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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糜性腹腔积液是一种罕见的腹腔积液形式"

其特征是在腹膜中存在一种呈乳白色&富含甘油三

酯的液体"是由于淋巴系统的破坏"导致胸腔或肠

腔淋巴液渗漏到腹腔' 在西方国家"最常见的原因

是腹部恶性肿瘤和肝硬化"占非创伤性乳糜性腹腔

积液病例的
!R>

" 恶性肿瘤通过侵袭和破坏正常的

淋巴引流而引起乳糜性腹腔积液( 在发展中国家"

结核病和丝虫病等感染是造成乳糜性腹腔积液的

主要原因( 本文回顾我们收治的
;

例晚期平滑肌肉

瘤合并乳糜性腹腔积液患者"并复习相关文献(

;

临床资料

患者"女性"

AC

岁(

;

年余前因)腹胀*至当地医

院就诊"增强
.T

提示盆腔巨大占位"考虑间叶来源

性肿瘤"间质瘤可能性大(

!%!%

年
O

月
!

日在嘉兴

市第一医院行盆腔肿瘤切除术" 病理示!+腹腔肿

物
U

部分小肠$切除标本!梭形细胞软组织肿瘤"结

合免疫组化结果" 考虑平滑肌肉瘤" 肿瘤体积约

;;9" 4@ "O9C 4@ "O9C 4@

( 小肠黏膜慢性炎"两端切

缘未见肿瘤累及"肠周区域淋巴结+

;

枚$未见肿瘤

转移( +肠壁结节$切除标本!良性囊肿( 免疫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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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后至复旦大学附属肿

瘤医院行
C

个周期
<^

方案化疗"具体用药!异环磷

酰胺
>9"_A9" 5

静脉滴注
H

;_>

U

盐酸多柔比星脂质体

C"_B" @5

"静脉滴注
H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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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为
;

个周期"并予预防

性升白细胞治疗( 后患者拒绝继续化疗"并且未定

期复诊(

!"!;

年
O

月
;>

日因)反复腹痛腹胀*在嘉

兴中医医院住院治疗"上下腹
U

盆腔
.T

提示!腹盆

腔内多发结节影" 较大者位于左肾前方" 大小约

C; @@"># @@

"其内密度不均"可见钙化"肝右叶见

类圆形稍低密度影"长径约
!# @@

"另肝内见多发

小类圆形低密度影"较大者长径约
;" @@

"患者要求

出院"至上级医院进一步诊治"后电话回访发现患者

仍在家中" 未及时至上级医院就诊(

!"!;

年
`

月
>

日患者至上海中山医院就诊"行超声引导下肝肿块

活检"初步病理!梭形细胞恶性肿瘤(

!"!;

年
`

月
B

日行高强度聚焦热消融肿瘤治疗(

!"!;

年
`

月
O

日

行第
;

周期
[TU

安罗替尼方案治疗+吉西他滨
;9C 5

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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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蛋白紫杉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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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罗替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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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为
;

个周期$"因化疗后骨髓抑制"白细胞
!

度

下降"血红蛋白
"

度下降"未完成第
;

周期第
#

天化

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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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C

日因)发热
C /

*来我科住院治

疗"予抗感染等对症支持治疗后好转(

!"!;

年
;"

月

#

日上下腹
U

盆腔
.T

提示!腹盆腔内多发结节影"其

内密度不均"可见钙化"病灶边界较清"肝右叶见类

圆形低密度影"长径约
A" @@

"另肝内见多发小类

圆形低密度影"较大者长径约
;" @@Va05()1 ;W

(因患

者无法耐受化疗"

!"!;

年
;"

月
;#

日,

;;

月
#

日予

安罗替尼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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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为
;

个周期靶向

治疗( 因患者乏力明显"血红蛋白
"

度下降"

!"!;

年

;!

月
;

日开始改安罗替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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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为
;

个周期靶向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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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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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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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周期免疫治疗
'

个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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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

日上下腹
(

盆腔
)*

提示# 腹盆腔内多发结节

影!其内密度不均!可见钙化!病灶边界较清!较大者

长径约
+% ,,

! 肝右叶见类圆形低密度影! 长径约

'% ,,

!另肝内见多发小类圆形低密度影!较大者长

径约
$% ,,-./0123 !4

" 根据实体肿瘤疗效评价标准

$

56)78*9:9

%及实体瘤免疫治疗疗效评价标准$

/56!

)78*

%!评估为疾病稳定&

!"!!

年
!

月
+

日因'腹胀

伴腹围增大
!" ;

( 入院! 彩超提示腹腔大量积液&

!"!!

年
!

月
<

日行腹腔闭式引流术!乳糜样腹腔积

液!送检腹腔积液常规#乳白色!李凡他试验阳性!白

细胞计数
& 9=<"9"

+

>?

! 中性细胞
#=@

! 淋巴细胞

'@

!红细胞
$&"$%

=

>?

)腹腔积液生化#总蛋白测定

A':! 0>?

!白蛋白测定
!+:A 0>?

!乳酸脱氢酶
'<A B>?

!

葡萄糖测定
":9< ,,CD>?

!腺苷脱氨酶
9! B>?

)腹水

肿瘤系列#

)E9!'

为
#+#:< B>,D

! 细胞角蛋白
9=

片

段测定
A":#! F0>,?

!铁蛋白
&% &!= F0>,?

& 建议患

者调整饮食结构! 低脂高蛋白饮食!

同时静脉滴注人血白蛋白
9% 0

!

9

次
>;

!

