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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１　ＣＴ平扫示盆腔类圆形肿块，内见漂浮征象。

图２　ＣＴ增强扫描示肿块边缘强化，中心未见强化。

图３　大体标本示流出脓液后的脓肿壁及糜烂、粘连的纱布。

图４　病理检查示异物性肉芽肿。

　　病例资料　女，３８岁，因无明显诱因腹痛１１个月、再发１

天于２０１３年７月入院。患者慢性痛苦面容，无牵涉性疼痛，疼

痛可缓解，同时可扪及下腹部包块。２０１２年６月患者曾因剖宫

产大出血行子宫切除术。临床初步诊断为盆腔内包块，考虑畸

胎瘤。

盆腔 ＣＴ 平扫 ＋ 增强：盆腔内见类圆形肿块，直径约

７．２ｃｍ，边界清，其内呈高低混杂密度影，ＣＴ值２０～７０ＨＵ（图

１）；增强扫描肿块边缘强化，中心未见强化（图２）。子宫缺如，

盆腔未见肿大淋巴结及液性密度影。

术中所见：子宫缺如，双侧附件存在，可见盆腔直径约８ｃｍ

肿块，壁厚，囊性，囊壁呈灰白色，大网膜及部分小肠肠管紧密

粘连于肿块处，盆腔肠管广泛粘连，未见明显积液；在家属在场

的情况下切开标本，肿块内脓液流出量约２００ｍＬ，内见纱布，已

糜烂，部分粘连于脓肿壁，无法完整铺开（图３）。

病理诊断：送检软组织呈慢性炎症伴肉芽肿形成，结合临

床，符合异物性肉芽肿诊断（图４）。

讨论　 纱布瘤属于医源性疾病，是术后医用纱布残留所形

成的肿瘤样病变，各种部位的手术均可发生，最常见于腹腔，与

其他肿瘤性病变鉴别困难［１２］。

遗留体内的纱布因无菌，一般无急性感染症状，特别容易

被临床忽略。遗留的纱布被大网膜及邻近肠管粘连包裹，并生

成纤维结缔组织包膜而形成慢性脓肿，囊腔因脓液不断增加而

逐渐增大，有的则因机体反应而形成大量的肉芽组织和纤维组

织增生。

根据组织学和影像学特征将纱布瘤分为囊性和实性两种

类型。前者为纱布在人体内引起渗出或液化坏死并纤维包裹

所形成的异物性脓肿；后者为异物性肉芽肿，病理上主要表现

为肉芽组织增生和纤维化［３］。本病例属于异物性脓肿，呈类圆

形，张力较高，边界清，有完整囊壁，内见纱布漂浮在脓液中，即

所谓的“飘带征”———纱布呈漩涡状、条絮状稍高密度影或脑回

状密度增高影漂浮于囊液中，增强扫描内容物未见强化，此为

囊性纱布瘤的特异性征象。超声检查通常表现为回声不均性

肿块，在低回声或液性暗区中可见云雾状或涡轮状强回声团，

其后方常伴有声影。文献报道实性纱布瘤内肉芽组织增生和

纤维化明显，并出现钙化灶［４］，在影像学上形成了酷似肿瘤的

囊实性病变，表现为软组织密度肿块，应与腹腔原发肿瘤、胃肠

平滑肌肿瘤、腹腔炎性肿块等鉴别。

总之，结合手术史及肿块出现的时间关系，可以提高纱布

瘤的诊断符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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