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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
L-

和
M(3

上偶然发现的肾上腺肿块'提出了新的管理建议(该建议是对美

国放射学院杂志"

Z+L(

#

,"!"

版肾上腺&肾脏&肝脏及胰腺偶发病变管理白皮书中肾上腺部分的更新(

由腹部放射科医师和
!

位内分泌外科医生组成的肾上腺亚组委员会制定了该方案(该方案结合已发表

的文献和专家意见'经过反复推敲最终达成共识(该方案依据患者的特征和图像的特点对偶然发现的

肾上腺肿块进行分类(对于每种特定的组合'总结良性或惰性的特征"足以终止随访#'并提出后续管理

建议(该方案涵盖了很多&但并非适用于所有的病理及临床情况'旨在通过提供肾上腺偶发肿块的管理

意见以提升医疗质量(

#关键词$

!

肾上腺结节!偶发病变!偶发瘤

#中图分类号$

(&#5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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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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的第一版白皮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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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发肾上腺肿块的管理方案

该版本是
3PL

对偶发肾上腺肿块管理的第
!

次

修订版$方案的制定过程包括任命肾上腺亚组委员会

主席!再由该主席指定
$

位腹部放射科医生和
!

位内

分泌外科医生成为该亚组成员$亚组委员会根据已发

表的文献提出该方案的初稿并达成共识$在缺乏参考

证据的情况下!亚组委员会参考团队的集体意见$方

案初稿由
3PL

内部其他成员"包括体部委员会主席&

3PL

主席和其它
3PL

亚组委员会主席#进行审查$修

改后的方案和相应的白皮书初稿再提交给其余
+L(

参与者!并获得建议和反馈意见$经历连续审查和修

订之后达成共识!并最终形成该处理方案和白皮书$

3PL

的共识过程符合
+L(

的策略标准!但不符合任何

明确的&正式的国家标准$该方案和一系列建议并不

代表
+L(

实践指南或
+L(

适宜性标准$该共识更

适合被看作'指导(和'建议(!而不太适合被看作一个

具有明确定义的'指南(

)

!

*

$

流程图要素!彩色编码

在流程图"图
!

#中!黄色表示需要参考临床数据

"如肿块的特征&大小或病变稳定性#!绿色提示需要临

床手段"如影像学随访&活检检查或考虑是否切除#!红

色表示无需随访"如肿块为良性或惰性#$为了尽量简

化流程图!该方案适用于大部分!但非全部的影像表现

和临床情况$放射医师可以根据病变的特定影像学特

征和患者特征来处理方案中未涉及的情况$

较
,"!"

年版方案的不同点

与
,"!"

年版的方案相比!该方案存在以下显著不

同之处)

!

*

+

!

更新了参考文献.

"

对于无既往癌症病

史!在
,

(

$7D

间的肾上腺肿块!建议进行进一步评

估!因为肿块越大!其恶性的几率就越大.

#

更新了

.Y-0L-

和活检对于肿瘤患者的诊断作用.

%

更新了

双能
L-

对于肾上腺病灶定性方面的信息.

&

推荐使

用肾上腺低剂量
L-

扫描作为肾上腺肿块进一步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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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评估肾上腺偶发肿块的流程图(

!考虑生化检验确定功能状态'在活检%切除术前排除嗜铬细胞瘤(

,

,无

强化-适用于同时有平扫和增强检查时(

#

,孤立的-定义为无其他已知的转移性疾病(

$可考虑
L)0M(3

(

性的最佳检查方案!因为一次检查就可实现对病变密

度及廓清特征的评价.

+

建议针对偶然发现的肾上腺

肿块进行生物化学的评估!但目前还没有确凿的文献

支持$

拟解决问题的性质和范围

肾上腺的偶发肿块非常普遍!成人发生率约
#f

(

&f

)

,05

*

$最常见的类型是良性的&无功能的腺瘤)

&

*

$

在无已知恶性疾病的患者中!绝大多数的肾上腺肿块

是良性的)

/

*

$在普通人群中!良性肾上腺肿块占绝大

多数!甚至在肿瘤患者中多数也是良性的)

%

!

!"

*

$然而!

