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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肝上皮样血管内皮细胞瘤

CDFI图

Ａ：动脉相 15 s；Ｂ：动脉相 25 s；Ｃ：门脉相 60 s。

图 ２ 肝上皮样血管内皮细胞瘤超声造影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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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thelioid hemangioendothelioma misdiagnosed as metastatic hepatic

carcinoma：a case report

肝上皮样血管内皮瘤误诊为转移性肝癌 １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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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男，２４ 岁，因体检发现肝脏占位入院。 全身体格检查未

见明显阳性体征及肿大淋巴结。 甲胎蛋白、癌胚抗原、糖类抗原

１２５、 乙肝表面抗原及丙肝病毒抗体均为阴性。 常规超声检查：

肝脏形态未见异常，实质回声均匀，左右肝内查见多个团状低回

声，较大位于右后叶中份，大小约 ３．０ ｃｍ ×１．８ ｃｍ，上述团块边界

较清，形态较规则，CDFI 未探及明显血流信号（图 １）；超声造

影：病灶动脉相呈稍低增强，门脉相、实质相呈低增强及不典型

的环状高增强（图 ２）。结合超声造影考虑多为肝脏转移癌。经穿

刺活检确诊为肝上皮样血管内皮瘤。

讨论：肝上皮样血管内皮细胞瘤为血管源性肿瘤，是一种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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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管内皮细胞增生有关的病变， 临床较为罕见， 多见于中年女

性，以多发常见，可发生于软组织和肺、肝、骨等器官，发病机制

尚不明确，可能与口服避孕药、氯乙烯、肝损伤及肝炎病毒感染

等有关。 恶性潜能为低、中度，生物学行为介于普通型血管内皮

细胞瘤（交界性肿瘤）与普通型血管肉瘤（恶性肿瘤）之间，可发

生肺、腹膜、骨及淋巴结等部位的转移。其临床表现缺乏特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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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患者以上腹部疼痛不适、食欲不振等消化道症状

就诊，偶见以黄疸、发热等。 本病例无明显临床特征，肿瘤标志

物未见异常， 常规超声表现为低回声，ＣＤＦＩ 未探及明显彩色血

流信号；超声造影表现为动脉相呈稍低增强，部分病灶以中心强

化明显，所有门脉相、实质相呈低增强及不典型的环状高增强；

增强模式与肝转移瘤的“快进快出”易混淆，因此被误诊为肝转

移瘤。 该病超声造影表现较为多样， 其可表现为周边轻度增强

和整体轻度增强， 且其增强模式与病灶的大小有一定的相关

性

［

２

］

，本病例超声造影表现为不典型环状高增强较为少见，也是

误诊的原因之一。

总之，超声检查在发现病灶，以及病灶与周围脏器关系方面

有优势， 超声造影能实时连续显示肝上皮样血管内皮细胞瘤的

血流灌注情况，病灶有无增强、增强强度及增强方式，以及减退

特点，可与其他肝脏恶性肿瘤鉴别。 该病的诊断需结合病史考

虑：无原发肿瘤病史，超声造影强化模式呈现不典型的环状高增

强，各项肿瘤标志物指标未出现异常，可考虑上皮样血管内皮肿

瘤可能。 必要时行超声引导下肝穿刺活检明确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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