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膀胱假肉瘤性肌纤维细胞增生（附３例报告及文献复习）

胡若凡，李顶夫

【摘要】　目的：探讨膀胱假肉瘤性肌纤维母细胞增生的临床表现、病理、影像学特点。方法：回顾性分析３例经手术

及病理证实的膀胱假肉瘤性肌纤维母细胞增生的临床、ＣＴ、ＭＲＩ和病理学表现，并复习相关文献。结果：３例膀胱假肉瘤

性肌纤维母细胞增生主体位于膀胱前壁或顶壁，ＣＴ及 ＭＲＩ表现为不均匀实性软组织肿块，突向膀胱腔内，局部膀胱壁增

厚，膀胱外周脂肪结构浑浊，增强扫描呈不均匀较明显强化，有延迟强化。３例患者均行膀胱部分切除，术后随访２～４年

均未发现复发。结论：膀胱假肉瘤性肌纤维母细胞增生是一种良性病变，但易误为膀胱恶性肿瘤，ＣＴ及 ＭＲＩ检查对两者

的诊断及鉴别诊断有一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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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膀胱假肉瘤性肌纤维母细胞增生（ｐｓｅｕｄｏｓａｒｃｏｍ

ａｔｏｕｓｍｙｏｆｉｂｒｏｂｌａｓｔｉｃｐｒｏｌｉｆｅｒａｔｉｏｎ，ＰＭＰ）是一种不常

见的膀胱瘤样病变，其发病机制尚不清楚，甚至长时间

内对其命名也不统一，曾用名有假性肉瘤、假肉瘤性纤

维黏液瘤、术后梭形细胞结节、术后假瘤和浆细胞肉芽

肿等［１］，２００６年Ｈａｒｉｋ等
［２］建议将其统一命名为膀胱

假肉瘤性肌纤维母细胞增生。ＰＭＰ的临床及影像表

现均极类似于恶性肿瘤，术前常被误诊，甚至进行了不

必要的放化疗或膀胱全切除术［２３］。笔者回顾性分析

３例经手术及病理证实的膀胱假肉瘤性肌纤维母细胞

增生患者的临床及影像学资料，旨在提高对本病的认

识，减少误诊。

材料与方法

病例１，女，３３岁，因无痛性肉眼血尿数天来本院

就诊，无其它伴随症状。既往有剖腹产史。Ｂ超检查

发现膀胱前壁肿块。膀胱镜检提示“癌肉瘤”。ＣＴ提

示膀胱前壁菜花状肿块，考虑膀胱癌。患者在ＣＴ检

查后２个月于本市另一医院行膀胱部分切除术，术后

病理诊断为膀胱假肉瘤性肌纤维母细胞增生。术后每

半年外院Ｂ超复查，随访２年无阳性发现。

病例２，男，３３岁，因肉眼血尿２天入院。患者呈

持续性血尿，有血块，轻度尿痛，无尿频、尿急。２年前

曾有＂直肠脱垂＂及＂肠粘连＂手术史。入院前外院Ｂ

超提示膀胱上壁占位，腔内巨大血块。入院后常规实

验室检查提示轻度贫血（红细胞２．８３×１０９／Ｌ，血红蛋

白８７ｇ／Ｌ）。膀胱镜检见膀胱顶壁菜花状肿块伴出血。

ＣＴ及 ＭＲＩ检查显示膀胱顶壁肿块，考虑膀胱癌。入

院后行膀胱部分切除术，病理诊断为假肉瘤性肌纤维

母细胞增生。术后随访２年无复发。

病例３，男，８１岁，因下腹胀痛后突发洗肉水样尿

２天入院。患者入院前１６个月曾因体检行膀胱超声

及ＭＲＩ扫描，未见明显异常。入院后ＣＴ检查：脐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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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女，３３岁，窄基底。ａ）ＣＴ平扫示膀胱前壁菜花状实性肿块（箭），密度尚均匀，未见明显囊变坏死或钙化；ｂ）ＣＴ增强动

