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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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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发病变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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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PL

#发布了
L-

或
M(

偶发胰腺囊肿的管理建议(该建议是对美国放射学院杂志

"

Z+L(

#

,"!"

年发布的肾上腺&肾脏&肝脏以及胰腺偶发病变管理白皮书中胰腺部分的更新(该管理

方案由多位腹部影像医师&

!

位胃肠道学医师以及
!

位胰腺外科医师所组成的胰腺亚组委员会制定(

该方案参考已发表的文献和专家意见'经反复协商'最终达成共识(该方案的分支成功地根据患者的临

床特点及影像特征将胰腺囊肿进行分类'评估终点为良性和%或进展缓慢病变的诊断"足以结束随访#或

具体的管理建议(该方案适用于大多数但非全部的病理及临床情况(该方案旨在通过提供胰腺偶发囊

肿的管理指导'来提高患者的管理质量(

#关键词$

!

胰腺!囊肿!导管内乳头状黏液瘤!偶发病变

#中图分类号$

(&#O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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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识码$

+

!

#文章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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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发病变项目概述

偶发病变项目的核心目标包括+

!

就描述偶发病

变所需的患者特征和影像学特征形成共识.

"

为这些

偶发病变的管理提供能平衡患者风险和收益的指导建

议.

#

提出能反映影像诊断可信度的报告术语.

%

通过

提出一个概括性的临床实践管理框架!来集中未来的

研究焦点$

,"!"

年!

3PL

发布第一版白皮书!提出了

针对胰腺&肾上腺&肾脏及肝脏四种脏器偶发病变的管

理流程)

!

*

$

共识过程!胰腺囊肿的管理方案

本文是关于
3PL,"!"

年胰腺偶发囊肿管理建议

的第一次修订版$方案的制定过程包括任命
!

位亚组

委员会主席!再由主席指定
$

位腹部影像学专家&

!

位

胃肠道学专家和
!

位胰腺外科专家为亚组成员$亚组

委员会根据已发表的文献证据提出该管理方案初稿并

达成共识$如缺乏参考证据!则采用亚组的专家意见$

管理方案的初稿由
3PL

的其他成员进行审核!包括体

部委员会主席&

3PL

主席以及其他
3PL

亚组委员会主

席$修订后的管理方案及相应的白皮书草稿再提交

+L(

的其他权益人以获得补充和反馈意见$通过反

复的审核及修订达成共识!并最终形成管理方案和白

皮书$

3PL

的共识达成过程符合
+L(

的标准!但并不

符合其他明确的&官方的国家标准$该管理方案和建

议并不代表
+L(

实践指南或
+L(

适宜性标准$该

共识更适合被看做'指导(和'建议(!而不是具有正式

定义的'指南($

流程图要素!彩色编码

该方案由多个流程图组成"图
!

(

$

#$在每个流

程图中!黄色方框代表需参考或获取临床数据"如病变

的大小&稳定性#!绿色方框代表推荐的操作"如影像随

诊或活检#!红色方框代表流程或随访可终止"如病变

为良性或进展缓慢#$为尽量简化流程!该方案反映大

多数的但非全部的影像表现和临床情况$当遇到方案

中未提及的情况时!放射医师可根据病变的特定影像

表现和患者特点做出判断$该方案应该被视为'建

议(!而不是'管理准则($

拟解决问题的性质和范围

!B

胰腺囊肿的患病率

"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

*;=:C8;?L;87@<38H=:=F0

=@

!

*L3

#监督&流行病学和最终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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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处在
,"!#

年的一项研究显示!据统计!在
$"

(

/$

岁的美国人中!

$#!

放射学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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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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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
,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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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4O7D

胰腺偶发囊肿的处理策略流程图(

!对于微小,白点-病变'

,

年后单次随访是合适的'但如果囊

肿稳定'后续是否继续随访以及随访的时间尚不明确!一些放射医师对于老年人"

$

&O

(

/"

岁#中微小病变不

予报告(

,影像随访采用增强
M(3

或胰腺
L-

扫描(

#生长"相邻两次检查比较#定义为$

%

ODD

的囊肿最大径

"在轴位或冠状位图像上#增加
!""f

'

#

ODD

且
%

!ODD

的病灶最大径增加
O"f

'无生长代表稳定(

$病变如

果出现生长'可行影像随访或
Yi)

%

P*+

!一般而言'

Yi)

%

P*+

适合于相对更大或生长更快的囊肿!

