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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宫绒毛叶状分割性平滑肌瘤伴发静脉内平滑肌

瘤病又被称为子宫绒毛叶状水泡状静脉内平滑肌瘤

病#是非常罕见的良性平滑肌瘤#指绒毛叶状分割性平

滑肌瘤同时累及血管#具有静脉内平滑肌瘤病的特

点)

#H&

*

&

!""!

年由
/02+*3

等)

#

*首先报道#大体标本外观

相似于绒毛叶状分割性平滑肌瘤#但显微镜检查发现

累及血管&由于其不同寻常的外观易导致临床误诊误

治#本研究以本院
!"#E

年诊断的
#

例患者为例#结合

国内外文献#总结其临床诊治经验&

$

!

资料和方法

#>#

!

一般资料
!

患者#女#

E!

岁#于
!"#E

年
##

月
&

日入

院#体检
Z

超提示子宫形态失常#约
#$>G)-_#$)-_

D>$)-

大小#轮廓清晰#正常肌壁回声基本消失#探究

范围约
#">')-_$>E)-

混合回声区#边界尚清#内回

声不均匀#可见较强回声及散在无回声相见分布#突向

右侧阔韧带内$图
#(

%&彩色多普勒血流显像$

MALC

%

示!周边可见点线状血流信号#宫颈处探及数个大小不

等无回声区#测较大直径约
#>!)-

$图
#Z

%(子宫下段

见
E)-_&)-

占位#

Z

超提示子宫肌瘤伴液化#遂入院

行手术治疗&临床拟诊断子宫肉瘤&术中发现子宫如

孕
E

个月大小#子宫右侧壁
#$)-_#&)-

的肌瘤样突

起#质软#突向阔韧带内&子宫下段可见
E)-_&)-

肌瘤突起&临床医师发现肿瘤质软#与子宫平滑肌层

分界不清#术中取小块组织行冷冻检查#冷冻诊断为子

宫平滑肌瘤&因肌瘤与子宫肌层分离困难#遂行全子

宫及右侧输卵管切除术#术后标本送病检&

#>!

!

病理检查
!

#"̀

甲醛溶液固定标本#取材'脱水#

常规石蜡包埋#切片#苏木精
H

伊红染色#光学显微镜下

观察&同时行免疫组织化学法检测&免疫组织化学染

色采用
R3?.<.03

两步法#所有抗体均购自福州迈新生

物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C

!

结
!

果

!>#

!

大体标本观察
!

全子宫加右侧输卵管切除标本#

子宫体积
#$)-_#$)-_D)-

#表面灰红光滑已剖开#

肌壁见
#$)-_#&)-_%)-

大小肌瘤#向浆膜外突起

呈类圆形#有包膜#灰红质软似胎盘绒毛样外观$图

#M

%&切面灰红#大部分实性呈结节状#质韧&部分区

域呈囊性#质软#局部黏液样变性&子宫肌壁厚
!

%

#&

)-

#肌壁似有破坏#并见肌壁内大小不等的腔隙#直径

">!

%

!)-

#腔隙间见大小不等的灰白色突起#切面质

韧$图
#A

%&子宫内膜厚
">!

%

">E)-

#宫颈管长
E)-

#

宫颈外口直径
&)-

#右侧输卵管长
#$)-

#直径
">E

%

-

!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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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宫绒毛叶状分割性平滑肌瘤伴发静脉内平滑肌瘤病

">D)-

#伞端清楚&

图
$

!

患者术前影像学检查及术后大体观

(

!术前盆腔
Z

超所见(

Z

!术前盆腔彩色多普勒血流显像所见(

M

!术

后全子宫及右侧输卵管整体观(

A

!术后标本切面可见囊腔内的灰白

色突起

!>!

!

光学显微镜检查
!

镜下肿瘤主要由分化良好的

平滑肌细胞'大小不等呈丛状分布的血管组成#近浆膜

处血管丛密度增高&血管壁多数较薄#管腔扩张#腔内

充满血液#少数血管壁较厚#可见血管壁玻璃样变性或

水肿&周围基质水肿明显#水肿液主要是无结构絮状

嗜伊红蛋白样物质#其中水肿液将肿瘤细胞分割形成

大小不一的细胞巢或宽窄不一的细胞索或构成大小不

等的结节#缺乏经典型子宫平滑肌瘤的组织结构特点

$图
!(

%&平滑肌细胞交错散乱排布#稀疏分布于周围

基质中#细胞形态与普通平滑肌瘤细胞形态相似&在

肌层部分瘤结节交错在邻近正常的平滑肌层中表现出

分割样$图
!Z

%&肿瘤组织向子宫壁内延续性生长#分

割正常平滑肌细胞并与其之间存在狭长的裂隙&同时

在子宫肌层的静脉血管内有形态良好的平滑肌增生#

未见超出血管外&血管内增生的平滑肌形态为短梭

形#核卵圆形#染色质细腻#无核仁或有隐约小核仁&

细胞不具备异型性'核分裂像及凝固性坏死&子宫内

膜呈分泌性改变&

!>&

!

