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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目的　探讨颅底骨巨细胞瘤的诊断和治疗原则。方法　对２００７年８月 ～２０１７年４月经病理证实
的１４例颅底骨巨细胞瘤的治疗经验进行总结。结果　１４例患者中有８例肿瘤位于颞骨，５例位于蝶骨，１例位于
筛骨。手术分别采用内镜经鼻入路、经颞下窝入路、内镜经鼻联合颞下窝入路、经颅中窝入路。其中１１例完成肿
瘤全切，３例次全切除。手术未出现明显严重并发症。术后患者经过８个月至１０年的随访，其中２例患者接受了
放疗，所有患者肿瘤均无明显复发或进展。结论　发生在颅底的骨巨细胞瘤较罕见，诊断困难，但临床、影像学等
仍有其特点，手术是首选的治疗方法，手术入路需个体化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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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骨巨细胞瘤（ｇｉａｎｔｃｅｌｌｔｕｍｏｒ，ＧＣＴ）被认为是一
种具有局部侵袭性的良性肿瘤，相对少见，占骨肿瘤

的３％～７％。ＧＣＴ绝大多数发生于长骨末端，少数
位于髂骨、髌骨、手骨、椎骨，发生于颅底骨者罕见。

对于颅底ＧＣＴ临床诊断较困难，治疗争议较大。现
对２００７年８月 ～２０１７年４月收治于首都医科大学

宣武医院的１４例颅底骨巨细胞瘤患者的临床资料
进行回顾性分析，探讨其临床诊断和治疗方法。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本组患者共１４例，其中男７例，女７例；发病年

龄２１～６３岁，中位年龄２８岁。其中１例为外院术
后复发，１例为术后放疗后复发转我院治疗，其余
１２例为我院首诊治疗。
·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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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术前检查
所有患者术前均行颅底 ＣＴ薄层平扫的轴位、

冠状位，必要时可重建矢状位，颅底 ＭＲＩ轴位、冠状
位、矢状位，Ｔ１、Ｔ２及强化相，其中１例巨大肿瘤术
前完成全脑血管造影，其余患者根据患者症状及肿

瘤部位完善眼科、听力学、血管超声、垂体激素、面肌

电图等相关检查。

１．３　治疗方法
所有患者均进行手术治疗，其中７例经鼻内镜

手术治疗，４例经颞下窝入路，２例内镜经鼻联合颞
下窝入路，１例联合神经外科完成颅中窝入路。
１．４　肿瘤切除标准

以术中所见、病理切缘、术后影像学资料为依

据，判断肿瘤切除程度。①全切：术中可见肿瘤全切
除，病理切缘阴性，术后复查ＣＴ及ＭＲＩ显示肿瘤全
部切除；②次全切：切除肿瘤总体的９５％以上，仅残
留少许与重要血管、神经粘连的瘤体，术后影像学复

查可见极少瘤体残留；③大部切除：切除肿瘤的
６０％～９５％，术中残留较多与重要血管、神经粘连的
瘤体，术后影像学证实有明显瘤体残留。

１．５　随访资料
随访方式包括门诊复查、电话随访、微信随访及

网络随访。截至２０１７年１２月，随访１４例，随访时
间为术后８个月至１０年。

２　结果

术后１１例完成肿瘤全切，余３例完成次全切的
患者中２例进行了术后放疗，１例术前已行全剂量
放疗，术后予以观察随诊。本组１４例患者中，影像
学显示８例病变位于颞骨，５例位于蝶骨，１例位于
筛骨，ＭＲＩ表现为 Ｔ１、Ｔ２加权相混杂信号，１３例患
者均可见明显Ｔ２低信号区，仅１例蝶骨来源的患者
在Ｔ２相中未表现出明显低信号区，但其也可见明
显的高信号囊性变区（图１Ａ～Ｃ），强化相呈不均匀
强化，ＣＴ则多表现为不均匀成骨及破骨混杂信号。
１１例患者肿瘤完全切除，３例次全切除。术中出血
量内镜经鼻入路 １００～８００ｍｌ，颞下窝入路 １００～
１５００ｍｌ，经颅中窝入路出血３０００ｍｌ。其中１例患
者肿瘤侵入颅内硬膜内，其余患者肿瘤均位于硬膜