Yi)

%

P*+

的结果决定了后续步骤"图
,Q

#(

O对
%

5O

岁的胰腺囊肿患者'部分医师选择随访至
/"

岁(

5如果患者在

随访结束前达到
/"

岁'一般终止随访!如果囊肿初诊时患者接近但不到
/"

岁'当患者达到
/"

岁时'转图
$

以

指导进一步的处理(

&无论囊肿的大小或生长速率'一旦出现壁结节&囊壁增厚&

M.1

扩张
#

&DD

或肝外胆

管梗阻%黄疸应立即行
Yi)

%

P*+

及外科评估(

胰腺囊肿的患病数为
#

!

$,/

!

/&$

例!其总患病率为

,4Of

)

,

*

$近年来!随着断层影像使用率的增加!胰腺囊

肿的检出率不断提高.约
,4,f

的上腹部
L-

检查和

!%45f

的
M(3

检查检出胰腺囊肿)

#0O

*

$尽管常用的处

理指南假设了特定的胰腺囊肿类型)

50/

*

!但许多影像检

查发现的囊肿尚未定性!所以当放射医师发现这些病

变时!无法据此预测其进展情况$

在具有胰腺导管腺癌"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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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L

#家族史或遗传易感性的患者中!胰

腺囊性肿瘤的患病率会增高)

%

*

$然而!该人群现有囊

肿恶变的风险增高与否!尚未明确$一项
#""

例患导

管内黏液性乳头状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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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M*

#且一级亲属患
.1+L

的研究显示!

病例组进展为胰腺癌的比率和对照组相仿!提示对于

%

#7D

的囊肿!其随访策略不需更改)

!"

*

$患特殊遗传

综合征的患者"如
.@F=̂0Z@I

A

@<H

综合征和家族性非典

型多痣及黑色素瘤综合征#!其
.1+L

的患病风险增

高!但尚不确定是否与胰腺囊肿的存在有关$

,B

临床重要性

最常见的胰腺囊肿包括
3.M*

&浆液性囊腺瘤

"

H@<CFH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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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含卵巢基质的黏液性囊

性肿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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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L*

#&实性假乳头状瘤&胰腺囊性神经内分泌

肿瘤 "

7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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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Y-

#和假性囊肿)

#

*

$罕见的胰腺囊肿包括真性上皮

囊肿&淋巴上皮囊肿和非肿瘤性黏液囊肿$

3.M*

被

进一步细分为分支胰管型"

Q<;87IKF7=

!

\1

#&主胰管

型和混合型$

上述病变中!有
$

种无恶变潜能+假性囊肿&真性

上皮囊肿&淋巴上皮囊肿及非肿瘤性黏液囊肿$实际

上!恶性仅出现于黏液性囊性肿瘤$尽管有极少数恶

性浆液性肿瘤的报道!

)L+

仍被认为是一种非恶性的

病变$

3.M*

可从低级别进展为高级别不典型增生!

最终进展为
.1+L

)

!!

*

$据报道!

\103.M*

的恶变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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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囊肿与
M.1

相通'大小为
!4O

(

,4O7D

的胰腺偶发囊肿的处理策略流程图(

!

Yi)

%

P*+

可替代影像

随访$

!

#初诊时!

,

#进入流程后"从图
!

#(一般而言'

Yi)

%

P*+

更适合更大或生长更快的囊肿(

,影像随访采

用增强
M(3

或胰腺
L-

扫描(

#生长"相邻两次检查比较#定义为囊肿最大径"在轴位或冠状位图像上#增长

,"f

!无生长代表稳定(

$病变如果出现生长'可行影像随访或
Yi)

%

P*+

(一般而言'

Yi)

%

P*+

适合于更大

或生长更快的囊肿(

O初诊"或从图
!

进入#

#

,7D

的囊肿的生长'按照定义囊肿至少增大到
,4$7D

'对于这些

囊肿'建议
Yi)

%

P*+

(

5

Yi)

%

P*+

的结果决定了后续步骤"图
,Q

#(

&如果患者在随访结束前达到
/"

岁'一

般终止随访(如果囊肿初诊时患者接近但不到
/"

岁'当患者达
/"

岁时'转图
$

以指导进一步的处理(

&无论

囊肿的大小或生长速率'一旦出现壁结节&囊壁增厚&

M.1

扩张
#

&DD

或肝外胆管梗阻%黄疸应立即行

Yi)

%

P*+

及外科评估(

为
!,f

(

$&f

!混合型和主胰管型的恶变率相似!分

别为
#/f

(

5Of

和
#/f

(

5/f

)

#

*

$

ML*

的恶变率为

!"f

(

!&f

)

!,

!

!#

*

$其他的胰腺囊性病变如实性假乳

头状瘤和
7.*Y-

!一般具有特定的诊断特征!通常需

手术切除$

在一个包含连续
#""

例全因尸检的经典研究中!

