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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PL

#发布了针对
L-

偶发性肾脏肿块的管理建议(这些建议更新了美国放射学院杂

志"

Z+L(

#

,"!"

年发布的关于肾上腺&肾脏&肝脏及胰腺偶发病变管理白皮书的肾脏部分内容(肾脏亚

组委员会"包括
5

位腹部放射学家和
!

位泌尿科医师#制订这份管理流程(这些建议结合已发表的文献

和专家意见'通过非正式的反复协商达成共识(文中每张流程图描述需要进一步行影像学检查&随访或

转诊治疗的肾脏肿块的影像特征(我们的目的是对偶发性肾脏肿块的管理提供指导建议'从而改善医

疗质量(

#关键词$

!

肾脏!肾脏小肿块!囊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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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级!偶发病变

#中图分类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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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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发肾脏肿块的管理方案

该版本是
3PL

对偶发性肾脏肿块管理建议的第
!

次修订版!由肾脏亚组委员会主席&指定的
O

位腹部放

射学专家及
!

位泌尿科医师组成的委员会制定而成$

亚组委员会根据已出版的文献形成初稿并达成共识$

当缺乏文献依据时!由委员会专家补充意见$

3PL

其

他成员包括体部委员会主席&

3PL

主席及其他亚组委

员会主席对最初的管理流程进行校对$修订后的流程

及对应的白皮书草案再提交给其余的
+L(

参与者!

并获得建议和反馈意见$通过反复的修订后达成最终

共识!随后白皮书定稿$

3PL

的共识达成过程符合

+L(

的政策标准!但不符合任何明确的&正式的国家

标准$该管理流程和建议并不代表
+L(

实践指南或

+L(

适用性标准$该共识更适合被看作'指导(及'建

议(!而非具有正式定义的'指南($

流程图的要素!彩色编码

该管理流程包括
O

个流程图"图
!

(

O

#!每个流程

图中的黄色方框代表所采用或获取的临床信息"影像

特征&随访稳定性等#!绿色方框代表建议采取的措施

"如进一步影像检查或转诊治疗#!红色方框代表检查

及监测可以终止"良性或惰性肿块#$为简化流程图!

每个流程提及大部分而非全部的影像表现及临床情

况$当遇到流程以外的情况时!放射科医师要脱离流

程!根据发现的影像学特征及患者特点做出决策!要注

意这个流程只是'建议(!不是'诊治标准($

拟解决问题的性质及范围

肾脏肿块大多数是良性囊肿!其发生率随年龄增

长而增高)

,

!

#

*

!多达
$"f

的患者
L-

上可见)

$

*

$偶发

性肾脏肿块值得关注的原因是大多数肾细胞癌为偶然

发现)

O

*

!且这种情况的患者预后更好)

50/

*

$然而单纯肾

囊肿患者的泌尿系统症状发生率不会增高)

%

*

!因此囊

肿亦多偶发$在临床工作中!肾癌及肾盂癌相对少见!

据统计!其在
,"!5

年新发癌症病例中仅占
#4&f

!低

于乳腺癌&肺癌&前列腺癌&淋巴瘤&结肠癌及膀胱

癌)

!"

*

$此外!很多偶发小肾癌的患者在治疗后并不能

获益)

!!0!#

*

$因此!在评估偶发性肾脏肿块时!需要在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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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L-

平扫检出的偶发性肾脏肿块的处理流程图(

!如果肿块含有脂肪密度"某区域
L-

值
%

'!"Si

#'请

参考图
O

(

,

-)-L

'肿块太小'难以描述特征(

#边界清晰&密度均匀的
-)-L

肾脏肿块'如果平扫密度明显低

于或高于周围肾实质'则很可能是良性囊性灶(

$

M(

推荐用于评价较小的肿块"

%

!4O7D

#或发现疑似乏血供

肿块的强化!超声可用于描述均匀高密度肿块如出血或含蛋白囊肿(

O如有既往检查的影像学图片'影像征象

无变化且至少
O

年的年均生长
"

#DD

的肾脏肿块很可能无临床意义'无需进一步检查(

期发现肾细胞癌的潜在益处!和检查-治疗那些临床意

义不大的肾脏良性肿瘤!或小的恶性肿瘤引起的潜在

损害间进行权衡$

!B

偶发性肾脏肿块定义

偶发性肾脏肿块即因非泌尿系疾病行影像学检查

而初次发现的肾脏肿块!从肿块的影像特征中可得出

以下三种结论之一+

!