脉期示肿块明显强化，略欠均匀，囊变坏死不明显；ｃ）延迟期扫描矢状面重组图像，显示肿块有明显强化，上下径与左右径大

致等宽，局部膀胱壁浸润，邻近腹膜脂肪结构浑浊。

管与膀胱交界处可见较大菜花样肿块，考虑膀胱癌。

膀胱镜检提示膀胱癌。ＣＴ检查２周后行膀胱部分切

除术，病理诊断为假肉瘤性肌纤维母细胞增生。随访

４年未见复发。

ＣＴ检查使用Ｓｉｅｍｅｎｓ？６４排螺旋ＣＴ机，常规行

ＣＴ平扫和三期动态增强扫描，层厚２ｍｍ，并行三维

图像重组。对比剂为碘帕醇，总量８０～９０ｍＬ，注射流

率３ｍＬ／ｓ，延迟时间：动脉期为２８ｓ，静脉期６０ｓ，延迟

期２～３ｍｉｎ；ＭＲＩ检查采用使用Ｓｉｅｍｅｎｓ１．５Ｔ磁共

振成像仪，常规行 ＭＲＩ平扫和横轴面、冠状面和矢状

面三期增强扫描，？。对比剂为钆双胺注射液（欧乃

影），总量１５ｍＬ，延迟时间：动脉期为２０ｓ，静脉期

６０ｓ，延迟期为３ｍｉｎ。

结　果

３例膀胱病变均为单发，呈盘状或结节状附着于

膀胱顶壁或前壁，主体位于膀胱腔内，附着处可呈窄基

底或宽基底，病灶最大径在左右及上下方向较对称，病

灶最大径３．１～４．１ｃｍ，病灶局部及邻近膀胱壁增厚，

周围腹膜、网膜脂肪结构浑浊。ＣＴ平扫示肿块为实

性，呈稍欠均匀的稍低密度，ＣＴ值２４～４０ＨＵ，可有

轻度分叶，边缘欠规整，其内可见单发或多发小囊变坏

死区，病灶内均未见钙化（图１ａ）。增强扫描：动脉期

示病灶呈中等强化，略欠均匀，ＣＴ值为５２～５５ＨＵ；

静脉期示病灶强化更明显，ＣＴ值为７３～９３ＨＵ，强化

程度高于腹直肌和膀胱壁，病灶内囊变坏死区显示更

清晰（图１ｂ）；延迟期扫描示肿块持续强化，与静脉期

强化程度相似（图１ｃ）。１例患者在膀胱镜活检术后

４ｄ行 ＭＲＩ检查：平扫显示病灶表面有弧形明显异于

深部的信号带，为活检术后改变；病灶呈等 Ｔ１、稍长

Ｔ２ 信号，略欠均匀，其内可见散在小斑片状长 Ｔ２ 信

号，为坏死囊变区（图２ａ、ｂ）；ＤＷＩ上病灶信号未见明

显增高（图２ｃ），ＡＤＣ图上病灶信号与周围正常膀胱壁

信号相似，未见明显信号减低区（图２ｄ）；增强扫描动

脉期示病灶较明显强化，静脉期强化更明显，延迟期强

化程度与静脉期相似，膀胱壁明显增厚，其强化特点与

肿块基本相同；膀胱周围腹膜脂肪结构浑浊（考虑到２

例有相应区域手史术，不能确定是否与ＰＭＰ相关）。

术中所见：肿瘤切面灰白、灰褐色，质中，部分似黏

液、胶冻样，肿瘤与膀胱壁分界不清，无包膜。病理片

镜下所见：梭形细胞增生呈束状，间质明显水肿、疏松，

部分区域呈黏液样变；梭形细胞细长，胞质呈淡红色，

核呈椭圆形伴有轻度异形，部分核呈空泡状、可见明显

核仁、核分裂象可见；间质内可见少量淋巴细胞和嗜中

性粒细胞浸润；肿瘤细胞在膀胱壁肌层间生长，局部可

见红细胞外渗。免疫组化检查：２例ＡＬＫ（＋），ＳＭＡ

弱（＋），Ｄｅｓｍｉｎ（－），Ｐ５３（＋），１例ＣＫ（＋），ＣＤ３４血

管内皮（＋），ＣＤ３１血管内皮（＋），ｃａｌｐｏｎｉｎ弱（＋），

ｋｉ６７约１５％（＋），ａｃｔｉｎ局灶弱（＋）。

讨　论

１．发病机制

ＰＭＰ是一种少见病变，可发生于泌尿生殖系统的

任何部位，包括前列腺、尿道、输尿管及膀胱［３］。关于

其病因，到目前仍无定论，少数病例可能与炎症或手术

器械创伤有关［２］，大部分患者无明确诱因。本组３例

中有２例曾有相应区域的手术史，对该学说有一定佐

证。长期以来，对ＰＭＰ是作为一种肿瘤性病变还是

反应性增生一直存在争议。１９８０年Ｒｏｔｈ等
［４］首次报

道４０例膀胱梭形病变，因类似于结节性筋膜炎而称之

为假肉瘤样反应。国内２００１年刘群等
［５］报道４例

ＰＭＰ，他们认为这是一种良性、非肿瘤性肌纤维母细

胞增殖。２００６年 Ｈａｒｉｋ等
［２］报道了４２例膀胱梭形细

胞病变，分析了它们的组织形态学及生物学行为、免疫

组化特征，根据病变有膀胱外生长、局部浸润、表达细

胞角蛋白和部分病例有 ＡＬＫ基因易位的特点，他们

认为ＰＭＰ可能为一种伴有有限生长潜能的肿瘤性病

变。关于ＰＭＰ是否为炎性肌纤维母细胞瘤（ｉｎｆｌａｍ

ｍａｔｏｒｙｍｙｏｆｉｂｒｏｂｌａｓｔｉｃｔｕｍｏｒ，ＩＭＴ）成员之一，Ｈａｒｉｋ

等［２］认为ＩＭＴ是一种潜在恶性或低度恶性肿瘤，有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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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镜下示梭形细胞增生呈束状，间质明显水肿、疏松，部分区域呈黏液样变（×１００，ＨＥ）；ｆ）镜下示梭形细胞延伸入正常膀胱