胰腺小囊肿"

%

$DD

#的检出率为
,$4#f

)

!$

*

$与目前

所接受的腺瘤
0

癌演变顺序的概念)

!O

*相对应!一个偶

然发现的胰腺囊肿可能是
.1+L

的前身$然而!有关

\103.M*

的观察结果提示!

"

,7D

的病灶进展缓慢!

仅小部分进展为恶性)

!50,"

*

!即使存在壁结节结果同样

如此)

,!

*

$偶然发现的胰腺小囊肿进展为恶性的确切

概率尚不得知$

胰腺囊肿可能提示囊肿以外部位发生
.1+L

的

概率 增 高.多 位 研 究 者 均 观 察 到 囊 肿 以 外 的

.1+L

)

,,0,O

*

$在一项大型的&以退伍军人为受试对象

的研究中!患胰腺囊肿者的胰腺癌患病率为
O4"/

-

!

!

"""

"人/年#!而无胰腺囊肿者的患病率仅为
"4#,

-

!

!

"""

"人/年#.遗憾的是!该研究未报道胰腺癌与相

关囊肿的位置关系)

,5

*

$在
%

5O

岁的试验组中!患有胰

腺囊肿的受试者的全因死亡率高于无胰腺囊肿的受试

者.但在
#

5O

岁的试验组中!该结论不成立)

,$

*

$

#B

胰腺小囊肿的意义

诊断的不确定性多集中于
%

,4O7D

的胰腺囊肿$

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重要的问题+

!

囊肿是黏液性的吗,

"

如果是黏液性的!它与主胰管"

D;:8

E

;87<@;=:7

KF7=

!

M.1

#的关系如何,

#

如果是黏液性的!是否存

在壁结节, 一些研究结果显示!对
%

,4O7D

&无壁结节

的
\103.M*

予以影像随诊是适宜的)

!5

!

!&

!

,!

!

,&

*

!其依

据是病理研究显示该病变的恶变率低)

,/

*

$然而!即使

&#!

放射学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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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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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Q

!

囊肿与
M.1

不相通或难以确定'大小为
!4O

(

,4O7D

的胰腺偶发囊肿的处理策略流程图(

!

Yi)

%

P*+

可替代影像随访$

!

#初诊时!

,

#进入流程后"从图
!

#(一般而言'

Yi)

%

P*+

更适合更大或生长更快的囊

肿(

,影像随访采用增强
M(3

或胰腺
L-

扫描(

#生长"相邻两次检查比较#定义为囊肿最大径"在轴位或冠状位

图像上#增长
,"f

!无生长代表稳定(

$病变如果出现生长'可行影像随访或
Yi)

%

P*+

(一般而言'

Yi)

%

P*+

适合于更大或生长更快的囊肿(初诊"或从图
!

进入#

#

,7D

的囊肿的生长'按照定义囊肿至少增大到

,4$7D

'对于这些囊肿'建议
Yi)

%

P*+

(

O

Yi)

%

P*+

的结果决定了后续步骤"流程图右支#(

5在随访期间'如

果出现生长或出现令人担忧的特点或高危特征'建议行手术评估(

&如果患者在随访结束前达到
/"

岁'一般终

止随访(如果囊肿初诊时患者接近但不到
/"

岁'当患者达
/"

岁时'转图
$

以指导进一步的处理(

&无论囊肿

的大小或生长速率'一旦出现壁结节&囊壁增厚&

M.1

扩张
#

&DD

或肝外胆管梗阻%黄疸应立即行
Yi)

%

P*+

及外科评估(

是'

)@8K;:

标准阴性(的小囊肿!也可能存在邻近
M.1

的微浸润!提示了影像鉴别侵袭性病变的局限

性)

,%

!

#"

*

$需注意壁结节的存在或进展!即使是在大小

不变的囊肿中)

#!

*

$

$B

超声内镜引导下的细针抽吸的价值

近
O

年来!超声内镜 "

@8KCH7C

E

:7F?=<;HCF8K

!

Yi)

#引导下的细针抽吸 "

>:8@8@@K?@;H

E

:<;=:C8

!

P*+

#的应用率逐渐增高!其作用如下+

!

判断囊肿是

否为黏液性或黏液性可能.

"

明确囊肿是否与
M.1

相通.

#

检测囊液突变以预测病变行为$可根据存在

非肠源性黏蛋白"艾尔逊蓝染色阳性#及癌胚抗原

"

LY+

#浓度
#

!%,8

A

-

D_

!诊断为黏液性囊肿)

#,

*

.

LY+

%

O8

A

-

D_

提示假性囊肿或
)L+

$淀粉酶
$

,O"3i

-

_

提示假性囊肿)

##

*

.淀粉酶
$

!/

!