可完全描述其特征+根据影像征

象诊断为单纯或复杂囊肿!或实性肿瘤"含或不含脂

肪#!可做出管理建议.

"

无法完全描述其特征+在提出

管理建议前还需进一步评估.

#

无法完全描述其特征+

根据可靠的良性征象!进一步评估很可能无益处$

,B

推荐的治疗

肾脏肿瘤的治疗方法较多!其优缺点不在本文的

讨论范围$我们的任务是明确肿块需要转诊处理的情

况!以及讨论考虑经皮穿刺活检的指征.我们不比较不

同治疗方式的优缺点!亦不决定最佳的处理方案)

!$

*

$

美国泌尿协会及美国临床肿瘤学会已发布对小的肾脏

肿块"

"

$7D

#的处理建议)

!O

!

!5

*

$

#B

可能影响肾脏肿块处理的因素

需特别注意对疑似肾细胞癌&生存期有限&伴严重

合并症!或手术风险较大的患者的处理$积极的监测

对无症状的&小的肾细胞癌是安全的!至少短期内安

全+对一组无症状&病理分期为
-!

期的实性肿瘤以及

\CH8:;9

,

级的囊性肿瘤患者进行平均
$!

个月的随

访!并延迟对他们的干预!结果显示无一进展)

!&

*

$因

此!对于那些按照流程图建议治疗或监测的无症状患

者!若手术预期较差或生存期有限!可以仅进行监测或

不再进一步评估!这也适用于有相同情况的&流程图中

的任何其他偶发性肾脏肿块$而当患者出现症状时!

可能需要调整处理方案$发生在女性的肾脏肿瘤良性

的可能性更高)

!/

*

!但性别对良性肿瘤的预测价值还不

足以形成一条单独的管理路径$

报告要点

在使用流程图前!确定肿块起源于肾脏而非肾周

腹膜后!排除肾柱肥大或瘢痕引起的假瘤及非肿瘤性

疾病"如肾动脉瘤&肾盏憩室&局灶性感染或脓肿#至关

重要$虽然局灶性肾脏感染!包括脓肿通常不是偶发

的!但其症状和体征可能在影像诊断后才出现$另外!

虽然在流程中列出肿块内钙化!但应注意位于肾门&仅

周围钙化的肿块可能是肾动脉瘤$对这些疾病的处理

不在流程图内$

以下要素在评估和指导偶发性肾脏肿块的处理时

是必要的$虽然没有必要描述每个肿块的所有影像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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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L-

增强检出的偶发性肾脏肿块的处理流程图(

!如果肿块含有脂肪密度"某区域
L-

值
%

'!"Si

#'请

参考图
O

(

,

-)-L

'肿块太小'难以描述特征(

#边界清晰&密度均匀的
-)-L

肾脏肿块'如果增强密度明显低

于周围肾实质'则很可能是良性囊性灶(

$

M(

推荐用于评价较小的肿块"

%

!4O7D

#或发现疑似乏血供肿块的

强化!超声可用于描述均匀高密度肿块如出血或含蛋白囊肿(

O如有既往检查的影像学图片'影像征象无变化

且至少
O

年的年均生长
"

#DD

的肾脏肿块很可能无临床意义'无需进一步检查(

征"如每个单纯囊肿#!但当建议进一步评估及转诊处

理时!强烈建议描述以下提示肿块结论的征象+肿块大

小.肿块密度&均匀或不均匀&强化情况.囊性肿块的复

杂性"

\CH8:;9

分级#.生长及形态改变.活检的作用$

!