肾上腺是转移瘤的常见部位!同时亦可发生相对少见

的原发性肿瘤!包括嗜铬细胞瘤&醛固酮腺瘤和肾上腺

皮质癌$

管理肾上腺偶发肿块最大的挑战是正确地识别出

相对少见的恶性病灶和高功能腺瘤!同时忽略那些占

绝大多数的良性&没有显著临床症状且无需临床治疗

和随访检查的病变$如果不努力去区分病变有无临床

意义!那么就可能会有过度诊断的风险!如病变被检测

出来!但它对患者的终身都不会造成任何影响)

!!

*

$内

科医生总是希望得到确切的诊断!而对于不确定的诊

断!就会导致检查量的增多以及过度诊断)

!,

*

$过度诊

&$!

放射学实践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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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Q,"!/

!

RC?##

!

*C4,



断使患者在诊疗过程中产生焦虑的情绪以及面临不必

要的伤害!而且导致的后果也是很严重的)

!#

*

$处理良

性的偶发肿块时!有学者提倡不予报告!但这一观点仍

具争议性$因为偶然发现的肾上腺肿块大多数为良

性!我们强烈建议放射科医生多关注过度诊断的风险$

肾上腺偶发肿块非常常见!但放射科医生报告和

建议中对于它们的处理有很大不同)

!$

*

$内分泌内科

和外科医生各自发布了关于偶发肾上腺肿块随访的管

理指南)

,

!

$

!

!O

!

!5

*

!但指南中的建议有很大差别!部分内

分泌内科医生认为这些指南作用有限)

!&

*

$我们提出

的方案和建议!可以很好的区分良性的&无需处理的肾

上腺肿块"如无功能性腺瘤肿块&髓样脂肪瘤&出血&囊

肿#和需要治疗的病变"如转移瘤&肾上腺皮质癌&高功

能腺瘤#"图
!

#$

报告要点

为了对偶然发现的肾上腺肿块进行最优化的管

理!报告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

有诊断意义的影像学

征象+大体可见的脂肪&低
L-

值"

"

!"Si

#&

M(3

上

反相位较同相位信号减低&以及出血.

"

病灶大小+越

大的病灶通常越可疑.

#

随着时间的进展!病灶体积发

生变化+病灶的增大更加可疑.

%

了解患者是否有癌症

病史对于最优化的管理偶发肾上腺肿块非常重要$尽

管绝大多数肾上腺肿块是良性的!但对于有已知恶性

肿瘤病史的患者!转移瘤的几率更大.

&

结合临床体征

或症状"高血压&库欣综合征的特征#!可能提示为功能

性肿瘤$

应用管理方案的纳入标准和排除标准

我们的方案由一个具有相应建议的简单的流程图

组成"图
!

#$该方案应用于成人"

#

!/

岁#&无症状&因

与肾上腺疾病无关的其它原因而行影像检查的患者$

该方案可应用于双侧肾上腺肿块的患者!并可对每个

病灶进行评估$尽管该方案适用于大多数的影像情

况!但也有例外!要根据个别患者的临床表现&病史和

临床情况等决定$如患者已有其它部位的多处转移病

灶!那么对偶发的肾上腺肿块进行进一步评估也不会

改变整体的处理原则$

影像及临床特征的意义

流程图的
O

个共同原则

!

通常情况下!短径
%

!7D

的偶然发现的肾上腺

肿块无需随访$该管理建议主要应用于被放射科医生

界定为亚厘米级的'结节(或肾上腺的'增厚(!不确定

是否可以归类为肾上腺肿块的病灶$

"

可通过典型的影像学特征"见'报告要点(部分

描述#&肾上腺肿块大小&生长情况"这取决于能否获得

患者以前的影像资料#以及患者的肿瘤病史来对偶然

发现的肿块进行初步分类$

#

为确定
!7D

"

短径
%

$7D

且
L-

值
$

!"Si

的

偶发肾上腺肿瘤是否为良性腺瘤!需选择专设的肾上

腺
L-

扫描方案!它既可以提供密度的测量值!又能利

用对比廓清的特征来帮助诊断$

%

如果患者有既往的影像学检查资料!放射科医

生应尽可能的参考这些检查以确定肾上腺肿块的稳定

性$即使检查方法不同!如胸部
L-

&

.Y-

-

L-

!腹部超

声及腰椎
M(3

等扫描范围包括了肾上腺部位的既往

影像学检查都是有帮助的$

&

临床情况是肾上腺肿块管理的关键因素$对于

无法接受治疗!或有严重合并症以及有限生存期的患

者!针对偶发肾上腺肿瘤的检查是没有必要的$

管理方案总结

!B

具有良性影像学特征的肿块

如果一个肾上腺肿块有良性肿块的影像学特征!