静脉推注速尿针
!% ,0 9

次
>;

! 口服

安体舒通片
!% ,0

!

!

次
>;

&

!%!!

年
!

月
=

日早晨患者出现烦躁不安!呼吸

急促!昏迷!血浆氨测定
!A= !,CD>?

*参考区间
=GA< !,CD>?

%! 考虑肝性

脑病!家属放弃治疗!要求自动出院+

!

讨 论

乳糜性腹腔积液是一种独特的

腹腔积液类型!被定义为一种乳白色

的!富含甘油三酯的腹膜液!其特征

是腹腔内存在胸腔或肠内淋巴液!腹

部恶性肿瘤,肝硬化,腹部手术后淋

巴管破裂和感染是主要原因-

9

.

& 据报

道!引起乳糜性腹腔积液最常见的恶

性肿瘤是淋巴瘤, 神经内分泌瘤,肉

瘤*卡波西肉瘤%和白血病*慢性淋巴

白血病%!其中淋巴瘤占
9>&

以上 -

!H&

.

&

乳糜性腹腔积液富含营养物质和免

疫球蛋白!在腹膜中积累后!生物学

上不再有效!可能导致脱水,营养不

良,电解质失衡和免疫抑制等& 腹腔

穿刺术是评估腹腔积液患者的首选诊断工具! 可暂

时缓解腹胀症状!但应注意避免重复引流!因为会导

致电解质失衡,营养不良和感染&

乳糜性腹腔积液的诊断依据是临床表现和腹腔

积液分析!包括大体外观,细胞计数,化学分析,细胞

学,微生物学检查和其他特殊研究&如果腹腔积液呈

乳白色和乳糜性! 应检测腹腔积液中的甘油三酯水

平! 甘油三酯大于
!"" ,0>;?

支持乳糜性腹腔积液的

诊断!而低于
'" ,0>;?

则可以排除-

A

.

& 标志物如腺苷

脱氨酶
IEJE4

-

'

.

,糖类抗原
9!'K)E$!'L

和血管内皮生

长因子
-M6N.L

可能在识别潜在的病因方面具有支持

作用&

本研究收治的该例晚期平滑肌肉瘤患者!

$

年

余前行腹部肿物切除术!术后病理提示平滑肌肉瘤!

!%!!

年
<

月发现腹盆腔及肝脏多发转移瘤!既往无

肝硬化,结核病病史!经过化疗,靶向,免疫等治疗!

总体疗效评估为
8J

!

!%!!

年
!

月
<

日腹腔积液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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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检查示颜色为乳白色! 外观符合乳糜性腹腔积液

的表现!腹腔积液生化"肿瘤系列等检测结果也符合

乳糜性腹腔积液的诊断# 遗憾的是未能留下腹腔积

液实物照片! 未送检腹腔积液脂肪检测及腹腔积液

脱落细胞学检查$ 恶性肿瘤通过侵袭和破坏正常的

淋巴流动而引起乳糜性腹腔积液! 本例晚期平滑肌

肉瘤患者存在腹盆腔转移瘤!因此!出现乳糜性腹腔

积液首先考虑因平滑肌肉瘤侵犯腹部淋巴系统%破

坏正常的淋巴引流引起$有报道
;

例肾癌患者!在尼

鲁单抗治疗后出现乳糜性胸腔积液! 并且该例患者

肺转移明显缩小&

<

'

$ 根据该报道!虽然没有进行细胞

学分析!但有可能尼鲁单抗吸引淋巴细胞!积累的淋

巴细胞攻击淋巴管!导致乳糜性胸腔积液的发生&

=

'

$故

也不排除本例患者因帕博利珠单抗吸引淋巴细胞攻

击淋巴管所致$ 另外!分子靶向药物乐伐替尼(一种

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受体
!!

和
!>

激酶的抑制剂)被报

道可导致分化型甲状腺癌的动脉出血!有学者提出假

说***由于肿瘤的快速收缩!撕裂了供血动脉&

#

'

$ 如

果肿瘤收缩迅速! 同样的破坏可能发生在淋巴管$

本组患者口服安罗替尼! 其治疗靶点包括血管内皮

生长因子受体" 血小板衍生生长因子受体和纤维生

长因子受体! 具有抗肿瘤血管生成和抑制肿瘤生长

的作用$ 虽然没有证据表明腹盆腔肿瘤" 肝转移肿

瘤收缩迅速!但是腹腔积液较前明显减少!存在淋巴

管破坏的可能性!导致乳糜性腹腔积液的出现$

保守治疗与营养优化和治疗潜在的病因仍然是

治疗乳糜性腹腔积液的基石$ 乳糜性腹腔积液管理

的关键第一步是优化患者的营养状况$ 营养支持包

括高蛋白"低脂肪的饮食!并补充中链甘油三酯$ 一

些研究也支持使用奥利司他"生长抑素"奥曲肽和依

替夫林等药物 &

?@;;

'

$ 不适合接受药物治疗的患者通

常需要手术干预!如行经颈静脉肝内门体分流术"腹

膜分流术"血管造影栓塞术等&

;!A;>

'

$ 恶性肿瘤占成人

非创伤性乳糜性腹腔积液原因的
#BC

!而恶性肿瘤

中乳糜性腹腔积液的存在通常预示着不良预后$ 除

了采用上述常规治疗手段外!应及时采取手术"化疗

或放疗等方式$ 本例患者发现乳糜性腹腔积液后予

调整饮食结构"补充白蛋白"使用利尿剂等治疗!但

病情迅速恶化!营养支持治疗效果不佳!并发肝性脑

病!预后不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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