"""3i

-

_

可明确诊断

假性囊肿$

,D_

的液体相当于直径为
!4&7D

的囊肿!

经验丰富的检测医师足以据此完成细胞学和
LY+

&淀

粉酶水平检查)

#$

*

$推荐行突变相关的分子标记物检

测"如
b0<;H

!

T*+)D(*+,!

#!以及鉴别黏液性和非

黏液性囊肿的葡萄糖检测)

#O

*

$囊肿的细胞学检测可

能发现不典型增生的细胞$

抽吸可能有助于良恶性囊肿的鉴别)

#5

!

#&

*

!尤其是

联合影像&细胞学和分子标记物信息时)

#/

*

$近期的一

项多中心回顾性研究显示!一大系列的分子标记物在

联合影像和临床数据时!鉴别囊肿类别的敏感度达

%"f

(

!""f

!特异度达
%,f

(

%/f

!从而可避免
%!f

的不必要手术)

#%

*

$尽管商业的实验室可行囊液分析

并获得一个针对个体囊肿的相对风险报告)

$"

*

!但其与

影像和细胞学相比的获益增加受到一些同行评阅出版

物的质疑)

$!

!

$,

*

$

OB

随访时间

既往方案推荐
,

年的随访时间以确定囊肿的稳定

性!及明确稳定囊肿的良性或惰性)

!

*

$尽管该方法对

'#!

放射学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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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第
##

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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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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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4O7D

的胰腺偶发囊肿的处理策略流程图(

!对于该大小的囊肿'许多中心即刻行
Yi)

%

P*+

(

,对于

$

$7D

的
)L+

'建议外科会诊或考虑手术切除(

#低危特点$无壁结节'无囊壁增厚'

M.1

管径正常'无边缘钙

化(如果低危囊肿计划手术'强烈推荐术前行
Yi)

%

P*+

(

$高危特点$壁结节'囊壁增厚'

M.1

最大管径
#

&DD

'边缘钙化(所有初诊有
k

高危特征
k

"肝外胆管梗阻%黄疸'强化的壁结节'

M.1

#

!"DD

#的囊肿'均需

立即行手术评估(

O影像随访采用增强
M(3

或胰腺
L-

扫描(

5生长"相邻两次检查比较#定义为囊肿最大径

"在轴位或冠状位图像上#增长
,"f

!无生长代表稳定(

&如果患者在随访结束前达到
/"

岁'一般终止随访(

如果囊肿初诊时患者接近但不到
/"

岁'当患者达
/"

岁时'转图
$

以指导进一步的处理(

&无论囊肿的大小或

生长速率'如果出现壁结节&囊壁增厚&

M.1

扩张
#

&DD

或肝外胆管梗阻%黄疸应立即行
Yi)

%

P*+

及外科

评估(

大多数囊肿仍有效)

$#

*

!但已有一些囊肿出现延迟生长

的文献报道)

$$

!

$O

*

$在更新方案时!我们将其纳入参

考!同时参考预后与年龄相关的新观点)

,$

*和胰腺囊肿

可作为提示全胰腺
.1+L

患病风险增高的标志$

对于大多数患者!我们主张
%

(

!"

年的随访!随访

终点为
/"

岁"图
!

(

#

#$对于初诊年龄
%

5O

岁的胰腺

囊肿患者!以
/"

岁为随访终点时!随访时间会超过
%

(

!"

年!但这是谨慎的)

,$

*

.增加随访年限与否取决于患

者的个体情况$对于初诊年龄
#

/"

岁的胰腺囊肿患

者!则适用于另一套方案"图
$

#$根据我们的方案!年

长者可不必完成全程的随访!而相对年轻的患者则可

能需要更长的随访时间$所建议的随访间隔时长是依

据经验性的观察制定的!而不是以随机对照试验为依

据$

如上所述!对于初诊
%

/"

岁的患者!一般不建议

/"

岁后继续随访$但发现囊肿时!年龄接近但尚未达

到
/"

岁的例外$在这种情况下!随访策略的制定需根

据患者的个体情况"如患者的一般健康情况&患者的手

术意愿#及囊肿的综合情况!管理策略可转至初诊年龄

#

/"

岁的流程图"图
$

#$

5B

完美的管理方案所面临的挑战

胰腺偶发囊肿的自然病史尚不得知!我们的方案

也不能过于简单或完全确定$自
,"!"

年以来!一些相

关的多研究机构及专业团体的共识文章&

M@=;

分析以

及大规模观察研究报告相继出现)

!

!

,!

!

#$

!