外。术后肿瘤侵入颅内的患者出现同侧面神经功能

障碍、听力丧失，其余患者均无严重并发症发生，无

脑脊液鼻漏，无颅内出血、感染，无新发脑神经功能

障碍。本组患者术后病理检查均确诊为 ＧＣＴ。术
后随访８至１２０个月，中位时间３２个月，１１例肿瘤
全切患者均无明显复发，其余３例肿瘤次全切除患
者肿瘤亦无明显进展，均可参与学习、工作及自理生

活（表１）。

表１　颅底骨巨细胞瘤患者临床资料

序号 性别 年龄（岁） 肿瘤部位 主要症状 手术入路 切除范围 随访时间（月） 预后

１ 女 ４３ 蝶窦、鞍区、斜坡 鼻塞 内镜经鼻 全切 ８ 无复发

２ 男 ２７ 蝶窦、鞍区 鼻塞、头痛 内镜经鼻 全切 ４２ 无复发

３ 男 ２８ 蝶窦、海绵窦、斜坡 鼻塞、眼睑下垂 内镜经鼻 全切 ２３ 无复发

４ 女 ２４ 蝶窦、眶尖 视力减退、眼球突出 内镜经鼻 全切 ２８ 无复发

５ 男 ２５ 蝶窦、鞍区、斜坡
头痛、视力减退、眼睑

下垂、恶心呕吐
内镜经鼻 次全切 １１０ 肿瘤无生长

６ 女 ２１ 筛窦、眶内 视力减退、眼球突出 内镜经鼻 全切 １０ 无复发

７ 男 ２４
颞下窝颅内外沟通

（硬膜外）
头痛、耳闷、听力减退 内镜经鼻 全切 ３４ 无复发

８ 男 ２５
颞下颌关节、外耳道、

中耳、部分中颅窝底
听力减退、张口受限 颞下窝入路 全切 ２２ 无复发

９ 女 ２４ 颞下颌关节、颞骨
张口受限、颞下颌

关节疼痛
颞下窝入路 全切 ３５ 无复发

１０ 男 ２８
颞骨大部、颞下窝、广泛

中颅窝底、颞下颌关节、

颧弓、中耳、颞叶

头痛、周围性面瘫、

听力丧失、张口受限
翼点入路 次全切 ２０ 肿瘤无生长

１１ 男 ２８ 颞骨、颞下窝 头痛、听力减退 颞下窝入路 全切 ８６ 无复发

１２ 女 ３４
颞下窝颅内外沟通

（硬膜外）、中耳

头痛、听力减退、面部

麻木、张口受限

内镜经鼻 ＋颞
下窝入路

全切 ６６ 无复发

１３ 女 ６３ 颞骨、颞下窝、中耳 耳胀、听力减退 颞下窝入路 全切 １２０ 无复发

１４ 女 ３２
颞骨大部、颞下窝、广泛

中颅窝底（硬膜外）
头痛、面部麻木

内镜经鼻 ＋颞
下窝入路

次全切 １６ 肿瘤无生长

·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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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典型病例

病例１：患者女性，４３岁，鼻塞４周，检查发现鞍
区占位。专科查体未见明显异常。鼻窦ＣＴ：蝶窦区
显示团状软组织密度影，大小约３．５ｃｍ×２．６ｃｍ，
密度欠均匀，蝶窦、蝶鞍、斜坡及周围中颅窝底骨质