肌层（×１００，ＨＥ）；ｇ）免疫组化染色图示ＡＬＫ（＋）；ｈ）免疫组化染色图示ＣＫ（＋）。

图２　男，３３岁，膀胱穹窿肿物，宽基底，

局部膀胱壁增厚明显。ａ）横轴面 Ｔ２ＷＩ

示病灶为稍高信号（箭），其内有小斑片

状更高信号区，病灶表面可见弧形高信

号带为活检术后改变；ｂ）Ｔ１ＷＩ示病灶

呈等信号，略欠均匀；ｃ）矢状面ＤＷＩ示

病灶信号无异常增高（箭）；ｄ）矢状面

ＡＤＣ图示病灶信号无异常减低（箭）；

部复发倾向，应该与ＰＭＰ严格区分。

２．临床及病理特征

本病可发生于任何年龄，青年人多见（半数以上病

例发生于１０～２０岁），女性患者多见
［３］。由于肿瘤是

外生性生长并常并发溃疡，故无痛性血尿是最主要的

临床表现，也可合并尿痛、尿储留或尿失禁，可引起贫

血。病变可发生于膀胱内任何部位，最常见为顶壁，三

角区极少发生［２］。肿块大小不定，最大者可达１０ｃｍ，

一般不超过６ｃｍ，多表现为息肉样或黏膜下肿块，可

局部浸润膀胱壁，并可向膀胱外生长累及膀胱周围脂

肪，甚至侵及腹膜或腹壁。完整电切或膀胱部分切除

是治疗本病的有效手段，不需要进行任何辅助治疗，迄

今文献报道仅１例在电切术后有局部复发，未见肿瘤

转移的报道［３］。本组病例中，２例为青年人，１例为青

年女性；３例均以肉眼血尿为首发症状，１例入院后实

验室检查提示轻度贫血；２例病变位于顶壁，大小

３．１～４．１ｃｍ，病变浸润膀胱壁，膀胱外脂肪结构浑浊

可见；３例均行膀胱部分切除术，术后未进行辅助治

疗，随访２～４年均未见复发。

Ｈａｒｉｋ等
［２］总结４２例病变的病理特点：由星形细

胞和梭形细胞组成，排列于有大量炎细胞的黏液样背

景中，在黏膜表浅部位更显著，而呈束状排列的富细胞

区则位于病变深部；不典型特征包括核分裂象（０～２０／

１０ＨＰＦ，中位数１／１０ＨＲＦ，无异形性）、坏死（２２／４２）、

浸润至肌层（２８／３２）和扩散至周围血管脂肪组织（３／

８）；免疫组化检查显示 ＣＫ（３１／３３）、ＳＭＡ（２３／３４）、

ｄｅｓｍｉｎ（２１／３５）和ＡＬＫ蛋白（１２／２６）呈阳性表达；４例

（４／６）经ＦＩＳＨ证实有 ＡＬＫ１易位；大多数患者的核

分裂象少于５／１０ＨＲＦ，５２％的病变有坏死和３２％侵

及固有肌层。本组患者的病理结果基本符合上述表

现：梭形细胞增生，部分区域呈黏液样背景，核分裂象

及异形性未见，间质内可见少量淋巴细胞浸润。２例

ＡＬＫ（＋），ＳＭＡ少数弱（＋），Ｄｅｓｍｉｎ（－），Ｐ５３（＋），１

例ＣＫ（＋），ＣＤ３４血管内皮（＋），ＣＤ３１血管内皮

（＋），ｃａｌｐｏｎｉｎ弱（＋），ｋｉ６７约１５％（＋），ａｃｔｉｎ局灶

弱（＋）。

３．影像学表现

关于膀胱ＰＭＰ的 ＣＴ 表现国内有少量文献报

道［６９］，而关于其 ＭＲＩ表现目前未发现国内有文献报

道。本组３例均行ＣＴ检查，１例行ＭＲＩ检查，可见病

灶主体位于膀胱腔内顶壁或前壁，呈宽基底或窄基底