$50O"

*

!然而这些

证据的质量较差或者不够全面!其结论仍存在争

议)

#$

*

$医师必须与患者讨论这些不确定性!并综合患

者的风险容忍度&医师的临床判断&以及当地的专业技

术做出决策$当地专业技术有限时!强烈鼓励将患者

转诊至临床诊疗出色的相关机构$

报告要点

当
L-

或
M(3

检查偶然发现胰腺囊肿时!以下
5

点在报告中必须予以描述+囊肿的形态&部位.囊肿的

(#!

放射学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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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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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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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初诊年龄
#

/"

岁的胰腺偶发囊肿的处理策略流程图(

Yi)W

超声内镜!

P*+W

细针抽吸!

)L+W

浆液

性囊腺瘤(

!影像随访或
Yi)

%

P*+

的决策需考虑患者整体健康情况以及患者的意愿!该处理流程仅适用于

可行外科手术的患者(

,生长"相邻两次检查比较#定义为$

%

ODD

的囊肿最大径"在轴位或冠状位图像上#增

加
!""f

'

#

ODD

且
%

!ODD

的病灶最大径增加
O"f

'

#

!ODD

的病灶最大径增加
,"f

!无生长代表稳定(

#终止影像随访的决定取决于患者能否接受手术治疗&患者意愿以及囊肿的稳定性(

$对于
$

$7D

的
)L+

'建

议外科会诊考虑手术切除(

O低危特点$无壁结节'无囊壁增厚'主胰管管径正常'无边缘钙化(如果低危囊肿

计划手术'强烈推荐术前行
Yi)

%

P*+

(

5高危特点$壁结节'囊壁增厚'

M.1

最大管径
#

&DD

'边缘钙化(所

有初诊有
k

高危特征
k

"肝外胆管梗阻%黄疸'强化的壁结节'

M.1

#

!"DD

#的囊肿'如患者能接受手术治疗'均

需立即行手术评估(

&无论囊肿的大小或生长速率'一旦出现壁结节&囊壁增厚&

M.1

扩张
#

&DD

或肝外胆

管梗阻%黄疸应立即行
Yi)

%

P*+

及外科评估(

大小.是否与
M.1

相通.是否存在'令人担忧的特点(

和-或'高危特征(.在随访过程中的生长情况.是否为

多发$

!B

囊肿的形态&部位

如上所述!最常见的胰腺囊肿包括
3.M*

&

)L+

&

ML*

&实性假乳头状瘤&

7.*Y-

和假性囊肿$罕见的

囊肿包括单纯上皮囊肿&淋巴上皮囊肿和黏液性非肿

瘤性囊肿$

3.M*

进一步分为
\1

型&主胰管型和混

合型$直径
%

!"DD

的囊肿是难以或几乎不可能定性

的$

!

(

#7D

的囊肿通常为
k

不确定的
k

!除非能明确是

否与主胰管相通$如果囊肿与胰管相通!则病变为

\1

型或混合型
3.M*

$直径
#

#7D

的囊肿可分为寡

囊&微囊&大囊&单房&或多房)

O!

*

$如果囊肿中有钙化!

需报告钙化的位置$伴中心钙化的囊肿极可能为

)L+

!而伴边缘钙化的囊肿则可能为
ML*

$伴边缘钙

化的
ML*

的恶性可能性更大)

O,

*

$

需尽可能明确
)L+

或假性囊肿的诊断$超过

5"f

的
)L+

具有典型的特征)

O#

*

!虽然一大部分的病

例会出现 '不典型(的形态)

5

!

O$

*

$临床病史和约

!/

!

"""3i

-

_

的囊液淀粉酶水平有助于假性囊肿的诊

断.然而!黏液性囊肿也常见淀粉酶升高)

OO

*

$我们假

定难以定性的偶发囊肿很可能是黏液性的 "如

3.M*

#!并通常需要影像随访和-或
Yi)

引导下的

P*+

$

胰腺囊肿的部位"钩突&头&颈&体和尾#在评估对

照研究中非常重要!且有助于鉴别诊断$例如!

ML*

常见于胰腺尾部!而
\103.M*

则多见于胰腺头部-钩

突$

,B

囊肿大小

尽管囊肿的大小对管理决策的制定非常重要!但

目前尚无统一的测量方法!即使在广泛使用的共识指

南中也是如此)

&

!

$/

*

$我们推荐在轴位或冠状位图像上

测量囊肿的最长径!并报告相应的图像和序列数$含

测量光标的图像需存档于临床数据库中$尽管在三维

"

#1

#图像上可获得更精确的测量数据!但上述更简单

的测量方法的可重复性更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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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与
M.1

的关系

放射医师需要报告囊肿是否与
M.1

相通!因为

这是诊断囊肿为
\103.M*

所必要的$

L-

三维重建

和磁共振胰胆管成像"

M(L.