破坏（图２Ａ）；颅底 ＭＲＩ：蝶窦区可见异常信号影，
Ｔ１以等信号为主，Ｔ２等低信号混杂，周围显示高信
号影，增强扫描病灶不均匀强化，周围显示弧形低信

号影，邻近双侧颈内动脉被推移，蝶窦、斜坡、蝶鞍骨

质破坏，病灶上方垂体形态、信号未见异常，垂体柄

稍左偏（图 ２Ｂ、Ｃ）。行内镜经鼻蝶鞍区肿瘤切除
术，术中完整切除肿瘤，肿瘤与硬脑膜及颈内动脉有

粘连，手术时间２．５小时，出血１００ｍｌ（图２Ｄ）。术
后无明显并发症，随访 １０个月，肿瘤无复发（图 ２
Ｅ、Ｆ）。

病例２：患者女性，３７岁，头痛２年，伴右侧听力
减退、面部麻木、张口受限。专科查体：右耳鼓膜浑

浊内陷，右侧面部 Ｖ２区域麻木感，张口轻度受限。
纯音测听右耳传导性聋，声导抗Ｂ型曲线。颅底ＣＴ
及ＭＲＩ：右侧颞下窝占位，中颅窝底骨质破坏，Ｔ１上
以等信号为主，Ｔ２大部分为低信号，内含部分高信
号影，累及右侧中耳，颞叶硬脑膜受压向上抬举（图

３Ａ～Ｃ）。行内镜经鼻联合颞下窝入路颞下窝肿物切
除术，术中完整切除肿瘤，肿瘤与颞叶硬脑膜有粘连，

手术时间３ｈ，出血５００ｍｌ。术后患者头疼、张口受限
减轻，面部麻木、听力大致同术前，无明显新发脑神经

功能障碍，随访６６个月，肿瘤无复发（图３Ｄ）。

４　讨论

目前认为ＧＣＴ来源于骨髓内非成骨性结缔组
织的间胚叶细胞，好发于长骨的骨骺端，尤其是股骨

的下端和胫骨的上端，原发于颅骨的 ＧＣＴ非常罕
见［１］，在Ｂｅｒｔｏｎｉ等［２］回顾约２０００例 ＧＣＴ患者中，
只有１７例发生于颅骨，占全部ＧＣＴ的不足１％。有
国外研究表明［３］，颅底 ＧＣＴ好发于２０～４０岁青壮
年，发病率女性明显高于男性。而本组病例中，除

１例患者为６３岁外，其余均在２１～４３岁，而男女比
例为１∶１，男女发病率相等，并无明显差别，与张凯
等［４］的报道大致相符。颅底ＧＣＴ多起源于蝶骨、颞
骨［５－６］，本组１４例患者５例起源于蝶骨，８例起源

于颞骨，１例为筛骨。肿瘤多生长缓慢，病史较长，
起初症状不典型，当肿瘤体积较大，压迫或累及周围

结构，如垂体、咽鼓管、中耳、颞下颌关节等产生相应

症状，如垂体功能低下、耳闷、听力减退、张口受限

等；当肿瘤累及脑神经时则会产生受累神经功能障

碍的表现，如视力减退、眼睑下垂、面瘫、面部麻木、

三叉神经痛等症状。患者出现不典型症状时检查发

现肿瘤，多体积较小，未累及重要神经、血管、颅内等

重要结构，手术难度相对较小，全切率高；一旦患者

出现典型临床症状，则大多肿瘤体积较大，生长较广

泛，手术难度大，易出现肿瘤残留、复发的情况。

ＧＣＴ局部成膨胀性生长，伴溶骨性改变，对骨质破
坏较明显，但对周围软组织如皮肤、硬脑膜、血管、神

经等侵犯多不明显，多为压迫［７］，本组患者仅１例
突破硬脑膜，其余硬脑膜均完整，这个特点使得颅底

ＧＣＴ手术全切率较高而术后并发症较少。
对于颅底肿瘤我们极少进行常规 Ｘ线检查，术

前的ＣＴ和 ＭＲＩ检查十分必要且缺一不可［８］。ＣＴ
在显示肿瘤范围及颅底骨质破坏程度上优于 ＭＲＩ，
而ＭＲＩ的优势在于其高对比分辨率及多维成像能
力，它可以帮助我们判断肿瘤性质、轮廓以及血管、