肿块大小+多数情况下!肿块大小与恶性的可能

性相关)

!/0,#

*

!因此可指导实性肾脏肿块的治疗$体积

较小的肿块良性可能性更大+

%

!7D

的肿块良性可能

性约
$"f

!

!

(

$7D

间的约
,"f

!

$

$7D

的不到

!"f

)

!%

!

,"

*

$体积较小的肾癌更可能为惰性!发生转移

的风险较低)

,#

!

,$

*

$

"

肿块密度&均匀或不均匀&强化情况+病灶密度&

均匀或不均匀"表
!

#及强化情况对
L-

评估肾脏肿块

至关重要$应在病灶的不同部位放置多个感兴趣区来

测量
L-

值)

,O

*

!多个感兴趣区能评估
L-

值的可重复

性!提供异质性的客观证据)

,O

*

!绝不能仅依据个别体

素测得的
L-

值$当既有
L-

平扫又有增强扫描时!

平扫
L-

值为
'!"

(

,"Si

的均质肿块为单纯肾囊

肿$虽然肾细胞癌的平扫
L-

值也可能
%

,"Si

!但其

密度几乎都是不均匀的)

,5

*

$平扫
L-

值
%

,"Si

的均

质型肾细胞癌非常罕见)

,&

!

,/

*

$因此!平扫和-或增强

扫描的
L-

值为
'!"

(

,"Si

的均质肿块均为单纯囊

肿"

\CH8:;9

-

级!表
,

#!无需进一步评估$

表
!

!

肾脏肿块不均质的征象

厚壁

一个及以上分隔

壁结节

可测量或肉眼可见的密度差

钙化

表
,

!

肾囊肿
\CH8:;9

分级标准

\CH8:;9

分级
描述

-

级
良性单纯囊肿'细线样薄壁'无分隔&钙化或实
性成 分(平 扫 密 度 均 匀'接 近 水 样 密 度
"

'!"

(

,"Si

#'无强化

.

级

良性最低级复杂囊肿'可有少量细线样分隔'

可能有无法测得的
k

感觉强化
k

!囊壁或分隔可
有细小钙化或短粗钙化!另外'病变可表现为
边界清楚的&无强化&均匀&直径

%

#7D

的肿
块'

L-

值高于单纯液体"高密度囊肿#

.

P

级

通常为良性复杂肾囊肿'多发细线样分隔'囊
壁或分隔光滑略厚'囊壁或分隔可见较厚或结
节状钙化'可能有无法测得的

k

感觉强化
k

!另
外'病变可表现为边界清楚的&无强化&均匀&

直径
$

#7D

的肿块'

L-

值高于单纯液体

/

级
不能确定良恶性的复杂肾囊性肿块'有不规则
的厚壁及分隔'增强扫描显示囊壁及分隔强化

,

级
含有可强化的软组织成分的恶性肾囊性肿块
"囊性肾细胞癌#

平扫
L-

值
#

&"Si

的均质肿块几乎均为高密度

的
\CH8:;9

.

级囊肿)

,&

!

,%

*

!无需进一步评估$但肾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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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L-

或
M(3

平扫加增强扫描检出的肾脏囊性肿块的处理流程图(

!如果肿块含有脂肪密度"某区域
L-

值
%

'!"Si

#'请参考图
O

(

,形态学改变包括$分隔数目增多'壁或分隔增厚'出现实性结节成分"包括再分级

升级为
\CH8:;9333

或
3R

级#'囊性肿块增大而无形态学改变'不表示恶性(

#

\CH8:;933P

级的肾脏囊性肿块

若影像特征至少
O

年无变化'可认为是稳定的'很可能无临床意义(

胞癌及高密度囊肿增强扫描的
L-

值均可
#

&"Si

$

对于平扫
L-

值介于
,"

(

&"Si

!或仅增强扫描

L-

值
$

,"Si

的均质肿块!

