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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肠癌大腿皮下转移 1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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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肺及脑等脏器是直肠癌常见的转移部位，而

下肢孤立性皮下转移甚为少见，淋巴和血液是皮下转

移的主要途径。出现肿瘤皮下转移的患者一般预后较

差，延缓肿瘤进展和改善生活质量是主要的治疗目标。

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收治的 1 例直肠癌患者术后 2

年出现大腿皮下转移，现报道如下。

1    临床资料

女性患者，73 岁，因发现左侧大腿肿块 9 个月于

2017 年 5 月 8 日入住本院。患者 9 个月前发现左侧大腿

肿物，约鸡卵大小，上述肿块逐渐增大，期间未行系统

治疗。患者 2 年前于当地医院行经腹直肠癌切除术，术

后病理示 ：直肠中分化腺癌，pTNM 分期 ：T3N1M0，Ⅲ b

期，术后给予奥沙利铂＋卡培他滨方案化疗，共 8 个疗

程，未行放疗。入院查体：左侧大腿皮肤无红斑、破溃，

根部可触及质韧肿块，无触痛，块物表面不规则，活动

度尚可。彩超示 ：左大腿内侧根部皮下脂肪深层可见一

不均质低回声肿物，大小 3.43 cm×3.50 cm×5.30 cm，形

态极不规则，内见少量血流信号。癌胚抗原 49.30 ng/ml，

余肿瘤标志物未见异常，胸部 CT 及腹部 CT 未发现肿

瘤复发转移病灶。完善辅助检查后于本院行左侧大腿肿

块切除术，术后病理示 ：纤维结缔组织内可见中分化腺

癌伴明显坏死及灶状骨化，切缘未见癌（见图 1）。免疫

组织化学示 ：CK7（-）、CK20（+）、Villin（+）、CDX-2

（+）、Cadherin17（-）、ER（-）、PR（-）、GATA-3（-）、

Mammaglobin（-）及 Ki67（+）（见图 2）。形态学及免疫

标记结果支持肠道来源。术后恢复尚可，患者因经济原

因未行进一步辅助治疗。术后 2 个月随诊未发现明显肿

瘤复发及转移病灶。

中分化腺癌伴明显坏死及灶状骨化

图 1    肿瘤病理检查结果    （HE，4×10）

图 2    肿瘤免疫组织化学检测结果    （HE，4×10）

CK20 阳性（+）                                      Villin 阳性（+）                                         CDX-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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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讨论

直肠癌是消化道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晚期直肠

癌常出现肝、肺、骨及脑等远处转移，但皮下转移较

为少见，所占比例不到直肠癌患者的 4.0%，而直肠癌

皮肤转移在恶性肿瘤皮肤转移中也仅占 1.75%，远低

于乳腺癌及肺癌 [1-2]。直肠癌皮肤转移多出现在头面

部、胸腹部等位置，下肢甚为少见，国内鲜有报道。

临床多表现为单发或多发的无痛性皮内、皮下结节，

直径多在 1 ～ 2 cm，具有融合倾向，缺乏特异性，易

与脂肪肉瘤、神经鞘瘤等软组织肿瘤相混淆，需与其

相鉴别。目前直肠癌出现远处皮肤转移的具体机制及

途径尚不完全明确，有文献认为 ：直肠癌主要通过淋

巴、血液两种途径实现远处皮肤转移 [3-4]。肿瘤细胞

可阻塞淋巴系统并引起淋巴引流障碍，导致肿瘤向下

出现逆行性转移，肿瘤细胞也可经直肠静脉丛进入血

液循环，进而出现肿瘤种植在大腿根部的可能，直肠

癌皮肤转移的机制还需进一步探究 [5]。皮肤转移是肿

瘤复发扩散及预后不良的标志。远处转移常在直肠癌

根治术后 2 ～ 3 年发生，有临床研究显示 ：发生皮肤

转移的结直肠癌患者平均生存期为 18 个月左右，如

果伴随其他脏器的转移，生存期会明显缩短 [6]。直肠

癌大腿皮下转移治疗尚无统一规范，治疗方案多采用

以放化疗、分子靶向治疗为主。对于单一皮肤转移

性病灶可行外科手术切除，对于皮肤多发或伴多脏器

转移的患者，尽管手术并不能改善患者生存期，但可

缓解患者痛苦的姑息性减瘤手术也具有一定意义 [7-8]。

总之，对于既往存在直肠癌病史，出现皮肤或皮下结

节的患者，应考虑直肠癌皮肤转移的可能，及时行皮

肤或皮下结节穿刺活检，明确肿瘤性质，同时复查肿

瘤标志物、胸腹部 CT 及骨扫描等确定是否伴多器官

转移，尽早干预肿瘤进展，改善预后。因直肠癌大腿

皮下转移发病率极低，目前尚无统一的随访共识，在

复查手术区域及重要脏器是否存在肿瘤复发转移时，

也建议行规律的皮肤检查，早发现早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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