神经、脑膜等周围组织与肿瘤的关系。我们这组病

例资料显示，颅底ＧＣＴ在影像学上表现为溶骨性病
变，其ＭＲＩ在Ｔ１及Ｔ２加权相上都呈不均匀的混杂
信号，虽然这并无明显特异性，但我们仍发现两个特

征：①肿瘤可见有明显的低信号区域，这在 Ｔ２加权
相尤其突出；②肿瘤同时可表现出内部多发高信号
影，可能与其瘤内出血或囊性变相关，增强后肿物呈

中度不均匀强化。Ｋａｓｈｉｗａｇｉ等［７］研究及总结发现

蝶骨ＧＣＴ表现为完全的溶骨性改变，５例患者中仅
有１例在ＭＲＩＴ２相有明显低信号区域，这与我们的
研究并不完全相符，可能与病例数量较少有关，但同

时也反映出蝶骨ＧＣＴ在ＭＲＩ表现的多样性。ＣＴ扫
描中肿瘤多表现为混杂密度的软组织占位，不同部

位的ＧＣＴ在 ＣＴ扫描的表现亦不完全相同，颞骨来
源的ＧＣＴ其边缘常可见反应性增生的高密度信号，
呈骨壳样，与周围骨质界限清晰（图４Ａ），部分可见
“肥皂泡”样改变（图４Ｂ），蝶骨来源的 ＧＣＴ则无明
显骨壳样改变，周围骨质破坏明显（图４Ｃ），而筛骨
来源的肿瘤则表现为骨质增生伴破坏，与骨纤维异

常增殖症较难鉴别（图 ４Ｄ）。国内有研究提出的
“交角征”也是 ＣＴ特点之一，即肿瘤和正常颅骨交
界处表现为高密度角状区域，该区域边缘超过正常

·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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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不同部位ＧＣＴ的ＭＲＩ表现　Ａ：右侧颞下窝颅内外沟通ＧＣＴ，ＭＲＩＴ２相以低信号为主，内有高信号影，硬脑膜受压，但
肿瘤未突入硬膜内；Ｂ：筛窦ＧＣＴ，压迫右侧眶内，但与周围软组织边界清晰，蝶窦内分泌物潴留，肿瘤内可见明显低信号；Ｃ：蝶
窦ＧＣＴ，可见肿瘤向上挤压垂体，信号以低信号为主的不均匀混杂信号

图２　病例１　Ａ：术前ＣＴ显示蝶鞍区占位，伴周围蝶窦外侧壁、斜坡、颈动脉管骨质破坏；Ｂ、Ｃ：ＭＲＩ显示肿物Ｔ１呈等信号，Ｔ２
呈低信号为主的混杂信号，不均匀强化；Ｄ：术中可见鞍底、斜坡硬脑膜，双侧内颈动脉；Ｅ：术后 ＭＲＩ显示肿瘤全切（冠状位）；
Ｆ：术后ＭＲＩ显示肿瘤全切（矢状位）

图３　病例２　Ａ～Ｃ：术前ＣＴ及ＭＲＩ显示右侧颞下窝肿物伴中颅窝底骨质破坏，硬脑膜受压上抬；Ｄ：术后ＭＲＩ显示颞下窝肿
瘤全切

·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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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不同部位ＧＣＴ的ＣＴ表现　Ａ：右侧颞下窝颅内外沟通 ＧＣＴ，可见肿瘤成不均匀信号，周边可见高信号影；Ｂ：右侧颞骨
ＧＣＴ，可见肿瘤呈“肥皂泡”样改变；Ｃ：筛窦ＧＣＴ，肿瘤成骨、破骨同时存在；Ｄ：蝶窦ＧＣＴ，以骨质破坏为主，影像学并无明显边
界及瘤内钙化

