｋａｗａＨ，ＷａｋａｏＦ，ｅｔａｌ．ＣＴ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ｏｆｅａｒｌｙ

ｈｅｐａｔｏｃｅｌｌｕｌａｒ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ｆｉｎｄｉｎｇｓａｎｄＣＴ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ｃ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Ｊ］．ＡＪＲ，１９９５，１６４（４）：８８５８９０．

［１２］　ＬｅｅＪＨ，ＬｅｅＪＭ，ＫｉｍＳＪ，ｅｔａｌ．Ｅｎｈａｎｃｅｍｅｎｔ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ｏｆｈｅｐａｔｏ

ｃｅｌｌｕｌａｒ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ｓｏｎｍｕｌｔｉｐｈａｓｉｃｍｕｌｔｉｄｅｔｅｃｔｏｒｒｏｗＣＴ：ｃｏｍｐａｒ

ｉｓｏｎｗｉｔｈ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ｉｏｎ［Ｊ］．ＢｒＪＲａｄｉｏｌ，２０１２，８５

（１０１７）：５７３５８３．

［１３］　ＢｉｓｍｕｔｈＨ．Ｓｕｒｇｉｃａｌａｎａｔｏｍｙａｎｄａｎａｔｏｍｉｃａｌｓｕｒｇｅｒｙｏｆｔｈｅｌｉｖｅｒ

［Ｊ］．ＷｏｒｌｄＪＳｕｒｇ，１９８２，６（１）：３９．

［１４］　ＣｈｅｎＧ，ＬｉＸＣ，ＷｕＧＱ，ｅｔａｌ．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ｄｉｇｉｔｉｚｅｄｈｕｍａｎｌｉｖｅｒ：ｂａｓｅｄｏ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ｖｉｓｉｂｌｅｈｕｍａｎ［Ｊ］．Ｃｈｉｎ

ＭｅｄＪ，２０１０，１２３（２）：１４６１５０．

［１５］　ＧｏｌｄｓｍｉｔｈＮＡ，ＷｏｏｄｂｕｒｎｅＲＴ．Ｔｈｅｓｕｒｇｉｃａｌａｎａｔｏｍｙｐｅｒｔａｉｎｉｎｇ

ｔｏｌｉｖｅｒｒｅｓｅｃｔｉｏｎ［Ｊ］．ＳｕｒｇＧｙｎｅｃｏｌＯｂｓｔｅｔ，１９５７，１０５（３）：３１０

３１８． （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０１３１　修回日期：２０１３０２１１）

作者单位：宁波市北仑区人民医院放射科（刘为海）
作者简介：李铁丰（１９８０－），男，黑龙江人，主治医师，主要从事ＣＴ

和 ＭＲＩ诊断工作。

脾脏巨大错构瘤一例 ·病例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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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１　ＣＴ平扫显示脾脏明显增大，内见一巨大软组织密度肿块

影，边界清晰，内密度不均匀，ＣＴ值１９～５０ＨＵ，内可见多个分

隔。　图２　动脉期示肿块内实性成份轻度强化，可见一纡曲

血管影。　图３　静脉期示肿块内实性成份及血管影渐进性持

续强化。　图４　镜下示脾组织主要由红髓构成，窦腔内含有

大量血窦及少量白髓，可见大量坏死及陈旧性出血（×１００，

ＨＥ）。

　　病例资料　患者，男，８４岁。反复左上腹疼痛１０余年，呈

持续性胀痛，无放射痛、呕吐及发热等，未予以特殊处理，近１

个月来感左上腹胀痛较前加剧。查体：左上腹可触及肿大脾

脏，质地中等，边缘尚光滑，未扪及血管搏动。

ＣＴ表现：脾脏明显增大，其内有一巨大软组织密度肿块，

边界清晰，大小为１８．６ｃｍ×１２．５ｃｍ，密度均匀，ＣＴ值１９～

５０ＨＵ，病灶内可见多个分隔（图１）。增强扫描示肿块实质部

分轻度强化，可见多发斑点状、纡曲状血管（图２、３）。术前ＣＴ

诊断：脾脏血管瘤。

手术所见：脾脏明显增大，其内有大小约１８ｃｍ×１５ｃｍ×

１０ｃｍ的病灶，脾周无明显粘连，肿块内可见大量坏死液化组

织。病理诊断：脾脏错构瘤伴陈旧性出血、坏死及髓外造血

（图４）。

讨论　脾脏错构瘤（ｓｐｌｅｎｉｃｈａｍａｒｔｏｍａ，ＳＨ）是一种罕见的

脾脏血管性肿瘤样病变，由各种正常脾脏组织混杂而成。因患

者常无特异性症状，多在体检或手术中偶然发现。由于发病率

低，易与脾脏海绵状血管瘤及恶性肿瘤相混淆。ＣＴ平扫显示

脾内等或稍低密度实性肿块，伴或不伴钙化，多期增强扫描动

脉期示病灶呈弥漫性不均匀轻度强化或周围斑片状强化并随

时间延迟呈渐进性强化，延迟期密度接近或稍高于脾实质时有

助于ＳＨ的诊断。当ＳＨ的ＣＴ表现不典型时，需联合其它影

像技术进行综合诊断，最终确诊仍有赖于病理检查。鉴别诊

断：①脾血管瘤，是最常见的良性脉管性肿瘤，以海绵状血管瘤

多见，平扫多为低密度，增强早期呈边缘结节状明显强化，延迟

期呈持续强化，而不呈弥漫性均匀或斑块状强化可资鉴别；②

脾囊肿，ＣＴ上多表现为形态规则，边界清楚，水样密度，增强后

不强化；③血管肉瘤，常呈分叶状轮廓，侵袭性生长，可突破脾

脏包膜侵犯周围结构，有时可见远处转移灶；④脾脏转移瘤往

往有原发病史，且多数已有其它部位转移；⑤脾脏淋巴瘤多为

继发性，常伴浅表淋巴结肿大，钙化少见，增强扫描延迟期淋巴

瘤强化较周围脾实质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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