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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足巨大去分化软骨肉瘤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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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正位Ｘ线片示左足第一跖骨骨质破坏，周围见片状、斑点状高密度影（箭）。　图２　Ｘ线片侧位示左足巨大软组织密度

肿块影，第一跖骨骨质破坏，周围可见大量高密度影。　图３　矢状面Ｔ１ＷＩ示左足巨大软组织肿块影，边界不清，Ｔ１ＷＩ呈稍

低信号（箭）。　图４　矢状面Ｔ２ＷＩ示肿块以稍高信号为主，信号不均匀（箭）。　图５　矢状面增强Ｔ１ＷＩ示肿块呈轻度不均

匀强化（箭）。　图６　镜下示去分化软骨肉瘤的去分化部分胞核深染，可见核仁，部分可见核分裂（ＨＥ，×１００）。

　　病例资料　患者，男，６１岁，于４０多年前无意中发现左足

背包块，约核桃大小，无明显增大，外院诊断为软骨瘤。１个月

前，患者不慎被重物砸伤左足背伴皮肤裂伤，未就诊治疗，此后

包块逐渐增大，皮肤坏死，溃疡形成，无发热、咳嗽等不适，为进

一步诊治遂来我院。左足平片检查：左足第一跖骨骨质破坏，

周围大量高密度影（图１、２），急诊以左足背血肿机化不全伴糜

烂、异位骨化收治入院。入院专科检查：左足背见大小约１０ｃｍ

×１０ｃｍ×６ｃｍ的包块，质韧，活动度差，边界不清，局部皮温

高，包块表面皮肤坏死，溃疡形成，有脓性分泌物，伴恶臭，周围

红肿，足背感觉减退，末梢循环差，足趾屈伸活动障碍。入院后

行 ＭＲＩ检查，示左足巨大软组织肿块影（图３～５），考虑恶性肿

瘤可能性大。

手术与病理：充分术前准备后，患者于腰麻下行左足背肿

瘤切开活检术，术中见第一跖骨破坏，肿瘤组织质地韧，呈鱼肉

状，分别于肿瘤的１２点、３点及６点处切取肿瘤组织送病理科

活检，术后诊断为左足背肿瘤伴溃疡形成。病理诊断：左足去

分化软骨肉瘤（图６）。

讨论　软骨肉瘤是指源于软骨细胞或向软骨分化的间叶

组织恶性肿瘤，较为常见，临床上分为普通型与特殊型，特殊型

软骨肉瘤又可分为透明细胞型、皮质旁型、去分化型等６个亚

型［１］。１９７１年去分化软骨肉瘤被首次报道，临床较为罕见，仅

占软骨肉瘤的１０％左右，常表现为既往无痛性肿块突然增大，

为高度恶性，易转移，预后极差，中位生存时间为５～１８个月，５

年生存率仅为１０．５％～１３％，相关研究认为影响其生存率的主

要因素是准确的术前诊断［２３］。去分化软骨肉瘤常发生于５０～

７０岁的患者，以肱骨、骨盆和股骨去分化软骨肉瘤较为常见，肋

骨、颅骨与胸骨等也有报道［４］。去分化软骨肉瘤与其余类型软

骨肉瘤最大不同之处在于前者不但有高分化软骨肉瘤组织，而

且在软骨肉瘤组织周围还同时存在其他低分化肉瘤组织（如骨

肉瘤、纤维肉瘤等），显微镜下两种成分分界清晰，表现为典型

“双态现象”。在影像学上（约１／３的平片、１／３的 ＭＲＩ以及１／２

的ＣＴ）去分化软骨肉瘤内也可对应出现两种肿瘤特征，形成所

谓的“双态现象”［５］。在Ｘ线与ＣＴ图像上，去分化软骨肉瘤除

了表现为大小不等的溶骨性破坏区内可见成团分布或扩散分

布的点状及环状瘤软骨钙化的典型软骨肉瘤表现外，还呈现去

分化成分，即骨膜反应与巨大软组织肿块影［６７］。有学者研究

发现软骨肉瘤骨膜反应的发生率与去分化软骨肉瘤占软骨肉

瘤的百分比相近［８］，提示骨膜反应可能为去分化软骨肉瘤较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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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异的影像表现。此外，在Ｘ线及ＣＴ图像上还可见到骨化与