颅骨的边界，角度在１８０度以下［９］，在本组患者中，

颞骨来源ＧＣＴ亦表现出此特点。
术前全脑血管造影术并不是必须，如需鉴别副

神经节瘤或考虑肿瘤累及、包绕颈内动脉，可依靠此

检查明确肿瘤性质、血供及颈内动脉代偿情况，进而

来帮助鉴别诊断及评估手术风险。国内学者发现颅

骨巨细胞瘤 ＤＳＡ显示肿瘤多为富含血管［１０］。ＰＥＴ
扫描对恶性 ＧＣＴ或侵袭性 ＧＣＴ的诊断、判断是否
复发以及评估其治疗效果有所帮助［８］。

多位学者研究均认为手术彻底切除肿瘤为最理

想的治疗方式，患者的预后主要与肿瘤切除程度有

关［３，６，１１－１２］。本研究中１４例患者均采取手术治疗，
其中１１例手术完全切除肿瘤后未经放疗，未见复
发，预后良好，故我们亦认为手术是治疗颅底 ＧＣＴ
的首选方法。但由于颅底解剖结构的复杂性，手术

难度大，手术医生融会贯通的颅底解剖知识、训练有

素的手术技巧、先进精良的手术设备以及默契配合

的手术团队是完整切除肿瘤的必要条件。

颅底ＧＣＴ的手术入路需要根据肿瘤部位及其
累及范围决定［１３］，目前外科医生已经不仅仅是追求

手术完整切除肿瘤，关注更多的是患者脑神经功能、

正常生理解剖功能以及生活质量，因此设计手术入

路和手术原则需在切除肿瘤的同时考虑尽可能少的

影响患者外观、脑神经功能及各解剖结构的正常生

理功能。而在本研究中，患者未出现术后新发脑神

经功能障碍。肿瘤位于前颅底、蝶鞍区、眶尖、海绵

窦多可采用内镜经鼻入路完整切除肿瘤，颞下窝内

的肿瘤如果未累及中耳、广泛颅内或包绕颞下颌关

节亦可以经此入路完成，甚至可经鼻切除颞下颌关

节内侧肿瘤，如肿瘤累及广泛中耳、颞下颌关节、面

神经、岩骨段及以下颈内动脉，则需行颞下窝入路，

根据肿瘤向前、后累及范围不同，可灵活采用耳前、

耳后入路，若肿瘤广泛累及颅内，尤其是硬膜内，则

耳鼻咽喉科医生处理此类型病变经验不足，需请神

经外科协助开颅完成颅内肿瘤的处理及围手术期处

置。肿瘤术中出血与肿瘤部位、范围、分级关系密

切，肿瘤范围广泛者出血明显较多。

本组 １４例患者中 １１例完成肿瘤全部切除，
３例完成肿瘤次全切除，这３例患者肿瘤均为广泛
颅底侵犯，肿瘤已包绕海绵窦段、岩骨段或颈段颈内

动脉，仅紧邻动脉肿瘤未予完全切除，另外，值得一

提，其中２例为外院手术或治疗后复发的患者。初
次手术的完整切除对患者的预后有明显帮助，而颅

底外科手术的开展不仅需要手术医生对解剖知识、

手术技巧、围手术期处置熟练掌握，还需要神经外

科、麻醉科、监护室等其他相关科室的紧密合作，故

我们建议需循序渐进并谨慎的开展。

术后放疗效果及是否有必要放疗均存在争议，

早期有报道称骨巨细胞瘤放疗后可能诱发其恶

变［１４］，但较新的多中心、大样本研究并未发现这种

现象［１５］，同时Ｒｏｅｄｅｒ等［１６］发现放疗后总体生存率

虽为１００％，但肿瘤并无显著减小，国内也有学者发
现 ＧＣＴ即使未能完全切除，仍有较长时间的缓解
期［４，１０］，另外一项研究提示手术未能全切肿瘤，术后

进行放疗的患者肿瘤无明显复发，未行放疗的患者

中则有复发发生，而放疗的病例均未出现肿瘤恶

变［１７］。因此，我们认为放疗可能适用于无法完整切

除肿瘤、患者不耐受手术或肿瘤复发的患者，若术后

肿瘤部分残留，也可临床观察肿瘤进展，对于肿瘤完

整切除的患者均无复发，也不需要进行放疗。

综上，颅底ＧＣＴ在临床上较少见，术前症状不
典型，诊断较困难，但其发病年龄、部位、影像学仍有

特征性表现，不同部位的 ＧＣＴ表现不尽相同，使我
们有据可循，治疗上以手术切除为首选，入路选择需

根据个体情况灵活掌握，但需要考虑患者正常解剖

结构及脑神经功能的保留，完整切除肿瘤后患者预

·１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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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良好，术后是否放疗仍存争议。