L-

或
M(3

平扫及增强

检查是必要的$检查中肾肿块或囊性肿块的任何结节

部分出现强化"表
#

#均提示肿瘤可能)

#"0#,

*

$尽管
L-

或
M(3

的一些强化模式可提示良性肿瘤或肾癌的特

殊亚型!但目前还没有哪种强化模式具有足够的敏感

性及特异性以纳入流程图中$不过!当提示良性或不

活跃的征象出现时!可考虑经皮肾穿刺活检术)

##0#/

*

$

表
#

!

肿块强化的
L-

和
M(3

标准

L-

标准$增强后密度增高程度

#

,"Si

肯定有强化

!"

(

,"Si

可疑强化'需考虑射束硬化&

肿块位置等影响因素&

"

!"Si

无强化

M(3

强化标准

增强后信号增高
#

!Of

有强化病灶

其他方法 剪影图信号可见

注$

&如果不存在这些因素'肿瘤向肾外生长或较大'则使用更严格
标准"

!OSi

#作为判断强化的界值(

肿块内感兴趣区的
L-

值
%

'!"Si

表明含有脂

肪成分)

#%

*

$发生在肾脏的含脂肿块绝大多数为"

;80

A

:CD

U

C?:

E

CD;

!

+M_

#!

+M_

多含有
L-

值非常接近

于脂肪组织"

'!""Si

#的区域)

$"

*

$然而!少部分

+M_

在
L-

平扫上无肉眼可见的脂肪成分"称为乏脂

型
+M_

#!可能会误诊为肾癌)

#%0$,

*

$由于在一项多层

螺旋
L-

的 模 拟 研 究 中!部 分 囊 肿 的
L-

值
%

'!"Si

)

$#

*

!故应考虑通过
M(3

或超声检查来评估

L-

值在
',"

(

'!"Si

间的均质肿块从而排除囊

肿$

+M_

出现钙化极其罕见!因此!含散在脂肪及钙

化的肿块通常考虑为肾癌$

任何不均质的肾脏肿块"有厚壁&分隔&壁结节&不

均匀密度或钙化!表
!

#

)

,&

*

!需全面&完整的描述其特

征$

有些偶发瘤的体积过小"

%

,

倍重建层厚#!难以

精确测量其密度!被称为'太小无法描述"

=CCHD;??=C

7I;<;7=@<:̂@

!

-)-L

#

)

,O

*

($薄层检查"

%

!DD

#可减少

上述情况!同时!这些病灶通常无临床意义且多数主观

上即可做出判断$

#

囊性肿块的复杂性"

\CH8:;9

分级#+实性肿块

的恶性可能性与病灶大小有关!而囊性肿块的恶性可

能性基于囊肿的复杂程度$囊性肾癌的体积较实性肾

癌小&分期早&级别低&生物学行为不活跃)

$$

*

&患者生

%%!

放射学实践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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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Q,"!/

!

RC?##

!

*C4,



图
$

!

L-

或
M(3

平扫加增强扫描检出的特征描述全面的肾脏实性肿块或
-)-L

的肿块的处理流程图(

!如

果肿块含有脂肪密度"某区域
L-

值
%

'!"Si

#'请参考图
O

(

,

-)-L

'肿块太小'难以描述特征(

#大小'任何

平面内的肿块最大径'根据第
&

版
-*M

分期标准(

$边界清晰的
-)-L

肾脏肿块'无论钙化与否'密度均匀&

增强各期密度明显低于肾实质或平扫密度明显高于肾实质的肿块'很可能是良性囊性灶'无需进一步评估(

O

M(

推荐用于评价较小的肿块"

%

!4O7D

#或发现疑似乏血供肿块的强化(

5影像征象无变化且至少
O

年的年

均生长
"

#DD

的肾脏肿块是稳定的'很可能无临床意义(

&肿块增大定义为年均增长
#

$DD

!任何肿块均质性

的变化都认为是形态学改变'如轮廓&密度及分隔数目的改变(

/考虑活检'