如髓性脂肪瘤"存在肉眼可见的脂肪#&囊肿或出血"肿

块无强化!即增强扫描前后
L-

值改变
%

!"Si

#!那么

无需进行额外的检查或影像学随访$同样!具有良性

钙化的肿块!如陈旧性血肿或肉芽肿性感染后的钙化!

亦无需进一步影像学随访$如果肿块在
L-

平扫上的

密度
"

!"Si

!或与脾脏相比!在
M(3

化学位移成像

时反相位较同相位信号降低!无论肿块的大小!都可诊

断为富脂腺瘤)

!"

!

!/0,#

*

!同样不需要进一步的影像学检

查$

,B

无影像学特征的肿块"

!7D

"

短径
%

$7D

#

如果肾上腺肿块不具有良性的影像诊断特征!但

已稳定
!

年或更长!则良性的可能性很大!不需要额外

的影像检查)

,$

*

$相反!新生的或增大的肿块则应怀疑

恶性肿瘤的可能$对于有癌症病史并有增大的肾上腺

肿块的患者!应考虑行
.Y-

-

L-

或活检检查以排除转

移瘤的可能$对于无癌症病史但发现肾上腺肿块增大

的患者!应接受生化学检查!依据肿块生长的速度!对

怀疑为肾上腺皮质腺癌的病变进行外科切除"无需活

检#$良&恶性肾上腺肿块都可能随着时间的进展而增

大!而且没有已知的生长速度阈值可以对二者进行区

分)

,O

*

$

没有癌症病史的患者!即使没有明确的良性影像

学特征或既往检查来帮助评估肿块的稳定性!肿块几

乎仍然可确定为良性)

,5

*

$对于
!

(

,7D

间的病灶可考

虑在
!,

个月内进行肾上腺
L-

扫描来判定其稳定性$

对于可能良性&

,7D

%

短径
%

$7D

的病灶!可在检出时

即进行专设的肾上腺
L-

扫描!以确定其性质)

,&0,%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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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情况下!会出现即使进行肾上腺
L-

扫描也无法

判定肿块的良恶性!这时根据临床情况!可考虑
5

(

!,

个月后行
L-

随访以评价肿块稳定性或予以切除$

如果患者有癌症病史!但没有其它转移性病变!且

肾上腺肿块无典型良性肿块的影像特征或无既往检查

可帮助判定肿块的稳定性时!则推荐进行专设的肾上

腺
L-

扫描"平扫以及静脉注入对比剂的增强扫描#!

因为单独使用
L-

增强扫描通常不易区分良恶性病

灶)

#"

*

$如果肾上腺肿块显示中央坏死!那么肿块为转

移瘤的几率增大!可考虑行肾上腺活检或
.Y-

-

L-

检

查)

#"

!

#!

*

$在这种情况下!

.Y-

-

L-

多可对肾上腺肿块

进行定性诊断"与腺瘤相比!转移瘤通常具有更高的

!/

P0

脱氧葡萄糖代谢#!还可检测隐匿性的肾上腺外的

转移瘤)

#"

*

$

#B

无影像学特征的肿块"短径
#

$7D

#

对于短径
#

$7D

的孤立性肾上腺肿块!如果没有

良性的影像诊断特征或癌症病史!因其可能为原发肾

上腺皮质癌而建议手术切除"无需活检#$

管理方案的诊断策略总结

!B

肾上腺
L-

扫描

一个精准的肾上腺专设的
L-

扫描可以通过两种

手段来定性肾上腺腺瘤+密度的测量和对比剂的廓清$

肾上腺
L-

扫描的推荐层厚为
#DD

!包括轴向和冠状

面的重建$专设的肾上腺
L-

扫描程序包括涵盖上腹

部的
L-

平扫!由负责的放射科医生进行实时阅片$

如果没有发现良性的影像学诊断特征"肉眼可见的脂

肪&肾上腺平扫密度
"

!"Si

#!则需进行动态对比增

强
L-

扫描"通过高压注射器静脉注入对比剂后
5"

(

%"H

#和
!OD:8

延迟扫描)

#,

*

$

L-

平扫测量初始的肾上

腺密度"由此测算细胞内脂质含量#$如果需要行增强

扫描!那么就要采用后面讨论的方法计算肾上腺的对

比剂清除情况$

L-

平扫应使用低剂量技术!包括使

用有限
d

轴覆盖肾上腺"而不是整个腹部#的管电流

调制!来减少电离辐射)

##

!