#均能很好地观察病变与

胰管是否相通!其诊断价值与
Yi)

相仿)

O5

!

O&

*

!然而!

两者并非总能明确病变与胰管相通与否$我们的方案

考虑到了这种情况"图
,Q

#$报告囊肿与
M.1

相通的

重要性在于!与诊断不明确的结果相比!一些小的
\10

3.M*

"图
,;

#!可采取稍缓和一些的管理策略$

\103.M*

需要进一步分为单纯型或者混合型$

单纯型病变与
M.1

以细颈相连$混合型病变同时累

及
M.1

!且
M.1

直径多变$各类型的
\103.M*

均

需记录
M.1

的最宽径!即使最宽径远离囊肿也应如

此$扩张的
M.1

是诊断
\103.M*

的可疑征象!需立

即行
Yi)

和
P*+

检查以决定进一步的管理方

案)

O/

!

O%

*

$

M.1

扩张的标准将在下文中陈述$需要注

意的是!在单纯型
\103.M*

中!

M.1

与囊肿颈部相

连接的部位可能表现为局限性的梭形扩张$

$

&'令人担忧的特点(和-或'高危特征(的存在

我们鼓励放射科医生报告中使用特定的术语%%%

'令人担忧的特点(或'高危特征("表
!

#$这些术语起

源于仙台的多专家共识书)

&

*

!后于日本福冈进行修

订)

$/

*

!被治疗胰腺疾病的医师和其他相关临床医师广

泛接受$'令人担忧的特点(包括囊肿
#

#7D

&增厚强

化的囊壁&以及不强化的壁结节$

PF9FC9;

标准将

M.1

扩张
O

(

%DD

"无其他梗阻原因#也列入其中!而

我们建议将
&DD

定为阈值)

O%

*

$影像学检出的高危特

征包括胰头囊肿继发的肝外胆道梗阻&强化的实性成

分&及无其他原因所致的
M.1

扩张
#

!"DD

$

表
!

!

令人担忧的特点和高危特征&

令人担忧的特点

囊肿
#

#7D

增厚%强化的囊壁

不强化的壁结节

M.1

管径
#

&DD

(

高危特征

胰头囊肿伴梗阻性黄疸

囊肿内含强化的实性成分

在无梗阻的情况下'

M.1

管径
#

!"DD

注$

&来源于
-;89;

等.

$/

/

(

(基于
b;8

A

等.

O%

/

(

OB

随访检查中的病变生长

尽管目前文献中尚无公认的关于显著'生长(的定

义!我们推荐放射科医师根据以下标准报告随访中病

变生长+

%

"4O7D

的囊肿!长径增大
!""f

.

#

"4O7D

且
%

!4O7D

的囊肿!长径增大
O"f

.

$

!4O7D

的囊肿!

长径增大
,"f

$

尽管大多数临床医师&外科医师和放射科医师认

为病变生长可能提示病变进展为高级别不典型增生或

恶性!但该假设亦受到质疑)

#$

*

$尽管如此!病变生长

仍是长期随访中被广泛应用的指标$

放射科医师应尽可能的报告囊肿的生长率$部分

学者认为更快的生长率"

$

,DD

-年#有助于区分进展

快和进展缓慢的囊肿)

5"

!

5!

*

$

5B

多发

放射科医师应报告多发囊肿的存在$具有最大直

径的囊肿应该被作为标准病变$然而!在初诊和随访

过程中!每个囊肿均需被评估生长情况和是否存在令

人担忧的特点及高危特征!因为任何一个囊肿都可能

出现上述特点$我们的方案适用于单个或多个胰腺偶

发囊肿!因为文献对于多发囊肿的不同结局的阐述尚

不明确)

5,

!

5#

*

$目前已有一些科研团队通过
,

个及
,

个以上囊肿的患者来探讨多灶性
3.M*

的重要

性)

/

!

5,05$

*

!其中两个研究团队的结果显示多灶
3.M*

组的高级别不典型增生或恶性风险高于单发
3.M*

组)

5,

!

5$

*

!而另外两个研究团队未得到相同的结论)

/

!

5#

*

$

应用管理方案的纳入标准和排除标准

我们的方案包括
O

个独立的流程图"图
!