免疫组化染色结果
!

应用免疫组织化学染色#肿

瘤细胞阳性结果的为雌激素受体$

RU

%'孕激素受体

$

FU

%'结蛋白$

A,<-.3

%'平滑肌肌动蛋白$

67(

#图

!M

%(阴性为细胞角蛋白$

MV

%'

MA#"

'

V.H'D

阳性表

达
#

#̀

&应用
MA&#

$图
!A

%和
MA&E

两种抗体免疫

组织化学染色#发现子宫肌层空白间隙表面有内皮细

胞覆盖#即静脉管壁内有平滑肌瘤细胞生长&

!>E

!

病理诊断及治疗
!

病理诊断为!子宫绒毛叶状分

割性平滑肌瘤伴发静脉内平滑肌瘤病$子宫绒毛叶状

水泡状静脉内平滑肌瘤病%&该病例采取手术治疗#经

腹全子宫与单侧输卵管切除#术中冷冻及最后病理诊

断结果均为良性#因此手术方式恰当&术后患者又进

一步做了下腔静脉'心脏及肺脏的影像学检查#结果均

为阴性&目前术后随访
'

个月#患者一般状况良好#未

见复发&后期予以继续随访&

图
C

!

肿瘤组织
D#"

染色%

9

#

N

&及免疫组化染色%

?

#

T

&观察

(

!

THR

染色提示平滑肌瘤结节间水肿明显(

Z

!

THR

染色提示子宫

肌层内瘤结节呈分割样(

M

!肿瘤组织平滑肌肌动蛋白免疫组化染色(

A

!血管壁内平滑肌瘤
MA&#

免疫组化染色
>B2.

P

.3*4-*

P

3.5.)*8.03

!

_#""

K

!

讨
!

论

子宫平滑肌瘤是女性生殖道最常见的肿瘤#在
E"

岁以上的妇女中的发病率约
E"̀

)

!HE

*

&多数平滑肌瘤

显示明确的平滑肌分化#易诊断&子宫平滑肌瘤的组

织起源#推测起自子宫肌层细胞#其发病机制还不十分

清楚&目前普遍认为其发生与长期过度的雌激素刺激

有关#部分子宫平滑肌瘤的发生具有遗传倾向&平滑

肌瘤是单克隆肿瘤#含有大量的细胞外基质如纤维连

接蛋白'蛋白多糖等)

$

*

&

J

染色体失活是其重要特征&

在单个子宫中#等位基因失活的类型是随机的#说明每

个克隆性的平滑肌瘤起源于独立的转化事件)

'

*

&

子宫绒毛叶状分割性平滑肌瘤又称
68,23K,2

P

瘤&

68,23K,2

P

最早报道了
!"

世纪
E"

%

D"

年代中期发生的

病例#

#%D$

年
A*;.+

等)

D

*将其病变描述为+葡萄粒样子

宫平滑肌瘤,(

#%%'

年
U08N

等)

G

*对
68,23K,2

P

收集的病

例进行重新报道并命名为子宫绒毛叶状分割性平滑肌

瘤&绒毛叶状分割性平滑肌瘤临床特点是多发生于生

育年龄的女性#发病年龄
!&

%

D&

岁#中位年龄
E&

-

&E"#

-



书书书

　　 　

　　 　 　　　 　 　　　 　

第二军医大学学报
!

!"#$

年
%

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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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

%

*

#也有在绝经后)

#"

*

'妊娠期)

##

*发生的报道(肿瘤直

径
'

%

!")-

#患者并无特异性临床表现#部分患者出现

骨盆疼痛&肿瘤的大体所见呈奇特的肉瘤样#表现为

大的外生性#蕈样'多结节或息肉样肿物#生长于子宫

浆膜下肌层内#沿着横向生长#从子宫角延伸至阔韧

带'骨盆&外生部分柔软'暗红似胎盘组织并伴有广泛

的水肿变性&因此被命名为子宫绒毛叶状分割性平滑

肌瘤)

D

*

&这种外观是由肿瘤细胞几种生长方式共同作

用的结果#包括浆膜下生长'分割性生长和结节周围水

肿变性&由于子宫平滑肌瘤的广泛水肿'黏液变性突

向子宫外#在重力的作用下#柔软部分下垂#血液淤积

呈红色#类似胎盘绒毛&生长在子宫侧壁'宫角部位与

浆膜下的平滑肌瘤#因为此处子宫肌壁较薄#利于子宫

肌瘤向子宫外扩展#再还有子宫底和子宫侧壁处盆腔

空间大#天然体腔利于肿瘤外生性生长&子宫绒毛叶

状分割性平滑肌瘤的超微结构为特征性杆状核#细胞

质内有中间丝和高密度微丝#胶原纤维丰富#类似于普

通平滑肌瘤细胞&流式细胞仪检测肿瘤细胞呈现脱氧

核糖核苷酸的二倍体核和少量
6

期细胞#同样符合良

性平滑肌瘤细胞特点&本例除了有绒毛叶状分割性生

长的特点#还有静脉内平滑肌瘤病的特点#因此又称为

绒毛叶状水肿性静脉内平滑肌瘤病#外观更加独

特)

#!H#&

*

&由于其特殊的生长方式#容易被误诊为平滑

肌肉瘤'子宫内膜间质肉瘤&

静脉内平滑肌瘤病非常少见#是指形态学上良性

的平滑肌瘤累及静脉管腔&按肿瘤和血管的关系有
&

种情况!$

#

%血管腔病变局限于原发性平滑肌瘤内#即

镜下见平滑肌瘤内有灶状的血管内肿瘤($

!