#$

*

$不同的管电压得到的密

度测量值可能会有变化!我们建议使用
!,"9R

E

技术

"无管电压调制#!因为其最常用于估算组织密度$每

一台
L-

设备都应单独设定扫描程序!同时注意确保

足够的空间分辨率!以准确测量肾上腺的大小和密度$

我们不确定是否有关于低剂量
L-

用于肾上腺肿块密

度测量方面的文献报道!但
!"Si

这一阈值已被用于

L-

结肠成像对腺瘤的诊断中)

#O

!

#5

*

$

典型的腺瘤通常在使用碘对比剂或钆螯合物对比

剂后迅速增强!并快速廓清)

,/

*

$虽然转移瘤也强化较

快!但其廓清时间较长$

L-

检查时!应用公式"增强

后
L-

值
'!OD:8

延迟
L-

值#-"增强后
L-

值
'

平扫

L-

值#

o!""f

来计算绝对廓清比$绝对廓清比
#

5"f

时!可诊断为腺瘤$当没有平扫
L-

值时!则使用

相对廓清比!即将增强后的
L-

值与
!OD:8

延迟扫描

的
L-

值进行比较$相对廓清比通过公式"增强后
L-

值
'!OD:8

延迟
L-

值#-增强后
L-

值
o!""f

来计

算.相对廓清比
#

$"f

!可诊断为腺瘤)

,&0,%

*

$有报道应

用
L-

肾上腺廓清率成功地鉴别出
!55

例肾上腺肿块

中的
!5"

例肾上腺腺瘤与非腺瘤!其敏感度为
%/f

!

特异度为
%,f

)

,&

*

$

如果肾上腺肿块不强化"

L-

平扫和增强扫描间

的
L-

值改变
%

!"Si

#!则代表为囊肿或出血!不需要

进行随访检查$我们不确定是否有通过肾上腺肿块的

L-

值变化来确定强化与否的文献报道!但这样的信

息已应用于肾脏肿块的定性中$在肾脏肿块中!对比

剂给药前后的密度差异"

L-

值#

%

!"Si

已被明确定

义为没有强化)

#&

!

#/

*

$我们同样应用
%

!"Si

这个标

准来定义肾上腺肿块没有强化.相反!当肾上腺肿块明

显强化"

$

!!"

(

!,"Si

#时!应考虑嗜铬细胞瘤!并推

荐进行含血清儿茶酚胺的生物化学评估)

#%

*

$

,B

磁共振化学位移成像"

L)0M(3

#

L)0M(3

仍是诊断腺瘤的一个重要方法!尤其是

对那些碘对比剂过敏的患者$虽然一些数据显示
L)0

M(3

对于细胞内脂质的检测可能较平扫
L-

略敏感!

但对于高密度的腺瘤"平扫
L-

值
$

,"

(

#"Si

#!

L)0

M(3

同样难以定性!而肾上腺
L-

廓清率则较
L)0

M(3

更具优势)

,"

!

$"0$#

*

$因此!肾上腺
L-

检查仍是肾

上腺肿块的首选检查方法!因为它既可通过密度的测

量!又可通过肿块的廓清率对腺瘤进行定性诊断!具有

'一站式检查(的优势$当在肾上腺
L-

检查和
L)0

M(3

间进行选择时!还应有一些更实际性的考虑!如

可操作性&患者单次检查的方便性&以及费用方面等!