L-

平扫高密度或
-

,

[3

低信号的

肿块尤其要考虑'因为这些很可能是乏脂型
+M_

(

%当需要病理来确定治疗方式'但活检有风险或有禁忌证

无法活检时'考虑行
M(3

检查以观察
-

,

[3

上信号'乏脂型肾
+M_

及乳头状肾细胞癌信号较肾透明细胞癌

低"肾透明细胞癌
-

,

[3

上通常为稍高信号且信号不均#(

存率较高&转移较少)

$O

*

!因此流程中对囊性及实性肿

块的处理不同"图
#

!

$

#$

我们推荐使用
\CH8:;9

分级标准来评估肾脏囊性

肿块"表
,

#

)

$50$/

*

$随访研究显示
\CH8:;9

.

P

&

/

级囊

性肿块通常无进展为高级别的局部肿块的可能!亦无

远处转移)

$%0O!

*

!因此对于
\CH8:;9

.

P

&

/

级的复杂囊

性病变!是基于囊性肾癌侵袭性低的特点和目前报道

的分别为
!!f

和
O$f

的恶变率"注意有肾癌病史!或

同时存在
\CH8:;9

,

级或实性肿块者恶变率更高#来

处理的)

O"

!

O!

*

$虽然不同机构对
\CH8:;9

/

级肿块的处

理不同!但手术切除通常是有利的)

O,

*

$钙化曾作为

\CH8:;9

分级标准的要素之一!但现在认为已不再重

要)

$&

*

$病灶大小不是
\CH8:;9

分级系统的因素$肾

癌坏死后的
L-

值可能呈液体密度!但通常不均质!且

边界不规则!不应误诊为囊性$

%

生长及形态改变+许多小的肾脏实性肿瘤生长

缓慢或不生长!肾细胞癌在没有长大的情况下很少发

生转移)

O#0O/

*

$对
,""

多个肾脏小肿块"

%

$4!7D

#进行

平均
#$

个月的随访的一项
M@=;

分析发现!肿块平均

每年增长
"4,/7D

!其中仅
!f

发生转移)

O%

*

$尽管肿块

不生长或生长缓慢并不能完全确保良性!但却可反映

其生物学行为不活跃$越来越多的数据支持对肾脏实

性小肿块进行监测)

,O

!

5"

!

5!

*

!我们建议对于
%

!4"7D

的

实性及性质不明确的肿块进行随访监测"图
$

#

)

O

!

$/

*

$

肿块的快速生长与随访期间发生转移的风险增高相

关$对一组
#

$7D

的肾脏实性肿块及
\CH8:;9

,

级肿

&%!

放射学实践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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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Q,"!/

!

RC?##

!

*C4,



图
O

!

含脂肪密度"

%

'!"Si

#的偶发性肾脏肿块的处理流程图(

!偶发的散发性
+M_

"即无血尿&腰痛或病

灶周围出血#(

,许多泌尿科医师会随访生长迅速的小
+M_

患者'一些多发性
+M_

患者可能受益于对结节

性硬化症的评估(

#若仅
L-

平扫'建议行
L-

%

M(

平扫及增强检查(

$无论病灶多大'一旦
+M_

患者出现症状

"血尿&腰痛或自发性出血#应立即至泌尿外科就诊(

O

#

$7D

的
+M_

或伴
"4O7D

以上动脉瘤的患者需要采取

预防性治疗(

块患者的随访发现!

!#4/f

"

O

-

#5

#发生远处转移!肿块

平均每年增大
,4/7D

)

5,

*

$对性质不明确的复杂囊性

肿块"

\CH8:;9

.

