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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例特殊类型胎儿腹腔占位并文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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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报道特殊类型的胎儿腹腔占位３例，产前分别考虑为卵巢囊肿、胆总管囊肿、畸胎瘤，出生
后更正诊断为胎粪性腹膜炎、胆道闭锁、腹膜后畸胎瘤。虽然２例产前误诊，但出生后都给予及时观察
治疗，未耽误手术时机，且３例患儿预后均较好。通过对３例特殊类型胎儿腹腔占位影像学特征的分析
及对出生前后变化等资料的比较并结合文献复习，为胎儿腹腔囊性占位的产前咨询、妊娠结局、生后治
疗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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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产前诊断超声技术的进步，胎儿腹腔囊性
占位在孕期的检出率呈上升趋势［１］，其临床结局也
越来越受到产科医生的关注。胎儿腹腔囊性占位以
卵巢囊肿、肠系膜囊肿多见，多数出生后预后良好。
而少见的腹腔囊性占位包括胆总管囊肿、假囊肿型
胎粪性腹膜炎、腹膜后畸胎瘤、囊肿型胆道闭锁等，
其预后则主要取决于先天异常的潜在病因，出生后
有需要手术治疗或功能受损的可能。腹腔囊性占位
产前准确评估对于评价囊肿预后以及产前产后一体
化管理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但由于产前影像学检查
的局限性，产前胎儿腹部囊性占位的仍存在误诊漏
诊风险。本文介绍３例特殊类型胎儿腹腔占位，为
胎儿宫内腹腔占位的产前咨询提供更多的参考信息。

病例１

孕妇２５岁，孕３产０，孕３３＋３周外院产检发现
胎儿腹腔巨大的囊性包块转诊我院胎儿医学中心。
我院ＩＶ级超声提示胎儿腹腔内生殖系统来源囊实
性不均回声包块，范围约９．５ｃｍ×７．４ｃｍ×７．０ｃｍ，
见包膜，内见絮状高回声（图１Ａ），ＣＤＦＩ内未探及
明显血流信号（图１Ｂ），合并周围脏器明显受压及羊
水指数２５．９ｃｍ。进一步行ＭＲＩ提示腹腔内见长

Ｔ１长Ｔ２信号占位，边界清，最大截面约为８．１ｃｍ
×７．６ｃｍ×５．４ｃｍ，良性可能性大。根据影像学表现
考虑胎儿卵巢囊肿可能性大，预后良好，但囊肿较
大，建议密切宫内监测，胎儿门诊随诊，同时建议羊
水穿刺检查，孕妇拒绝。孕３４＋４周因“胎膜早破、早
产临产”于２０２０年１月１日在外院顺娩一女活婴，
出生体重３０００ｇ，生后Ａｐｇａｒ评分１分钟评６分（心
率２分，余项各评１分），５分钟评７分（具体不详），
急诊转入我院ＮＩＣＵ。给予患儿呼吸支持（气管插
管）及其他对症支持治疗。出生后１天因胎儿腹腔
积液行Ｂ超引导下腹腔穿刺引流术，引流出１６０ｍｌ
黄褐色液体。送检腹水生化提示蛋白２３．１１ｇ／Ｌ，葡
萄糖４．１２ｍｍｏｌ／Ｌ，乳酸脱氢酶５３６．６３Ｕ／Ｌ。腹水
李凡他试验阳性。腹水细胞学提示白细胞数４５２．０
×１０６／Ｌ。生后１２天行全麻下剖腹探查术，见距回
盲部约４５ｃｍ处回肠闭锁，近端肠管直径约１．５ｃｍ，
见穿孔及大便排出，远端肠管略细，直径约１ｃｍ。另
见一约３ｃｍ×５ｃｍ脓腔紧贴腹壁。考虑胎儿期囊肿
为包裹性胎粪性腹膜炎，行回肠闭锁切除＋肠吻合术
＋肠粘连松解术，术后患儿恢复良好，生后１８天出院。

病例２

孕妇３０岁，孕３产０，双绒双羊双胎。孕１６周
超声提示双胎之一右侧上腹部可见大小约１．６ｃ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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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ｃｍ囊性回声，内透声可，似与胆囊相通，考虑胎
儿胆总管囊肿。孕２４周排畸超声提示双胎之横位
胎儿右侧上腹部见大小约为２．１ｃｍ×１．５ｃｍ囊肿，
ＣＤＦＩ未探及明显血流信号（图２）。根据超声表现，
囊肿逐渐增大，似与胆囊相通，且胆囊形态正常，考
虑胎儿胆总管囊肿可能性大，告知预后良好，孕期动
态监测，胎儿门诊随诊。孕２４＋１周行双胎羊水产前
诊断，两胎儿羊水ＦＩＳＨ＋核型＋ＣＭＡ未见明显异
常。孕３６＋６周超声随访提示双胎之横位胎儿右侧
上腹部囊性回声，大小约２．１ｃｍ×１．３ｃｍ×１．５ｃｍ。
孕３７周剖宫产分娩，患儿在２＋月龄于外院行手术
治疗，术中诊断囊肿型胆道闭锁，术后恢复良好，目
前小儿外科门诊随诊中。

