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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分化胃腺癌可以直接浸润生长&血行转移"或

经腹膜扩散" 经过血行转移至肝脏或者通过腹膜发

生远处转移在临床上都较常见" 子宫内膜中发现胃

腺癌转移较少见'本文报告
.

例胃癌子宫内膜转移病

例"分析其临床病理特点和诊断要点(

.

临床资料

患者"女性"

4#

岁"

!"!.

年
.!

月
,

日主诉因)上

腹部憋胀半个月* 收治于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急

诊科"入院超声检查提示右侧附件区囊实性包块+腹

盆大量积液"肝多发高回声结节,疑似血管瘤(左肾

积水"子宫体积大伴腺肌症"为进一步治疗以盆腔肿

物"腹腔积液转入妇科治疗(专科检查!附件!右侧附

件区可触及肿物"直径约
/ 2%

"边界欠清"轻压痛$

左侧附件区对合可"无压痛$辅助检查!盆腔
B

超提

示内膜居中厚
"1, 2%

"右侧附件区可见范围约
F10 2%"

/1. 2%

囊实性包块$腹部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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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窦部胃壁增厚"

伴周围多发增大淋巴结" 考虑胃癌伴淋巴结转移可

能$#

!

%右侧附件区囊实性肿块"考虑转移可能"伴腹

膜后及双侧髂血管走行区多发淋巴结" 腹盆腔大量

积液"大网膜增厚"均考虑转移可能( 抽取腹腔积液

行细胞学检查! 镜下可见核大深染细胞" 考虑癌细

胞"建议行胃镜活检(

胃镜所见!于胃窦体交界可见一肿物"表面附着

黏液"可见溃疡"质韧"易出血"胃镜诊断!胃体占位(

活检镜下!#胃体%黏膜间质中可见实性片状分布的&

胞浆丰富的细胞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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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疫组织化学结果!

瘤细胞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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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理诊断!结合免疫组化结果"符合低分

化腺癌(

于
!"!.

年
.!

月
."

日转入肿瘤科治疗"后因阴

道不规则出血行诊断性刮宫术并送检"镜下!子宫内

膜间质中可见胞浆淡染&核稍大的细胞团片"与周围

组织分界不清(免疫组织化学结果!瘤细胞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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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理诊断!符合

低分化癌转移( 免疫表型与形态均提示胃为原发病

灶(最终诊断!胃癌子宫内膜转移"卵巢转移(由于患

者就诊时已晚期" 失去手术治疗机会并同意进行化

疗( 目前患者已进行第
5

个周期解救化疗#方案!白

蛋白紫杉醇
S

替吉奥
S

曲妥珠单抗%"一般情况尚可(

!

讨 论

胃癌是全球第
5

大常见癌症" 也是全球癌症相

关死亡的第
0

大原因-

.

.

( 早期胃癌的
5

年生存率可

达
F"T

"但由于早期诊断率低"多数患者确诊时已

为晚期-

!

.

( 晚期胃癌患者常伴随血行转移"其机制为

癌细胞进入门静脉或体循环向身体其他部位播散"

女性胃癌患者可发生卵巢转移性肿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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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研究显示!

#9:

例女性胃癌患者中有
!;

例

<!7:=>

发生卵巢转移!

9?=

的卵巢转移可通过
,@

发

现!但
,@

对子宫内膜病变的检出率只有
!9=

!子宫

内膜活检对诊断子宫转移尤为重要 "

A

#

$ 有学者对
BA

例由外生殖器肿瘤引起的子宫体转移癌进行分析!发

现胃癌转移只占
CC7C=

!近一半来源于乳腺癌"

;

#

$临床

上对肿瘤子宫转移确诊主要依靠病理诊断$

胃腺癌是胃黏膜发生的具有腺样分化

的恶性上皮性肿瘤!是胃癌最常见的组织学

类型!常由难以辨认的%高度不规则的腺体

构成!或是单个细胞孤立排列或呈大小不一

的实性条索!其中可见黏液分泌或形成腺泡

样结构!而子宫内膜癌也可由腺样结构及实

性成分共同组成!两者常较难区分$ 镜下肿

瘤细胞呈灶状分布!缺乏坏死!无子宫内膜

癌前病变!提示转移癌可能 "

?

#

$ 除了通过镜

下形态来区分两者外!还可以行免疫组织化

学染色来加以验证!因此病理在区分子宫内

膜癌和子宫内膜外转移瘤中起着重要作用!

而且还可能提示原发肿瘤的部位$ 本例患者

为低分化腺癌!恶性程度高!癌细胞可能通

过血液循环转移至子宫内膜!也可能通过腹

膜种植转移于卵巢后侵及子宫内膜$ 无论转

移途径是哪种! 只要肿瘤侵犯到子宫内膜!

以阴道不规则出血就诊于妇科极易误诊为

原发卵巢癌或者子宫内膜癌!因此在诊治过

程中应认真问诊!仔细查体!结合病史!综合

分析! 尤其是对应有原发病灶的肿瘤史!以

免误诊漏诊耽误治疗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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