参考文献：

［１］　ＣｏｍｐａｎｙＭＭ，ＲａｍｏｓＲ．Ｇｉａｎｔｃｅｌｌｔｕｍｏｒｏｆｔｈｅｓｐｈｅｎｏｉｄ［Ｊ］．

ＡｒｃｈＮｅｕｒｏｌ，２００９，６６（１）：１３４－１３５．

［２］　ＢｅｒｔｏｎｉＦ，ＵｎｎｉＫＫ，ＢｅａｂｏｕｔＪＷ，ｅｔａｌ．Ｇｉａｎｔｃｅｌｌｔｕｍｏｒｏｆｔｈｅ

ｓｋｕｌｌ［Ｊ］．Ｃａｎｃｅｒ，１９９２，７０（５）：１１２４－１１３２．

［３］　ＨａｒｒｉｓＡＥ，ＢｅｃｋｎｅｒＭＥ，ＢａｒｎｅｓＬ，ｅｔａｌ．Ｇｉａｎｔｃｅｌｌｔｕｍｏｒｏｆｔｈｅ

ｓｋｕｌｌ：ａｃａｓｅｒｅｐｏｒｔａｎｄ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ｔｈｅ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Ｊ］．ＳｕｒｇＮｅｕｒｏｌ，

２００４，６１（３）：２７４－２７７．

［４］　张凯，张俊廷，张建国，等．颅骨巨细胞瘤的诊断和治疗［Ｊ］．中

华神经外科杂志，２００５，２１（８）：４８１－４８３．

　　 ＺｈａｎｇＫ，ＺｈａｎｇＪＴ，ＺｈａｎｇＪＧ，ｅｔａｌ．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ａｎｄ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

ｇｉａｎｔｃｅｌｌｔｕｍｏｒｏｆｔｈｅｓｋｕｌｌ［Ｊ］．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Ｎｅｕｒｏｓｕｒｇｅｒｙ，

２００５，２１（８）：４８１－４８３．

［５］　ＬｅｅＪＡ，ＢａｎｋＷＯ，ＧｏｎｚａｌｅｚＭｅｌｅｎｄｅｚＭ，ｅｔａｌ．Ｇｉａｎｔｃｅｌｌｔｕｍｏｒ

ｏｆｔｈｅｓｋｕｌｌ［Ｊ］．Ｒａｄ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ｓ，１９９８，１８（５）：１２９５－１３０２．

［６］　ＩｓａａｃｓｏｎＢ，ＢｅｒｒｙｈｉｌｌＷ，ＡｒｔｓＨＡ．Ｇｉａｎｔｃｅｌｌｔｕｍｏｒｓｏｆｔｈｅｔｅｍ

ｐｏｒａｌｂｏｎ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Ｊ］．ＳｋｕｌｌＢａｓｅ，２００９，１９

（４）：２９１－３０１．

［７］　ＫａｓｈｉｗａｇｉＮ，ＨｉｒａｂｕｋｉＮ，ＡｎｄｏｕＫ，ｅｔａｌ．ＭＲＩａｎｄＣＴｆｉｎｄｉｎｇｓ

ｏｆｔｈｅｇｉａｎｔｃｅｌｌｔｕｍｏｒｓｏｆｔｈｅｓｋｕｌｌ；ｆｉｖｅｃａｓｅｓａｎｄａ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ｔｈ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Ｊ］．ＥｕｒＪＲａｄｉｏｌ，２００６，５８（３）：４３５－４４３．