图１　胎儿胎粪性腹膜炎超声声像图
Ａ：腹腔内囊实性不均回声包块，范围约９．５ｃｍ×７．４ｃｍ×７．０ｃｍ；

Ｂ：ＣＤＦＩ未探及明显血流信号。

图２　横位胎儿孕１６周囊肿型胆道闭锁超声声像图
Ａ：右侧上腹部见大小约２．１ｃｍ×１．５ｃｍ囊性回声；

Ｂ：ＣＤＦＩ未探及明显血流信号。

病例３

孕妇３２岁，孕２产０，孕３４＋２周外院超声提示
右肾上腺内见囊性回声，孕３５＋１周转诊我院胎儿医
学中心，ＩＶ级超声提示胎儿右侧肾上腺区约３．３ｃｍ

×３．１ｃｍ×２．７ｃｍ囊实不均包块，其囊性部分透声
可（图３Ａ），内未见明显血流信号（图３Ｂ）。本院
ＭＲＩ提示右侧腹膜后肾上腺区约２．６ｃｍ×２．１ｃｍ×
２．７ｃｍ囊性为主占位性病变，内可见等低信号分隔
影（畸胎瘤？）。根据影像学表现，包块囊实不均，囊
性为主，且无明显血流信号，考虑胎儿腹腔占位为成
熟性畸胎瘤可能性大，建议宫内监测包块大小，出生
后儿外科随诊。因孕周较大，孕妇未完善遗传学检
测。孕３９＋４周我院足月经阴道顺产。患儿７月龄
我院ＣＴ提示右侧肾上腺区７．１ｃｍ×６．５ｃｍ×
７．４ｃｍ囊实性包块，考虑畸胎瘤。９＋月龄行腹膜后
畸胎瘤切除术，术中见肿物位于后腹膜，大小约
１０ｃｍ×８．０ｃｍ×６．０ｃｍ，类圆型，表面光滑，有包膜，
呈囊实性，质地欠均匀。压迫十二指肠及胰腺并将
其向上向左侧推移，向上压迫肝脏，向下压迫右侧肾
脏。术后病理提示成熟性畸胎瘤。患儿术后恢复良
好，术后８天出院。

图３　胎儿右肾上腺区畸胎瘤超声声像图
Ａ：右侧肾上腺区囊实不均包块，范围约３．３ｃｍ３．１ｃｍ２．７ｃｍ；

Ｂ：ＣＤＦＩ未探及明显血流信号。

讨论

胎儿腹腔囊性占位是胎儿期常见超声异常，多
见于妊娠中晚期，性质来源广泛，以卵巢来源性肿块
占首位，病理上以囊肿和畸胎瘤多见。其他囊性占
位常见于消化道来源性疾病和肾上腺肿块。胎儿期
腹腔囊性占位的胎儿多数预后良好。

病例１产前拟诊胎儿卵巢囊肿，产后确诊为巨
囊型胎粪性腹膜炎，临床较少见。胎粪性腹膜炎
（ｍｅｃｏｎｉｕｍｐｅｒｉｔｏｎｉｔｉｓ，ＭＰ）是由于胎儿期小肠穿孔
引起的无菌性化学性炎症，胎粪渗漏到腹腔，通过刺
激腹腔巨噬细胞，引起炎症反应，发病率约为１／
３５０００［３］。虽然该病发病率低，但死亡率非常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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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新生儿和婴儿严重急腹症常见病因之一［５］。胎粪
性腹膜炎典型超声表现包括胎儿肠管回声增强（钙
化灶）、腹腔积液、羊水过多、肠管扩张［４］，胎粪性腹
膜炎根据超声表现临床分为３型，巨囊型胎粪性腹
膜炎相对少见［６］，属于胎粪性腹膜炎分型中的Ⅱ型，
是由纤维组织和粘着的肠袢包绕肠穿孔部位形
成［７］，较纤维粘连型具有更高的胎儿窘迫、胎死宫
内、早产等预后不良风险［８］，出生后需要手术治
疗［９］。巨囊型胎粪性腹膜炎在产前超声上诊断巨囊
型胎粪性腹膜炎的敏感性较低［４］，往往缺少典型的
ＭＰ超声表现，常表现为巨大囊性包块伴羊水过多，
典型ＣＴ影像可表现为胎儿腹部一处或者几处巨大
囊性占位，囊壁厚，周边多有钙化灶包绕，囊肿内容
物密度不均匀，常常合并胎儿腹水、肠管扩张及肠管
回声增强等异常［７］。病例１中超声检查并未提示典
型的胎粪性腹膜炎临床表现，导致了产前误诊，一定
程度影响了胎儿预后的评估。与卵巢囊肿相比，胎
粪性腹膜炎的死亡率较高，因此产前需要提高对胎
粪性腹膜炎的认识，以优化宫内监护及新生儿对症
处理，降低围产儿死亡率。