P

级#!若仅有体积增大但无形态学改

变!则不必怀疑恶性可能)

$5

*

$

肾脏肿块一旦发生任何形态学改变"不均质程度

增加#!需警惕肾细胞癌并根据需要进行转诊治疗$良

性囊肿进展为肿瘤者少见!当检测不到形态学改变时

更不会发生)

#

*

$

根据随访研究结果!管理流程建议认为!无形态学

改变&在监测
#

O

年的情况下&且平均每年生长
"

"4#7D

的病灶比较稳定!转移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OO

!

5#

*

$

这也可用于回顾性分析!查看既往的检查很重要!包括

非腹部检查的图像!如脊柱
M(3

等来评价病灶的稳定

性$遗憾的是!随访多长时间才能很有把握地诊断病

灶为非活跃性或良性并结束随访!还未确定)

5

*

$

-!;

期肿瘤的患者年龄&症状&影像征象和最大径不是肿块

生长的预测因素!不能用来代替监测)

OO

!

5$

*

$

&

活检的作用+肾脏肿块活检有效且安全)

5O

!

55

*

$

随着我们对肾脏小肿块的特性及自然过程的认知的加

深)

!&

!

O&

!

5$

*

!经皮肾穿刺活检已经越来越多地用于肾脏

小肿块的处理中)

5O05&

*

$肾穿刺有许多适应证)

#"

!

5O

!

55

*

!

对于偶发性肾脏肿块的处理!活检的目的主要是明确

肿块的良恶性!及评价恶性肿瘤转移的可能性大小$

遗憾的是!目前还没有足够可靠的影像征象将乏脂型

+M_

&肾嗜酸细胞瘤及其他肾脏良性肿瘤与肾细胞癌

相鉴别)

#$

!

$"0$,

!

5/0&"

*

$但当有影像特征提示可能是良性

肿瘤如乏脂型
+M_

时"如增强可见强化的平扫高密

度肿块或
-

,

[3

低信号肿块!尤其是年轻女性患者#!

强烈推荐肾活检)

$"

!

&"

*

$通常认为活检对肾脏囊性肿

块的评估价值有限!但其可能有助于外科手术困难的

患者$同样的!无论病灶大小!活检有助于临床生存期

有限或有严重合并症患者的治疗方案的制定)

,O

!

#"

!

5O

*

$

应用管理方案的纳入标准和排除标准

本管理方案只适用于无症状的成人偶发性肾脏肿

块患者"

#

!/

周岁#!不适用于有肾脏肿瘤易感性的临

床疾病或遗传综合征!不适用于有原发肿瘤"如肺癌&

淋巴瘤或黑色素瘤#病史&可能为肾转移瘤的患者$本

管理方案也不适用于浸润性肾脏改变的患者!这些疾

病的鉴别诊断范围宽泛)

&!

*

!需要另行处理$对有淋巴

结肿大&远处转移或极有可能是肾癌的肿块应直接治

疗$

影像特征及临床特征的意义

!B

流程图的基本原则

'%!

放射学实践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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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Q,"!/

!

R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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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含脂肪密度的"

L-

值
%

'!"Si

#肾脏肿块被

安排在一个单独的流程"图
O

#$注意增强
L-

未显示

脂肪密度的肿块!在
M(3

或薄层
L-

平扫可能会发现

脂肪密度$

"

其他流程图根据可使用的检查方式划分为+

L-

平扫"图
!

#!

L-

增强"图
,

#!

L-

或
M(3

平扫加增强

"图
#

&

$

#$

#

对
M(3

和
L-

平扫加增强的偶发性肾脏肿块

的指导建议一致$

%

许多
-)-L

的肾脏肿块良性可能性大!可主观

评价$

&

'管理(表示有必要考虑活检或治疗"即根治

术#&监测&或影像学以外的其他检查"如结节性硬化

症#$

,B

流程图概述

流程图
!

+

L-

平扫检出的偶发性肾脏肿块$流程

图如图
!

所示$尽管大多数肾脏肿块在
L-

平扫时无

法全面描述!但
L-

值在
'!"