而这些方面的考虑更加倾向于
L-

检查$如果应用低

剂量
L-

扫描对未知的肾上腺肿块进行定性诊断!患

者所受辐射一般不是很高$

另外!还有保险公司不同意赔付方面的考虑!这要

求在
L-

检查前遵循特殊的流程$特别是当已经获得

进行
L-

平扫和增强检查的审批!但实际仅进行
L-

平扫时!保险公司是可以不赔付的$如果出现这种情

况!应适当改进流程以适应具体情况$

#B

双能量
L-

双能量
L-

在许多影像中心均有应用!它可通过

不同能量下!不同物质显示其独特的
L-

密度特征而

提供物质特异性方面的信息)

$$

*

$通过双能
L-

增强

扫描所算得的!虚拟平扫图像上肾上腺肿块密度值与

真正平扫的密度值相似!可直接用于肾上腺腺瘤的诊

断而减少多余的检查)

$O0$/

*

$虚拟平扫中的密度值可能

($!

放射学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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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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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比真正平扫的密度值偏高!因此!应用双能
L-

进行

肾上腺腺瘤的诊断时!通常会减掉
!"Si

的阈值$当

然!不同厂家的设备在获取双能图像和数据时可能会

使用不同的方法!故我们建议使用者应参照所应用设

备及其扫描方案的最新数据$

$B.Y-

-

L-

最近!随着
L-

&

M(3

!尤其是
.Y-

-

L-

在影像定

性分析方面的进展!影像介导下经皮穿刺活检对肾上

腺肿块进行定性的比例下降)

$%

!

O"

*

$在肿瘤患者中!对

于肾上腺肿块增大&且肾上腺
L-

扫描难以定性&以及

短径
#

$7D

的肿块应进一步行
.Y-

-

L-

或活检以明

确是否为肾上腺转移瘤$

OB

肾上腺肿块活检

肾上腺肿块的穿刺活检主要应用于确定肾上腺转

移瘤的诊断中!其具有很好的安全性及较低的并发

症)

O!

*

$如果出现嗜铬细胞瘤的征象或症状!则需在活

检前检测血浆甲氧基肾上腺素和去甲肾上腺素)

O,

*

$

5B

内分泌评估

影像学的检查有助于区分偶然发现的肾上腺肿块

的良恶性!但不能明确肿块的功能状态$影像检查对

于肾上腺腺瘤的定性诊断有很高的准确性!但不能区

分高功能性和无功能性的肿块)

O#

*

$潜在的临床高功

能性肿块在肾上腺偶发肿块中的发生率不详!有报道

认为在
Of

(

%f

之间)

!O

*

$另外!虽然嗜铬细胞瘤比较

少见!但最近的一项研究显示!经外科证实的嗜铬细胞

瘤中!

&"f

"

$"

-

O&

#是偶然发现的)

O$

*

$

对于肾上腺偶发肿块进行内分泌学检测尚存在争

议$这些争议包括+

!

是否所有肾上腺偶发肿块的患

者均需进行生化学的评估.

"

需要检测哪些生化学的

指标.

#

如果初始的指标是正常的!那么是否需要复

查!多久进行复查$本文并未涵盖内分泌评估方面的

详细信息!但基于我们的内分泌内科及外科医生的建

议!我们建议对大多数偶然发现的肾上腺肿块进行常

规的生物化学评估"图
!

#$我们之前的建议是提倡有

高血压或肾上腺高功能的临床症状或体征才进行生化

检查$然而!有文献建议对所有肾上腺偶发肿块进行

检测以排除隐性的&无症状的高功能性肿块)

,

!

$

!

5

!

!O

!

!5

*

$

目前美国临床内分泌科协会以及美国内分泌外科协会

的指南均建议对所有的肾上腺偶发瘤进行初始的生化

学评估以排除嗜铬细胞瘤&亚临床的库欣综合征&以及

高醛固酮血症$

进行地塞米松抑制实验及血清甲氧基肾上腺素的

检测!是内分泌内科及外科医生对于偶然发现的肾上

腺肿块进行评估的一种手段$如果血清的甲氧基肾上

腺素水平模棱两可!需要进行
,$I

尿液中甲氧基肾上

腺素的检测$如果是高血压患者!则需检测血清的肾

素及醛固酮水平以排除醛固酮腺瘤$如初始的生化学

评估正常!有关后续随访的建议!各指南存在很大差

别!但一般都比我们建议的影像学和生化学随访频繁$

部分良性的腺瘤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发展成为有分

泌功能的腺瘤!从而造成亚临床的库欣综合征)

!O

!

!5

*

!

但是目前对于内分泌科的指南仍有争议!部分内分泌

科医生发现业界的指南花费太高!而且有很高的假阳

性率)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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