附于膀胱壁，局部膀胱壁不同程度增厚。病灶为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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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欠均匀，外缘呈结节状或盘状，增强扫描动脉期即有

中等强化，持续时间长，延迟扫描可见强化更明显。部

分病灶可与脐尿管分界不清，脐尿管呈肿块样增厚。

ＭＲＩ由于其多参数、多方位成像的特点，在显示病变

成分、范围、膀胱壁浸润程度及周围组织受累程度等方

面均优于ＣＴ，对肿块内小灶状坏死的显示更清晰、可

靠。病灶在ＤＷＩ上呈低信号，ＡＤＣ图上呈等信号，与

常见恶性肿瘤在ＤＷＩ上呈高信号、ＡＤＣ图上信号减

低的特点有明显不同，提示ＰＭＰ病灶中水分子扩散

不受限，不同于恶性病变的特点。但由于本组患者例

数较少，关于ＰＭＰ的 ＭＲＩ信号特点还需进一步验

证。ＰＭＰ的局限性浸润表现与膀胱常见恶性肿瘤如

平滑肌肉瘤、肉瘤样癌和膀胱癌等不易区别，尤其在儿

童病例中，ＰＭＰ与黏液平滑肌肉瘤及胚胎性横纹肌肉

瘤等，仅从影像学表现来看鉴别非常困难，最终诊断常

需依赖于组织学检查［１］。其它鉴别诊断主要有以下２

种。①膀胱癌：发病年龄较大，男性常见。起源于膀胱

黏膜层，多见于膀胱三角区及两侧壁，以动脉期强化较

明显，延迟期强化消退；②脐尿管癌：多为囊实混合性

肿块，病灶主体位于膀胱腔外，多数长轴与脐尿管走行

一致，自前上向后下走行，在矢状面重组图像中显示较

清楚，可累及膀胱壁或侵入膀胱腔内。

综上所述，ＰＭＰ作为一种发生在膀胱内的少见的

良性病变，其肿块样外观、局部膀胱壁及壁外脂肪浸润

的特征常易被误诊为恶性肿瘤，在术前提示该病变的

可能是非常重要的。虽然其临床及影像表现缺乏特异

性，但仍有一定特征。影像科医师在提高对该病的认

识之后，仔细分析病灶的 ＭＲＩ及ＣＴ表现，能够做出

较正确的术前诊断，提示该病的可能，从而帮助临床采

取正确的手术方式，避免不必要的放化疗及过度切除。

参考文献：

［１］　ＶａｓｉｌａｋａｋｉＴ，ＫｏｕｌｉａＫ，ＴｓａｖａｒｉＡ，ｅｔａｌ．Ｐｓｅｕｄｏｓａｒｃｏｍａｔｏｕｓｍｙｏ

ｆｉｂｒｏｂｌａｓｔｉｃｐｒｏｌｉｆ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ｕｒｉｎａｒｙｂｌａｄｄｅｒ：ａｒａｒｅｅｎｔｉｔｙ［Ｊ］．

Ｕｒ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４，８３（６）：１４０９１４１１．

［２］　ＨａｒｉｋＬＲ，ＭｅｒｉｎｏＣ，ＣｏｉｎｄｒｅＪ，ｅｔａｌ．Ｐｓｅｕｄｏｓａｒｃｏｍａｔｏｕｓｍｙｏｆｉ

ｂｒｏｂｌａｓｔｉｃｐｒｏｌｉｆ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ｂｌａｄｄｅｒ：ａｃｌｉｎｃｏ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ｓｔｕｄｙｏｆ