钙化成分并存，而且两者分界清晰，提示钙化与骨化可能分别

对应了软骨肉瘤与成骨肉瘤成分［６］。与Ｘ线、ＣＴ相比，ＭＲＩ的

优势在于能更好地显示软组织肿块及病变的侵及范围。去分

化软骨肉瘤的典型 ＭＲＩ表现为Ｔ２ＷＩ上稍高信号的软骨类肿

瘤与稍低信号的去分化成分相邻且界限较清，增强扫描前者边

缘及分隔强化，后者呈弥漫性强化［９］。本例患者行Ｘ线及 ＭＲＩ

检查，显示骨质破坏周围弥漫斑片状、点状高密度影及软组织

肿块影。

总之，去分化软骨肉瘤是软骨肉瘤的特殊亚型，临床上极

为罕见，恶性程度高，易转移，准确的术前诊断对于提高患者生

存率有重要意义，当影像学上见到典型“双态现象”时，应高度

怀疑本病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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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召开中华医学会放射学分会
第三届全国分子影像学学术会议的通知

　　由中华医学会放射学分会和中华医学会放射学分会分子影像学学组联合主办，汕头大学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汕头大学医学

院附属肿瘤医院、汕头大学医学院和汕头市第二医院联合承办的“中华医学会放射学分会第三届全国分子影像学学术会议”将于

２０１５年１０月１６－１８日在广东省汕头市召开。

本次大会主题为“研讨发展，探索实用”。大会传承前两届全国分子影像学学术会议的精髓，将邀请国内外著名分子影像学者

做专题报告，内容覆盖重大疾病的早期筛查诊断、新型分子探针设计与合成和多模态分子影像学最新进展等。本次会议将围绕分

子影像学的研究现状、国内外同行间关于分子影像学最新科研成果、未来发展方向及其重大意义等多方面进行讨论，体现多学科交

叉、基础与临床的结合。青年学者论坛是分子影像学组会议的特色，继续为培养年轻学术骨干创造展示、交流的平台。真诚欢迎各

位同道踊跃投稿、积极参会。现将会议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会议内容与形式

内容覆盖生物标志物发现的应用及基础研究；对比剂（探针）合成、载体功能的应用及基础研究；影像学动物实验的基础研究；

ＭＲＩ、超声、核医学、光学及多模态成像等转化医学方面的研究及临床应用。形式包括：大会主题演讲、专题讲座、大会发言、展板展示。

二、会议对象：从事分子影像专业（ＭＲＩ、超声、核医学、光学及多模态成像等）工作者、住院医师、研究生等。

三、会议时间：２０１５年１０月１６日全天报到，１０月１７－１８日学术会议。

四、会议地点：中信南滨大酒店（地址：汕头市濠江区中信大道南端；网址：ｗｗｗ．ｃｉｔｉｃｈｏｔｅｌ．ｃｏｍ）

五、会议费用

会务费６００元／人（含资料费和餐费）。在读研究生会务费为５００元／人（凭有效研究生证）。食宿由会务组统一安排，住宿费及

交通费用回原单位按有关规定报销。

住宿费：中信南滨大酒店（３８０元／间／晚）

六、会议投稿

采用网上投搞，登录中华医学会放射学分会官方网站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ｒａｄｉｏｌｏｇｙ．ｏｒｇ，实名注册投稿；

七、其他

有意参会者请登录中华医学会放射学分会官方网站提前注册，无注册者不能保证住宿床位和资料。此次会议已列入国家级继

续医学教育项目，会议将按有关规定授予正式代表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Ｉ类学分。

八、会议联系人

林艳，电话：１８８２３９９２１４８，Ｅ－ｍａｉｌ：９９４８０９８８９＠ｑｑ．ｃｏｍ

郭岳霖，电话：１３９２９６９１６２２，Ｅ－ｍａｉｌ：ｌａｍｋｗｏｋｃｎ＠１６３．ｃｏｍ

沈智威，电话：１３７２７６５８７９１，Ｅ－ｍａｉｌ：ｚｗｓｈｅｎ＠ｓｔｕ．ｅｄｕ．ｃｎ

（中华医学会放射学分会　中华医学会学术会务部　中华医学会放射学分会分子影像学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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