(

,"Si

间的均质肿块

很可能是良性囊肿$一些亚组委员会成员建议将

!OSi

作为较保守的上限!但目前还没有证据支持$

L-

平扫
#

&"Si

的均质肿块可明确诊断为
\CH8:;9

33

级高密度囊肿而无需进一步检查或治疗)

,&

!

,%

*

$进

一步检查只会加重患者焦虑的情绪和增加检查费用!

而不太可能改变诊断的结果$

平扫
L-

值在
,"

(

&"Si

间的均匀肿块及任何密

度不均匀的肿块需
L-

或
M(3

进一步诊断$肿块
%

!4O7D

!只要无禁忌证均建议进行
M(3

检查)

$/

*

"见'成

像方式选择(#!也可应用超声检查!当后者极可能描述

病灶特征时"体型较瘦的患者或较大的均质肿块#$

多数
L-

平扫检出的
-)-L

肿块是良性或无临床

意义的!只有当
-)-L

肿块与周围肾实质平扫密度相

仿时!才建议进一步影像检查"推荐
5

(

!,

个月内行

M(3

检查-
L-

检查#$部分亚组成员建议更早采用

M(3

以便明确诊断!然而另一部分则建议推迟检查以

评估肿块生长情况$

流程图
,

+

L-

增强扫描检出的偶发性肾脏肿块$

流程图如图
,

所示$增强
L-

值在
'!"

(

,"Si

间的

均质肿块是良性单纯囊肿!无需进一步评估$

L-

值

$

,"Si

的均质肿块需进一步检查"建议
M(3

或
L-

!

小病灶首选
M(3

#以鉴别高密度
\CH8:;9

.

级囊肿和

肾实性肿瘤$

L-

增强扫描检出的不均质肿块需要

M(3

或
L-

平扫加增强检查$

增强
L-

发现的许多
-)-L

肿块是良性或无临床

意义的$大部分
-)-L

肿块密度明显低于周围强化

的肾实质!无需进一步检查.反之则建议
5

(

!,

个月内

行
M(3

-

L-

平扫加增强检查"因
M(3

对小囊肿特征

的描述具有特异性!推荐首选
M(3

#$

流程图
#

+

L-

或
M(3

平扫加增强扫描检出的肾

脏囊性肿块$流程图如图
#

所示$囊性肿块的特点是

病灶以均匀圆形或卵圆形无强化区为主"表
#

#!建议

采用
\CH8:;9

分级系统"表
,

#$

\CH8:;9

-

级及
.

级

囊性肿块确定为良性的!无需随访$

\CH8:;9

.

P

级由

于有较小的恶性可能!需要监测肿块的形态学改变!虽

无明确的研究证实最合适的随访频率及间隔时间!我

们建议首先半年一次!随后每年一次!至少连续五年!

这样可以对形态学变化加以识别$

\CH8:;9

/

级及
,

级恶性可能性高!需积极治疗$但生存期有限&伴合并

症或手术风险高的
/

级患者也可仅进行监测$

流程图
$

+

L-

或
M(3

平扫加增强扫描检出的肾

脏实性肿块或
-)-L

肿块$流程图如图
$

所示$肾

实性偶发瘤的处理)

#"

*根据肿块的大小决定$尽管
%

!7D

的实性肿块中!

5"f

可能为恶性!但其生物学行为

多不活跃!发生转移的可能性非常小)

,#

!

,$

!

&,

!

&#

*

!因此建

议首先半年一次!随后每年
M(

-

L-

随访一次!直到
$

!7D

再进行治疗$由于转移风险低!部分小的肾实性

肿块可一直监测至
,

或
#7D

)

,$

!

&#

*

$

由于大约
/"f

的
!

(

$7D

的实性肾脏肿块在病理

上是恶性的)

!%

*

!除非有影像指标可鉴别侵袭性与否!

否则一律建议治疗$亦可按照之前文献的详细说明考

虑进行活检)

5&

*

$

$

$7D

的实性肿块需即刻处理!因

为约
%"f

是恶性的!并且转移风险较高)

!/

*

$对于这类

肿块!活检可能有助于指导治疗!但基本是用于伴明显

合并症的患者$

与
,"!"