%肉眼可见

孤立的或多发的肿物#并在肌层静脉内形成蠕虫样肿

物($

&

%镜下见平滑肌瘤以外的静脉和淋巴管内有平滑

肌瘤生长&第一种情况称为平滑肌瘤伴有血管浸润#

可能是某些静脉内平滑肌瘤病的前驱病变(也可能是

某些良性转移性平滑肌瘤的起源&后两种情况称为静

脉内平滑肌瘤病&有时仅见静脉和淋巴管内有平滑肌

瘤生长)

#E

*

&大多数子宫静脉内平滑肌瘤病可从子宫壁

扩展到盆腔静脉#如果不予切除#病变可以延伸到腔静

脉甚至心脏)

#$

*

&镜下可见肌层脉管$至少有些是大静

脉%内有形态良好的平滑肌增生#一般不超出血管外#

但在肺部有可能见到血管外病变&大多数组织学类型

的子宫肌瘤$上皮样'黏液样'奇异型或脂肪平滑肌瘤

等%均可表现为血管内生长#偶尔还可出现内膜成分#

其他常见特征有大量小的厚壁血管的透明变性和

水肿&

静脉内平滑肌瘤病的起源还不甚清楚&最初认为

该病起源于血管平滑肌#目前多数学者认为该病与普

通型子宫平滑肌瘤有关&免疫组织化学标记和细胞遗

传学分析也提示静脉内平滑肌瘤病起源于子宫#肿瘤

细胞可表达
RU

和
FU

)

#'

*

&肿瘤向静脉内延伸可以被

认为是一种侵袭性的生物学特性#但是这种血管内生

长通常是缓慢的#临床症状主要取决于肿瘤生长范围&

如果主要累及盆腔#可以出现盆腔疼痛或阴道流血(累

及腔静脉时#可能出现晕厥和呼吸困难(也有静脉内平

滑肌瘤病延伸到心脏导致死亡甚至肺转移&对于大多

数病例的治疗#可以切除肿瘤以消除血流动力学的影

响并切除伴有平滑肌瘤的子宫&更有学者主张对于年

龄超过
E$

岁#子宫外脉管内有侵犯着#行全子宫及双

附件切除#同时高位结扎卵巢动'静脉以减少复发)

#D

*

&

鉴别诊断!$

#

%结节周围水肿性平滑肌瘤#其大体

和镜下检查是在典型的平滑肌瘤的基础上#伴有局部

水肿液蓄积$水肿变性%'有多少不等的胶原$透明变

性%'有时还有明显的酸性黏蛋白蓄积$黏液样变性%&

这些非细胞区在肿瘤内有各种形式的分布&当它分布

于小的平滑肌瘤细胞巢周围时#形成特征性的结节周

围无细胞区$结节周围水肿改变%#与静脉内平滑肌瘤

病相似&结合黏液染色和内皮细胞抗原的免疫组化染

色有助于诊断&$

!

%黏液样平滑肌肉瘤#其通常表现为

子宫壁内的孤立性肿块#切面灰黄湿润细腻'有出血坏

死带&镜下肉瘤细胞非常丰富#伴有核非典型性和多

形性#核分裂像活跃#并且伴有坏死区域&分裂像指数

通常
&

#$

"

#"TFL

&子宫绒毛叶状水泡状静脉内平滑

肌瘤病特征是质韧#镜下表现为广泛变性的平滑肌瘤#

尽管表现为分割状结构#但细胞学形态良好#子宫和盆

腔静脉管壁内有成熟的平滑肌生长#并且可由此产生&

肿瘤沿血管生长#常延伸到阔韧带和子宫的血管以及

髂静脉&肿瘤也可沿着下腔静脉生长甚至达到右心

房&然而#远处转移非常少见#而且长期预后非常好&

$

&

%子宫内膜间质肉瘤#在大体标本上子宫内膜间质肉

瘤可见息肉样肿物#肿瘤局部浸润可以延伸至阔韧带'

输卵管和卵巢&显微镜下显示细胞的非典型性和核分

裂像#与子宫绒毛叶状分割性平滑肌瘤伴发静脉内平

滑肌瘤病可以区别&同时#前者免疫组化
MA#"

阳性#

RU

'

FU

阴性#可与后者鉴别&

综上所述#临床需对子宫绒毛叶状分割性平滑肌

瘤合并静脉内平滑肌瘤病正确认识#结合患者的年龄

与生育要求#采取恰当的手术治疗#保留年轻妇女的生

育能力并防止过度治疗&但由于合并子宫静脉内平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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