［８］　ＰｕｒｏｈｉｔＳ，ＰａｒｄｉｗａｌａＤＮ．Ｉｍａｇｉｎｇｏｆｇｉａｎｔｃｅｌｌｔｕｍｏｒｏｆｂｏｎｅ［Ｊ］．

ＩｎｄｉａｎＪＯｒｔｈｏｐ，２００７，４１（２）：９１－９６．

［９］　姜卫国，杨喜林，周韬．颅骨巨细胞瘤的ＣＴ诊断［Ｊ］．中国医学

影像技术，１９９８，１４（９）：６５１－６５２．

　　 ＪｉａｎｇＷＧ，ＹａｎｇＸＬ，ＺｈｏｕＴ．ＣＴ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ｏｆｇｉａｎｔｃｅｌｌｔｕｍｏｒｏｆ

ｔｈｅｓｋｕｌｌ［Ｊ］．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ｅｄｉｃａｌＩｍａｇｉｎｇ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１９９８，１４（９）：６５１－６５２．

［１０］崔勇，宗绪毅，郝淑煜，等．颅骨巨细胞瘤的显微外科治疗［Ｊ］．

中华医学杂志，２０１０，９０（２３）：１６２２－１６２４．

　　 ＣｕｉＹ，ＺｏｎｇＸＹ，ＨａｏＳＹ，ｅｔａｌ．Ｍｉｃｒｏｓｕｒｇｉｃａｌ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ｇｉａｎｔ

ｃｅｌｌｔｕｍｏｒｏｆｔｈｅｓｋｕｌｌ［Ｊ］．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Ｍｅｄｉｃ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ｈｉｎａ，

２０１０，９０（２３）：１６２２－１６２４．

［１１］ＴａｍｕｒａＲ，ＭｉｗａＴ，ＳｈｉｍｉｚｕＫ，ｅｔａｌ．ＧｉａｎｔＣｅｌｌＴｕｍｏｒｏｆｔｈｅ

Ｓｋｕｌｌ：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ｔｈｅ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Ｊ］．ＪＮｅｕｒｏｌＳｕｒｇＡＣｅｎｔＥｕｒ

Ｎｅｕｒｏｓｕｒｇ，２０１６，７７（３）：２３９－３４６．

［１２］ＰａｉＳＢ，ＬａｌｉｔｈａＲＭ，ＰｒａｓａｄＫ，ｅｔａｌ．Ｇｉａｎｔｃｅｌｌｔｕｍｏｒｏｆｔｈｅｔｅｍ

ｐｏｒａｌｂｏｎｅａｃａｓｅｒｅｐｏｒｔ［Ｊ］．ＢＭＣＥａｒＮｏｓｅＴｈｒｏａｔＤｉｓｏｒｄ，

２００５，５：８．

［１３］ＰｒａｓａｄＳＣ，ＰｉｃｃｉｒｉｌｌｏＥ，ＳａｎｎａＭ，ｅｔａｌ．Ｇｉａｎｔｃｅｌｌｔｕｍｏｒｓｏｆｔｈｅ

ｓｋｕｌｌｂａｓｅ：ｃａｓｅｓｅｒｉｅｓａｎｄｃｕｒｒｅｎｔｃｏｎｃｅｐｔｓ［Ｊ］．ＡｕｄｉｏｌＮｅｕｒｏ

ｏｔｏｌ，２０１４，１９（１）：１２－２１．

［１４］ＣａｍｐａｎａｃｃｉＭ，ＢａｌｄｉｎｉＮ，ＢｏｒｉａｎｉＳ，ｅｔａｌ．Ｇｉａｎｔｃｅｌｌｔｕｍｏｒｏｆ

ｂｏｎｅ［Ｊ］．ＪＢｏｎｅＪｏｉｎｔＳｕｒｇ，１９８７，６９（Ａ）：１０６－１１４．

［１５］ＢｈａｔｉａＳ，ＭｉｓｚｃｚｙｋＬ，ＲｏｅｌａｎｄｔｓＭ，ｅｔａｌ．Ｒａｄｉｏｔｈｅｒａｐｙｆｏｒｍａｒ

ｇｉｎａｌｌｙｒｅｓｅｃｔｅｄ，ｕｎｒｅｓｅｃｔａｂｌｅｏｒ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ｇｉａｎｔｃｅｌｌｔｕｍｏｒｏｆｔｈｅ

