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单位!

&D%$$$

!

四川"自贡市第四人民医院放射科
作者简介!李敏龙!

",#I-

#"男"四川自贡人"主治医师"主要从事头颈肌骨影像诊断工作%

通讯作者!罗敏"

)./012

&

"",I!D'",%

!XX

;<9/

"病例报道"

颈部椎旁间隙孤立性纤维性肿瘤一例

李敏龙!罗敏!姜萍

#关键词$

!

颈部肿瘤(孤立性纤维性肿瘤(体层摄影术!

U

线计算机(磁共振成像(病理学

#中图分类号$

NI%,;,"

(

N#"D;D'

(

NDD!;'

!

#文献标识码$

C

!

#文章编号$

"$$$.$%"%

$

'$",

&

$&.$I"".$'

COF

'

"$;"%&$,

%

T

;<5=1;"$$$.$%"%;'$",;$&;$'&

!!!!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

OKFC

&!

图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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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病灶边缘呈高信

号!中心部分以稍高信号为主"见流空血管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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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病灶边缘稍高"中心高信号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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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例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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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入院"偶有疼痛%查体&左侧项部见一巨大肿物"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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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小"质地中等"动度可"无压痛%影像学

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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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颈椎左后头夹肌深面软组织肿块"膨胀性

生长"以稍低密度为主"伴有少许斑点及条状钙化"边

界清楚"增强后边缘明显不均匀强化"血供丰富"由左

侧椎动脉'枕动脉分支供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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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缘呈高信号"中心部分以稍高信号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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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缘为等信号"中心部分呈以高信号为主混杂信号 "

增强后边缘部分明显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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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缘部分呈高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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枕动脉分支"并与周围粘连紧密"完整切除肿物%病

理&孤立性纤维性肿瘤"肿瘤部分梗死'钙化"瘤细胞丰

富"可见核分裂像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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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种少见的梭形细胞肿瘤"起初认为

该病是起源于胸膜间皮细胞"目前认为是起源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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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树突状间叶细胞"此细胞广泛分布于人体结

缔组织中"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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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发生在人体任何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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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见

于组织浆膜层!如胸膜'腹膜和后腹膜#"发生在颈部椎

旁间隙者较罕见%

KP+

具有向纤维母细胞'肌纤维母

细胞'血管外皮细胞及血管内皮细胞分化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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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软组织肿瘤分类中"将孤立性纤维

性肿瘤归类在成肌纤维细胞或成纤维细胞所来源的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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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特点&可发生于任何年龄"较多发生于青壮年

及老年人"无性别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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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无临床症状"表现为局

部包块"患者多因肿瘤增大压迫临近器官引起相应症

状%研究报道偶有低血糖'杵状指'肥大性肺性骨关节

病等副肿瘤综合征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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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例为包块增大'偶有疼

痛就诊"无其它不适%

影像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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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灶多为单发"体积较大"无分叶或

浅分叶"边界清楚"多有包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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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高密度或稍高密度

中存在稍低密度区'偶伴散在钙化"是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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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

表现%较大*侵袭性*恶性病灶容易出现退行性变'坏

死及出血"导致信号混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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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血供肿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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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不均

匀强化"多数学者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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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份可见强化

血管%本例坏死'钙化'强化血管伸入较有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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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病灶环形弥散受限"考虑为病灶壁

为细胞密集区"胞质少"水分子弥散受限%

病理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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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下肿瘤细胞为单一梭形细胞"

大小较一致"胞质少"核染色质均匀分布"多种排列方

式$肿瘤细胞与嗜酸性胶原混杂排列$细胞密集区和细

胞疏松区交替分布$血管较丰富"可见1血管外皮瘤样2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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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组织化学阳性标记有&

>1/45:15

"

*C%D

"

*C,,

及
b<2.'

"对诊断和鉴别诊断有意义%

良恶性及鉴别诊断&大多数
KP+

是良性或交界

性%良恶性的判断首先应考虑瘤体是否对周围组织有

浸润征象"体积大小并非最佳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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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别诊断应与

发病部位'组织学结构类似的肿瘤鉴别"如血管外皮

瘤'纤维组织细胞瘤'神经源性肿瘤等"但确诊仍依靠

病理及免疫组织化学检查%

治疗及预后&手术完整切除肿瘤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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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有效

的治疗手段%对于手术无法完整切除或有广泛浸润或

转移的患者"辅助性的放化疗'动脉内栓塞有一定的应

用价值%迄今研究多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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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态学和生物学行

为相关性弱"所以其生物学行为难以预料"需进行长期

随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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