&

,;

&

,Q

&

#

&

$

#$只有在患者为成年人"

#

!/

岁#且无症状的情

况下!该方案才可被应用于偶然检出的胰腺囊肿$当

患者存在可能的相关症状"如黄疸&厌食&体重下降&可

触及的肿块或脂肪泻#或相关的实验室指标异常"如淀

粉酶升高#时!该方案不适用$对于腹痛患者!判断该

方案是否适用在于!放射科医师需要评估疼痛是否与

囊肿相关!同时考虑直接与患者沟通和-或与临床医师

商议$如果患者在随访过程中出现症状!需终止应用

该方案!并依据其他临床情况将患者转诊至外科会诊$

影像及临床特征的意义

流程图的
O

个共同原则

!

所有的偶发囊肿均被假定为黏液性的!除非该

囊肿有明确的其他病理特征"如
)L+

#或囊液抽吸证

实非黏液性$这些假定的黏液性囊肿需予以随访观察

或考虑手术)

!5

!

!%

!

$5

*

$根据初诊的囊肿大小!我们一般

推荐不同策略的
%

(

!"

年随访$如果囊肿生长!需增

加随访频率和-或考虑
Yi)

引导下的
P*+

$

"

囊肿大小引导随访或干预$尽管我们推荐的囊

肿大小的阈值"如
%

!4O7D

&

!4O

(

,4O7D

&

$

,4O7D

#不

同于通常使用的
#7D

)

$/

*

!但我们的建议紧跟具有手术

证实的&'

)@8K;:

标准阴性(&

%

#7D

的囊肿的相关研

究!这些研究显示该大小的囊肿也可能存在高级别不

典型增生或恶性)

#"

!

5O05&

*

$

#

因为这些流程图适用于大小在一定范围内的囊

肿!囊肿生长后需更换新的流程图!最常见的是囊肿大

*#!

放射学实践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K:C?.<;7=:7@

!

P@Q,"!/

!

RC?##

!

*C4,



小由
%

!4O7D

增大为
#

!4O7D

$这样的更换也适用于

初诊年龄接近
/"

岁的情况!如上文"'拟解决问题的性

质和范围(部分#$一般情况下!更换新的流程图后不

推荐新的
%

(

!"

年的随访时限!总随访时限的决策需

根据患者的情况而定$或者!对生长的囊肿直接取样

"如
Yi)

引导的
P*+

#也是合适的$

%

'令人担忧的特点(或'高危特征(的出现!如上

文所述"'报告要点(部分#!应该考虑
Yi)

-

P*+

及外

科会诊$

#

#7D

的囊肿如无其他'令人担忧的特点(或

'高危特征(!可仅随访$

&

与既往影像进行对照至关重要!因为既往检查

可评估囊肿的稳定性和特点!包括那些经常可观察到

胰腺的检查!如胸部
L-

&脊椎
L-

-

M(

&

.Y-

-

L-

以及

腹部超声$同时!可将之前检查的日期作为基线以制

定随访时间表$

管理方案总结

流程图
!

阐述的是
%

!4O7D

的囊肿患者$患者被

分为两组"

%

5O

岁和
5O

(

&%

岁#$年龄越小!胰腺囊

肿越罕见)

,

*

!但对应的全因死亡率更高)

,$

*

!故
#

5O

岁

组的随访频率低于
%

5O

岁组"初始随访时间分别为
,

年及每年#

)

$#

*

$我们并不推荐对每个初次发现的囊肿

进行明确定性$我们建议假设所有的囊肿均为黏液性

"如小
3.M*

#!需要随访观察)

5/

*

!因为其绝大部分为

惰性)

!5

!

,&

!

5%

*

$

-

,

[3

上见到的'白点("

%

ODD

#病变是一个特殊

情况$根据有限的临床及已发表文献的经验!我们认

为
,

年后行
!

次
L-

-

M(3

随访!如果病变稳定!则终

止随访)

$#

!

5%

*

$某些放射科医师对
&O

(

/"

岁患者中的

'白点(病变不予报告$

流程图
,;

&

,Q

根据囊肿是否与
M.1

相通!是否

可被明确诊断为
\103.M*

!将
!4O

(

,4O7D

的囊肿分

为两组$如果与
M.1

相通"图
,;

#!随访策略取决于

初诊的囊肿大小$

!4O

(

!4%7D

的囊肿的随访策略为

先每年随访!随访
O

年!然后每
,

年随访!随访
$

年$

,4"

(

,4O7D

的囊肿先每
5

个月随访!随访
,

年.接着

每年随访!随访
,

年.然后每
,

年随访!随访
5

年$发

现病变时直接予以
Yi)

引导下的
P*+

是代替随访

的一个选择$该方法是基于囊液抽吸和血清学检查所

获得的数据可进一步将囊肿进行危险分层.然而!囊液

抽吸很少获得超过影像学的获益)

#%

!