ｂｏｎｅ：ａｒａｒｅｃａｎｃｅｒ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ｔｕｄｙ［Ｊ］．ＲａｒｅＴｕｍｏｒｓ，２０１１，３

（４）：ｅ４８．

［１６］ＲｏｅｄｅｒＦ，ＴｉｍｋｅＣ，ＺｗｉｃｋｅｒＦ，ｅｔａｌ．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ｍｏｄｕｌａｔｅｄｒａｄｉｏ

ｔｈｅｒａｐｙ（ＩＭＲＴ）ｉｎｂｅｎｉｇｎｇｉａｎｔｃｅｌｌｔｕｍｏｒｓａｓｉｎｇｌｅ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ｃａｓｅｓｅｒｉｅｓａｎｄａｓｈｏｒｔ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ｔｈｅ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Ｊ］．ＲａｄｉａｔＯｎｃｏｌ，

２０１０，２６（５）：１８．

［１７］张振宇，徐健．颅骨巨细胞瘤的诊断与治疗进展［Ｊ］．国际神经

病学神经外科学杂志，２０１１，３８（６）：５７３－５７６．

　　 ＺｈａｎｇＺＹ，ＸｕＪ．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ｎ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ａｎｄ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ｇｉａｎｔｃｅｌｌ

ｔｕｍｏｒｏｆｔｈｅｓｋｕｌｌ［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Ｎｅｕｒｏｌｏｇｙａｎｄ

Ｎｅｕｒｏｓｕｒｇｅｒｙ，２０１１，３８（６）：５７３－５７６．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０３－０１）

（上接第９６页）

　　 ＨｕａｎｇＪＨ，ＬｉｕＧ，ＹａｏＺＧ，ｅｔａｌ．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３Ｄｐｒｉｎｔｉｎｇｔｅｃｈ

ｎｏｌｏｇｙｉｎｍａｘｉｌｌｏｆａｃｉａｌｒｅｐａｉｒ［Ｊ］．ＣｈｉｎＪＳｔｏｍａｔｏｌＲｅｓ（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Ｅｄｉｔｉｏｎ），２０１５，１２（３）：６１－６４．

［４８］谷佳，李京，尚紫薇，等．３Ｄ打印联合影像导航技术辅助内

镜下鼻颅底肿瘤切除的临床分析［Ｊ］．现代生物医学进展，

２０１６，１６（３４）：６６４４－６６４７．

　　 ＧｕＪ，ＬｉＪ，ＳｈａｎｇＺＷ，ｅｔａｌ．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ｉｃｓｕｒｇｅｒｙ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ｉｍａｇｅ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ａｎｄ３ｄｐｒｉｎｔｉｎｇｏｎｔｒｅａｔ

ｍｅｎｔｏｆｎａｓａｌｓｋｕｌｌｂａｓｅｔｕｍｏｒ［Ｊ］．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ｎＭｏｄｅｒｎＢｉｏｍｅｄｉ

ｃｉｎｅ，２０１６，１６（３４）：６６４４－６６４７．

［４９］王振霖，张秋航，李茗初，等．低温等离子射频消融技术在内

镜侧颅底肿瘤切除手术中的应用［Ｊ］．临床耳鼻咽喉头颈外科

杂志，２０１６，３０（１１）：８５６－８６０．

　　 ＷａｎｇＺＬ，ＺｈａｎｇＱＨ，ＬｉＭＣ，ｅｔａｌ．Ｔｈｅ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ｒａｄｉｏｆｒｅ

ｑｕｅｎｃｙａｂｌ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ｒｅ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ｌａｔｅｒａｌｓｋｕｌｌｂａｓｅｔｕｍｏｒｔｈｒｏｕｇｈ

ａｎ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ｉｃｅｎｄｏｎａｓａｌ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Ｊ］．ＪＣｌｉｎＯｔｏｒｈｉｎｏｌａｒｙｎｇｏｌ

ＨｅａｄＮｅｃｋＳｕｒｇ（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６，３０（１１）：８５６－８６０．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０３－０１）

·２０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