年发布的白皮书)

!

*相比!本管理流程的变

动在于实性肿块分为
!

(

$7D

及
$

$7D

!而不是以往的

!

(

#7D

及
$

#7D

$这与肾癌第
&

版
-*M

分期&美国

泌尿协会及美国临床肿瘤学会指南同步)

!O

!

!5

*

$既往

采用
#7D

作为界值是由于肿块
$

#7D

时!其转移发生

率增加)

&#

*

$

流程图
O

+含脂肪密度的肾脏肿块$流程图如图
O

所示$含脂肪密度&无钙化的肾脏肿块很可能是良性

的
+M_

!无钙化的肾细胞癌极少含微量脂肪)

&$

!

&O

*

$

大多数
+M_

是散发的!肿块
%

$7D

的无症状患者可

保守管理!无需影像监测$少数情况下!病灶检出后有

指向性地询问病史可采集到患者的临床症状$有症状

的患者"腰痛&血尿或自发性出血#或快速增大的

+M_

需要进行治疗$

$

$7D

或伴动脉瘤"

$

ODD

#的

+M_

自发性出血的风险高!同样需采取预防性治

疗)

&5

*

$多发
+M_

或伴结节性硬化皮脂腺瘤的患者

需排除有无结节性硬化症)

$"

*

$既有脂肪又有钙化的

肿块推荐行
L-

-

M(3

平扫加增强检查!以期对可能的

但不常见的含脂肪的肾细胞癌进行全面的定性和分

(%!

放射学实践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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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Q,"!/

!

R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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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成像方式选择

!B

基本选择+

M(3

和
L-

L-

或
M(3

评价肾脏肿块时应按照专门的肾脏

肿瘤扫描方案进行平扫及增强检查)

#"

*

$尽管
L-

和

M(3

均可以很好地检测及评价肾脏肿块)

&&

*

!但
M(3

具有组织对比分辨率更高等优势$

M(3

对增强更敏

感!故推荐用于描述强化不明确的肿块或强化结

节)

&/

*

$肾脏小囊肿因在
-

,

[3

上呈高信号!更容易被

M(3

检出和定性.同时!

M(3

能更好地显示小病灶的

强化!不会出现
L-

上的假性增强现象)

&%

!

/"

*

$综上!我

们更推荐使用
M(3

来评价较小的肾脏病灶$

M(3

对

乏脂型肾
+M_

的诊断特异性更好)

/!

!

/,

*

$

M(3

可显

示复杂囊性肿块的更多分隔或增厚的囊壁!可能会增

加
\CH8:;9

等级)

/#

*

$

,B

新技术及其他方法

双能
L-

及增强超声均在偶发性或性质不确定的

肾脏肿块的诊断中显示出巨大的潜力)

/$

!

/O

*

$对于仅

在增强的情况下发现的肾脏病变!双能
L-

可利用碘

基图及虚拟平扫图全面地描述其特征)

/5

!

/&

*

$增强超

声的强化方式可鉴别肿块的良恶性!从而指导处

理)

/O

!

//

*

$由于双能
L-

及增强超声尚未在美国广泛使

用)

/%

*

!因而未直接纳入流程图中$对于特征描述全面

的肾脏肿块!那些使用双能
L-

及超声增强的机构可

以将其数据与流程图相结合来指导治疗"图
#

&

$

#$

.Y-0L-

及
.Y-0M(3

对诊断偶发性肾脏肿块的价值

有限!不推荐使用$

致谢!

+L(

感谢腹部放射学会&

L-

及
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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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M@

A

:QCJ

博士"

3PL

胰腺亚组委员会主席#&

[:??:;D0

M;

U

C0)D:=I

博士"

3PL

肾上腺亚组委员会主席#和
(:7I;<K

TC<@

博士"

3PL

肝脏亚组委员会主席#对本白皮书的投入和反

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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