４２ｃａｓｅｓ［Ｊ］．ＡｍＪＳｕｒｇＰａｔｈｏｌ，２００６，３０（７）：７８７７９４．

［３］　侯振亚，宁志远，朱天照，等．膀胱炎性假瘤的临床与影像学评价

［Ｊ］．实用放射学杂志，２００６，２２（１１）：１４２２１４２３．

［４］　ＲｏｔｈＪＡ．Ｒｅａｃｔｉｖｅｐｓｅｕｄｏｓａｒｃｏｍａｔｏｕｓ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ｉｎｕｒｉｎａｒｙｂｌａｄｄｅｒ

［Ｊ］．ＪＵｒｏｌ，１９８０，１６（６）：６３５６３７．

［５］　刘群，张传森，刘凤军，等．膀胱炎性假瘤假肉瘤性肌纤维母细胞

增生［Ｊ］．临床与实验病理学杂志，２００１，１７（６）：４６９４７１．

［６］　方仁年，酙国铮，金永海，等．膀胱假肉瘤性肌纤维母细胞增生临

床病理分析及文献复习［Ｊ］．临床与实验病理学杂志，２００９，２５

（１）：４６４８．

［７］　唐雪峰，许建平，叶明福．膀胱假肉瘤性肌纤维母细胞增生１例

［Ｊ］．临床与实验病理学杂志，２０１２，２８（６）：７０９７１０．

［８］　张晓阳，王德娟，陈晓东，等．膀胱假肉瘤性肌纤维母细胞增生一

例并文献复习［Ｊ］．中华腔镜泌尿外科杂志，２００９，３（６）：５００５０３．

［９］　钱斌，吴晶涛，胡晓华，等．泌尿系统炎性肌纤维母细胞瘤的ＣＴ影

像学特征分析［Ｊ］．中华泌尿外科杂志，２０１３，３４（３）：２０４２０７．

（收稿日期：２０１５１２０８　修回日期：２０１６０２２５）

·书讯·

　　《２０１６放射医学技术（士、师、中级）精选模拟试卷及详解》　该书由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王骏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出

版发行。该书４９万字，根据全国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放射医学技术大纲精选模拟试卷２６套，涵盖了放射医学技术技

士、技师、主管技师、副主任技师、主任技师的考试内容，包括Ｘ线、ＣＴ、磁共振、ＤＳＡ、乳腺的基础知识、相关专业知识、专

业知识、专业实践能力等方面，同时也是在校学生考试、入院前准入制考试、医院三基考试、大型医用设备上岗考试的良师

益友。

具体内容详见＜医学影像健康网＞（ｗｗｗ．ｍｉｈ３６５．ｃｏｍ），或微信公众平台：ｍｉｈ３６５（医学影像健康网）。欲购买此书

者，敬请将５０元寄至：２１０００３　南京三牌楼新门口４号７幢４０２室　王骏（普通免寄费，若需特快加１５元）。

　　《五官头颈病变ＣＴ与 ＭＲ对比临床应用》　由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龚洪翰教授、江西省肿瘤医院徐仁根主任医

师、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苏州九龙医院沈海林教授任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并在全国发行。本书采用ＣＴ与

ＭＲ对比的方式进行撰写，对五官头颈部同一疾病，在同一时间、同一层面进行扫描的ＣＴ与 ＭＲ所见进行对比，通过大量

的病种病例的ＣＴ与 ＭＲ图像对比，让读者更好地理解ＣＴ与 ＭＲ两种不同成像技术在五官头颈病变应用的优势与限度。

本书既适用于影像专业诊断人员，也适用于眼科、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及口腔科专业人员。

本书是龚洪翰教授任总主编的《ＣＴ与 ＭＲ对比临床应用系列丛书》的第五部，其他分别是《颅脑病变ＣＴ与 ＭＲ对比

临床应用》《胸部病变ＣＴ与 ＭＲ对比临床应用》、《腹部病变ＣＴ与 ＭＲ对比临床应用》及《骨骼肌肉病变ＣＴ与 ＭＲ对比

临床应用》。

该书为１６开精装本，全书约１３０万字。定价１７８元，全国新华书店均有销售，也欢迎来函来电向我院购买，免费邮寄。

联系人：徐珍珍。地址：南昌市永外正街１７号，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邮编：３３０００６；联系电话：０７９１－８８６９３８２５或

８８６９２５８２，传真：０７９１－８８６２３１５３。邮箱：１０５９２４５０１２＠ｑｑ．ｃｏｍ。

６７３ 放射学实践２０１６年４月第３１卷第４期　Ｒａｄｉｏ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Ａｐｒ２０１６，Ｖｏｌ３１，Ｎｏ．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