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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患者腹部正面观；B：CT平扫示肿瘤侵犯腹壁肌层；C：完整切

除肿瘤后术野；D：被切除肿瘤大体观。

图1 腹壁转移性碰撞癌图片资料

1 病例资料

患者男，63岁，8年前行右侧腹腔镜下根治性肾

切除术，术后病理证实：肾透明细胞癌，Fuhrman核分

级2~3级。术后常规接受干扰素α（IFN⁃α）免疫治疗，

定期随访。随访期间常规行胸部CT发现双肺结节，

遂行纤维支气管镜下穿刺活检提示：肺低分化鳞癌，

分期为 cT4N2Mx，手术无法切除，采用 6周期TC 化

疗方案和40 Gy/20 F放疗。6个月前患者发现原肾癌

手术部位腹壁皮下出现快速增大的肿块（图1A）。据

患者描述，此肿块5年前就存在，当时大小约2 cm，未

予重视。6个月前肿块开始进行性增大，患者于门诊

就诊时肿块最大直径约 10 cm，质硬，无痛，边界不

清。门诊行中下腹CT提示：右侧腹壁软组织密度影，

考虑转移灶（图1B）。患者2016年4月7日收入本科

行腹壁转移灶切除术。术中见肿块位于右侧腹壁皮

下，侵犯腹外斜肌。手术完整切除肿块以及与之粘连

的腹外斜肌及其腱膜。术后病理结合免疫组化染色

提示：上皮样区（图 2A~D）：RCC（-），EMA（-），Vim
（-），CD10（-），Pax2（-），Ki⁃67（70%+），Pax⁃8（-），

CK5/6（+），P63（+），P40（+）；透明细胞区（图2E~H）：
RCC（-），EMA（+），Vim（+），CD10（+），Pax2（-），Ki⁃67
（+），Pax⁃8（-），CK5/6（-），P63（-），P40（-），综上，腹壁

肿物为肾透明细胞癌和肺鳞状细胞癌转移。

2 讨 论

肾透明细胞癌占成人恶性肿瘤的2%~3%，是最

常见的肾恶性肿瘤，并且20%~30%的肾恶性肿瘤在

确诊时已发生转移［1-3］。肾癌最常见的转移部位是

肺（48.4%），其次是骨（23.2%）、肾上腺（5.2%）和脑

（1.3%），大约 11.9%的肾癌病例为多脏器转移，也

曾有尿道和精索转移的报道［4］，而皮肤转移的发生

率为 4%~6%［5］。肾透明细胞癌与多种原发性肿瘤

关系密切，被视为“最佳肿瘤受体”，包括肺、胃、结

肠、前列腺、膀胱、子宫内膜、卵巢、鼻黏膜、血液系

统和乳房在内的众多器官［6］有向肾透明细胞癌周

围转移的倾向，其中肺癌为最常见的肿瘤供体［7］。

而对于肺癌而言，大约 56%的非小细胞肺癌在诊

断时即出现转移［8］，常见的非小细胞肺癌的转移部

位依次是骨、脑、肝、肾上腺，而腹壁皮肤转移极为

少见。

腹壁转移性碰撞癌1例报告及文献复习

李恩源，杨延皓，陶 俊，居小兵*，顾 民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泌尿外科，江苏 南京 210029）

［关键词］ 碰撞癌；肾透明细胞癌；非小细胞肺癌；腹壁转移

［中图分类号］ R737.11 ［文献标志码］ B ［文章编号］ 1007⁃4368（2018）02⁃269⁃03
doi：10.7655/NYDXBNS20180229

［基金项目］ 吴阶平医学基金（320675013116）
∗通信作者（Corresponding auther），E⁃mail：doctorjxb@njmu.edu.cn

南京医科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ACTA UNIVERSITATIS MEDICINALIS NANJING（Natural Science）

第38卷第2期
2018年2月 ··269



南 京 医 科 大 学 学 报

第38卷第2期
2018年2月

A：非小细胞肺癌的HE染色；B：CD10（+）；C：CK5/6（+）；D：P63（+）；E：肾细胞癌的HE染色；F：CD10（+）；G：EMA（+）；H：VIM（+）。
图2 腹壁转移性碰撞癌术后病理上皮样区（A~D）和透明细胞区（E~H）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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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个体罹患两种或两种以上原发性肿瘤并

非罕见，据报道，发生率为 0.73%~11.7%［9］。根据

Suzuki等［10］的观点，两种原发性肿瘤的确诊时间超

过6个月者，称作异时癌，本例肾癌和肺癌应属异时

癌。碰撞癌是指同一宿主同一器官同时或异时性

发生 2个或 2个以上病理组织学类型不同的癌瘤，

异时癌属于碰撞癌。转移性碰撞癌文献鲜有报

道。考虑到肾癌、肺癌、腹壁肿物的出现时间和先

后顺序，有理由认为5年前患者右侧腹壁孤立、静止

的肿块为与手术有关的肾癌腹壁种植转移，之后被

肺癌的放化疗所致的免疫力降低所激活。随着腹

壁肿物中肾癌成分逐渐增长，肺癌细胞被腹壁肿物

中肾癌微环境所吸引，肾癌、肺癌共同生长进一步

导致腹壁肿物的快速增大。如果这一假设被证实，

则有理由认为肾癌细胞可以分泌某种物质，可以招

募其他肿瘤细胞，或者肾癌细胞的肿瘤微环境易化

了其他肿瘤的生长。

与本病例类似，一种原发性肿瘤转移至另一种

原发性肿瘤的罕见现象被称为“肿瘤到肿瘤的转

移”（tumor to tumor）。根据Campbell［11］的描述，肿瘤

到肿瘤的转移需要符合以下特征：第一，超过一种

原发性肿瘤出现在同一个体；第二，受体肿瘤确为

恶性或良性肿瘤；第三，转移性的肿瘤必须是在受

体肿瘤附近生长，而不是肿瘤的连续生长或癌栓。

对于肿瘤转移至淋巴系统而淋巴系统本身已存在

原发性肿瘤这种情况应排除在外［12］。有研究［13-15］分

别报道了乳腺癌、膀胱癌、肺癌、肾癌的实体纤维瘤

（Solitary fibrous tumor，SFT）转移。根据Velez⁃Cubian
等［12］的观点，与肾癌类似，实体纤维瘤可以表达丰富

的血管，使得上述肿瘤细胞易于转移至其附近。

同一个体出现多部位占位性病变增加了诊治

的困难，准确区分转移灶和原发性肿瘤至关重要。

病理组织活检联合免疫组化染色技术被广泛应用

于诊断和鉴别诊断原发性肿瘤和转移灶。本例中，

术后病理最终确诊肾透明细胞癌，纤维支气管镜下

活检确诊肺鳞状细胞癌，腹壁转移灶的诊断则依赖

于免疫组化染色。因此，建议在诊治多部位占位性

病变时应常规行病理组织检查和免疫组化染色，以

免误诊，延误治疗。

肾癌对放化疗不敏感。转移性肾癌的现代治

疗方案为分子靶向治疗，根据靶向不同可分为两

类：抑制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和其对应受体（VEGF/
VEGFR）途径以及抑制mTOR途径。肺癌对于放化

疗中度敏感。肺癌的靶向治疗主要包括与表皮生

长因子受体（EGFR）途径有关的酪氨酸激酶抑制

剂。对本例而言，在肺癌的放化疗期间出现肿物的快

速增大，提示靶向治疗也许是更佳选择，前提是能够

通过基因测序技术寻找到相关突变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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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持续进展，因此须在活动期积极治疗，阻止病

情进展、恶化，故正确评估病情亦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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