先天性胆道闭锁是一种病因不明的累及肝内外
胆管的闭塞性胆道疾病，发病率具有种族和地区差
异，约为１／２２３７１～１／５４０５［１０］。囊肿型胆道闭锁是
一种独特的胆道闭锁亚型，约占５％～１０％［１１］，较为
少见，是唯一能在宫内发现的胆道闭锁类型。先天
性胆总管囊肿是一种相对少见的先天性胆道异常，
表现为胆管囊状或者梭状扩张，发病年龄广泛，但以
婴幼儿居多。囊肿型胆道闭锁与胆总管囊肿在超声
声像图上较为接近，都可能表现为肝门部孤立性囊
肿，但两种疾病的治疗方式及患儿预后差别很
大［１２］，胆道闭锁患儿出生后需尽快手术治疗，否则
病情将快速进展，最终在婴幼儿期死于肝硬化［１３］。
因此，胆道闭锁的早期诊断及早期手术具有极为重
要意义。除肝门部单发囊肿外，囊肿型胆道闭锁还
可能具有胆道闭锁的超声表现，①胆囊发育异常：胆
囊不可见、胆囊小（长度小于１．５ｃｍ）、胆囊壁僵
硬［１４１５］；②孕期囊肿大小：囊肿型胆道闭锁的囊肿较
小，随着孕周增加变化不大，而胆总管囊肿在胎儿期
随着胎龄的增加囊肿逐渐增大；③囊肿型胆道闭锁

孕期囊肿的形态较规则或类椭圆形，囊肿内基本无
沉淀物［１６］。病例２之所以在产前被误诊，一是因为
孕期囊肿确有增大表现，二是超声提示胆囊形态正
常并与之相通，影响了对该疾病判断。对于先天性
囊肿性胆道闭锁，手术时机的选择对于患儿的预后
起了决定性作用，患儿手术年龄越大预后越差［１７］，
如果生后早期行手术治疗，接近一半的患儿可存活
至青少年期，但在肝功能衰竭危及生命时则需要进
行原发性肝移植［１８］。病例２虽被误诊，但因产前超
声发现异常，患儿出生后立即给予早期诊断治疗，并
未造成新生儿不良结局。因此，当在孕期检查发现
胎儿肝门部囊性包块时，需重视囊肿型胆道闭锁和
胆总管囊肿的鉴别诊断，生后早期治疗将大大提高
胆道闭锁的远期治疗效果。

胎儿畸胎瘤以骶尾部最常见，腹膜后罕见［１９］。
成熟性畸胎瘤超声表现为囊性占位，边界清，形态规
整，囊内见高回声钙化斑，肿块一般缺乏血供。未成
熟性畸胎瘤超声表现多以实性为主，囊内回声不均，
亦可见高回声钙化斑，肿块通常富含血供［２０］。由于
胎儿腹膜后畸胎瘤位置的特殊性，需与腹膜后神经
母细胞瘤、外生性肾母细胞瘤等相鉴别。畸胎瘤与
肾母细胞瘤都来自肾外，可探及完整的肾脏回声，腹
膜后神经母细胞瘤多包绕大血管。肾母细胞瘤来自
肾脏，超声表现为正常肾组织的回声消失或残缺。
但由于胎儿体位及孕妇肥胖的影响，产前超声明确
诊断胎儿腹膜后肿瘤比较困难，出生后需要结合
ＭＲＩ、ＣＴ等影像学检查和实验室检查确诊。手术
切除是畸胎瘤的有效治疗方法，多数患儿术后恢复
良好，具体预后取决于畸胎瘤的大小、部位、是否对
周围组织产生压迫等因素，病例３产前超声结合
ＭＲＩ对畸胎瘤的诊断准确率较高，出生后积极地儿
外科随诊及手术干预，降低了病情恶化的风险。

综上，胎儿腹腔囊性占位虽以卵巢囊肿、肠系膜
囊肿、肠重复畸形占位为常见病因［２１］，也可见于其
中以胎粪性腹膜炎巨囊型、囊肿型胆道闭锁及腹膜
后畸胎瘤等较为少见情况。临床上可结合产前超声
与胎儿ＭＲＩ动态观察囊肿的大小、形态、质地、血运
及与毗邻器官的关系，协助诊断囊肿的性质和来源，
为宫内诊断提供判断依据。但多数情况下出生前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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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囊肿来源仍较困难，胎儿医学医师需充分考虑少
见的胎儿腹腔囊性占位的可能性，制定客观的产前
产后一体化方案以减少新生儿不良妊娠结局的发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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