&"

*

!除非进行最先

进的生物标记物及基因分析$

流程图
,Q

提供了不确定为黏液性的&

!4O

(

,4O7D

的囊肿的处理指导"图
,Q

#$该流程图描述了两

条途径+密切的影像随访和
Yi)

引导的
P*+

$后者

可确定囊肿是否为黏液性!并指导相关的决策制

定)

&!

*

$

流程图
#

阐述的是初诊
$

,4O7D

的囊肿$如果影

像或囊液抽吸可诊断囊肿为'良性(!如
)L+

!则随访

取决于患者的症状!尽管有症状或
$

$7D

的
)L+

因为

大小和-或预期增长需要进行手术切除)

&,

*

$这不包括

假性囊肿!因为大多数患者会有或近期曾有相关症状$

而对于其他的
$

,4O7D

的囊肿!需要评估是否存在上

述的令人担忧的特点和-或高危特征$低危囊肿可仔

细随访"即使
#

#7D

#!而高危囊肿需立即予
Yi)

-

P*+

!以及手术评估$许多中心对
$

#7D

的囊肿一律

行囊液抽吸检查!如果为黏液性则推荐手术切除)

&#

*

$

我们推荐在手术切除前行
Yi)

和
P*+

!以将不必要

的手术最少化$

流程图
$

阐述的是初诊年龄
#

/"

岁的胰腺偶发

囊肿患者$该推荐是基于囊肿大小阈值为
,4O7D

&整

体的健康情况&以及患者的意愿$我们不推荐对不适

合手术的囊肿患者进行随访观察$如上文所述"'拟解

决问题的性质和范围(部分#!如果发现囊肿时!患者的

年龄接近但不到
/"

岁!当患者到
/"

岁时!可用图
$

指

导进一步的管理策略$

成像方案优化

影像随访可采用含对比剂增强的
M(3

检查或有

'胰腺扫描方案(的多排
L-

$

M(3

能避免多次
L-

随

访所产生的累积辐射暴露!但其对'令人担忧的特点(

或'高危特征(的检出并不优于胰腺
L-

扫描)

,"

!

&$0&5

*

$

不论何种检查方式!一般均需静脉注射对比剂&多

期采集&以及薄层三维观察$

!5

排或更高排数的
L-

机可获得体素各向同性的亚毫米层厚图像!且可重建

成更厚的层厚"

#

(

ODD

#$胰腺期扫描在注射对比剂

后
O"H

左右进行$采用
$

(

OD_

-

H

的对比剂注射流率

可最佳显示胰腺周围血管结构且使胰腺最大强化$第

二期扫描推荐时间在
/"H

左右!用以评估肝脏情

况)

&&

!

&/

*

$

M(3

检查可使用
!4O-

或
#-

机器$推荐序列有

脂肪抑制的
-

,

加权序列"单次激发或屏气#以及包括

动脉期&门脉早期&门脉晚期的钆剂增强的
-

!

加权梯

度回波序列)

&%

*

$在原始数据"薄层#三维分析的辅助

下!

M(L.

有助于诊断囊肿与
M.1

相通与否$

M(3

随访是否常规使用增强扫描尚存在争议$

M(3

平扫

扫描时间更短!花费更低!同时在不典型增生进展方面

的检出与增强扫描无明显差异)

/"

!

/!

*

$但是!

M(3

增强

扫描有助于壁结节强化"高危征象#的检出!且胰腺期

可提高其他部位的异时性
.1+L

的检出能力$包含

-

,

加权和增强扫描的简化
M(

扫描程序!与标准的

M(

检查在随访中的作用相当)

/!

*

$

"$!

放射学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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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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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
,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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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及
M(3

胰腺扫描方案的具体情况详见美国

胰腺协会及腹部放射学会的联合声明)

/,

*

$这些扫描

方案已被纳入美国国立综合癌症网络"

*LL*

#的胰腺

扫描指南"版本
!4,"!5

#$

结论

更新后的管理方案纳入了关于胰腺囊肿生长时间

框延长的最新信息!并指出了对特定囊肿的恶性风险

的评估能力是有限的$本白皮书提出了测量囊肿的特

定标准和病变生长的定义!推荐了根据患者特点和囊

肿初诊大小所采用的不同随访策略$

致谢!

+L(

感谢腹部放射学会&

L-

及磁共振学会为本白

皮书做出的贡献及支持(此外'我们感谢
+L(3PL

执行委员

会成员
[:??:;D M;

U

C0)D:=I

博士"

3PL

肾上腺委员亚组主席#&

\<;:8S@<=H

博士"

3PL

肾脏委员亚组主席#和
(:7I;<KTC<@

博

士"

3PL

肝脏委员亚组主席#对本白皮书内容的投入和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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