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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眶肿瘤及瘤样病变患者 ６９９ 例的临床组织病理学构成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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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分析眼眶肿瘤及瘤样病变的临床组织病理学构成
情况ꎮ
方法:回顾性系列病例研究ꎮ 连续收集 ２０１０－０１ / ２０２０－１２
天津市眼科医院眼眶病眼整形科收治的眼眶肿瘤及瘤样
病变患者 ６９９ 例 ７０７ 眼的临床组织病理学资料ꎬ参考美国
癌症联合会第 ８ 版眼肿瘤分期标准和 ＷＨＯ２０１８ 版眼部肿
瘤分类标准ꎬ将诊断结果分为良性、交界性及恶性三类ꎮ
将全部患者按照年龄划分为 ０~１７、１８~ ３９、４０~ ５９ 和６０ 岁
及以上共 ４ 组ꎮ 对各组组织病理学诊断构成情况进行
分析ꎮ
结果:纳入 ６９９ 例患者 ７０７ 眼中男 ３１１ 例 ３１６ 眼ꎬ女 ３８８ 例
３９１ 眼ꎮ 就诊年龄为 １~８４(平均 ３９.９±２.２)岁ꎮ 右侧眼眶
３０７ 例ꎬ左侧眼眶 ３８４ 例ꎬ双侧 ８ 例ꎮ 良性肿瘤及瘤样病变
５９８ 例 ６０４ 眼(８５.６％)ꎬ交界性肿瘤 ７ 例 ７ 眼(１.０％)ꎬ恶
性肿瘤 ９４ 例 ９６ 眼(１３.４％)ꎮ 在良性肿瘤及瘤样病变中ꎬ
位于前 ５ 位的依次为海绵状血管瘤(１１０ 例ꎬ１５.７％)ꎬ皮样
囊肿(９６ 例ꎬ１３.７％)ꎬ多形性腺瘤(５４ 例ꎬ７.７％)ꎬ炎性假
瘤(３８ 例ꎬ５.４％)ꎬ神经鞘瘤(２９ 例ꎬ４.１％)ꎻ交界性及恶性
肿瘤中ꎬ位于前 ５ 位的依次为非霍奇金淋巴瘤(４２ 例ꎬ
４１.６％)ꎬ孤立性纤维性肿瘤(１２ 例ꎬ１１.９％)ꎬ腺样囊性癌
(１１ 例ꎬ１０.９％)ꎬ转移癌(９ 例ꎬ８.９％)ꎬ横纹肌肉瘤(８ 例ꎬ
７.９％)ꎮ 在常见的眼眶良性肿瘤及瘤样病变中ꎬ海绵状血
管瘤和多形性腺瘤中女性患者明显多于男性ꎮ 在常见的
眼眶交界性和恶性肿瘤中ꎬ非霍奇金淋巴瘤和间叶性软骨
肉瘤中男性患者多于女性ꎮ ０ ~ １７ 岁患者中最常见的良、
恶性肿瘤分别是皮样囊肿和横纹肌肉瘤ꎬ１８~３９ 岁中最常
见的良、恶性肿瘤分别为皮样囊肿和孤立性纤维性肿瘤ꎬ
４０~５９ 岁中最常见的良、恶性肿瘤分别为海绵状血管瘤和
非霍奇金淋巴瘤ꎬ６０ 岁以上最常见的良、恶性肿瘤分别为
海绵状血管瘤和非霍奇金淋巴瘤ꎮ
结论:眼眶肿瘤及瘤样病变中多数为良性ꎮ 其中良性肿物

以海绵状血管瘤和皮样囊肿多见ꎮ 恶性肿瘤以非霍奇金
淋巴瘤多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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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ＯＩ:１０.３９８０ / 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５１２３.２０２３.４.３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ｈｉｓｔｏ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６９９ ｃａｓｅｓ ｗｉｔｈ ｏｒｂｉｔａｌ
ｔｕｍｏｒｓ ａｎｄ ｔｕｍｏｒ－ｌｉｋｅ ｌｅｓｉｏｎｓ

Ｙｕｎ Ｚｈａｏꎬ Ｓｈａ－Ｓｈａ Ｙｕꎬ Ｊｉｎ－Ｙｏｎｇ Ｌｉｎꎬ Ｈｏｎｇ Ｚｈａｏ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ｉｔｅｍｓ: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Ｙｏｕｔｈ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ｏｆ Ｔｉａｎｊｉｎ
Ｅｙｅ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 Ｎｏ. ＹＫＱＮ２００４ )ꎻ Ｋｅｙ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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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ｉａｎｊｉｎ Ｋｅｙ Ｌａｂ ｏｆ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Ｖｉｓｕ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ꎬ Ｔｉａｎｊｉｎ Ｅｙｅ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ꎻ Ｎａｎｋａ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ｄ Ｅｙｅ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ꎻ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ｏｇｙꎬ Ｔｉａｎｊｉｎ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Ｔｉａｎｊｉｎ
３０００２０ꎬ Ｃｈｉｎａ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ｃｅ ｔｏ:Ｈｏｎｇ Ｚｈａｏ. Ｔｉａｎｊｉｎ Ｋｅｙ Ｌａｂ ｏｆ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Ｖｉｓｕ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ꎬ Ｔｉａｎｊｉｎ Ｅｙｅ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ꎻ Ｎａｎｋａ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ｄ Ｅｙｅ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ꎻ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ｏｇｙꎬ Ｔｉａｎｊｉｎ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Ｔｉａｎｊｉｎ ３０００２０ꎬ Ｃｈｉｎａ. ｚｈａｏｈｏｎｇｅｙｅ＠ １６３.ｃｏｍ
Ｒｅｃｅｉｖｅｄ:２０２２－０６－１６　 　 Ａｃｃｅｐｔｅｄ:２０２３－０３－１６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 ＡＩＭ: Ｔｏ ａｎａｌｙｚｅ ｔｈｅ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ｈｉｓｔｏ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ｒｂｉｔａｌ ｔｕｍｏｒｓ ａｎｄ ｔｕｍｏｒ－ｌｉｋｅ ｌｅｓｉｏｎｓ.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Ｒｅｔ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ｃａｓｅ－ｓｅｒｉｅｓ ｓｔｕｄｙ. Ｔｈｅ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ｈｉｓｔｏ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ａｔａ ｏｆ ６９９ ｃａｓｅｓ (７０７ ｅｙｅｓ) ｗｉｔｈ ｏｒｂｉｔａｌ
ｔｕｍｏｒ ａｎｄ ｔｕｍｏｒ － ｌｉｋｅ ｌｅｓｉｏｎｓ ｗｈｏ ｔｒｅａ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ｏｒｂｉｔａｌ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ａｎｄ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ｉｃ ｐｌａｓｔｉｃ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ｉａｎｊｉｎ Ｅｙｅ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０ ａｎｄ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２０ ｗｅｒｅ
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 Ａｌｌ ｔｈｅ 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ｙ 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ｗｅｒｅ ｄｉｖｉｄｅｄ
ｉｎｔｏ ｔｈｒｅｅ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 ｗｈｉｃｈ ｗｅｒｅ ｂｅｎｉｇｎ ｔｕｍｏｒꎬ
ｂｏｒｄｅｒｌｉｎｅ ｔｕｍｏｒ ａｎｄ ｍａｌｉｇｎａｎｔ ｔｕｍｏｒ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ｅｉｇｈｔｈ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ｉｎｔ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ｎ Ｃａｎｃｅｒ
ｓｔａｇ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２０１８ Ｗｏｒｌ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ｕｍｏ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ｙｅ. Ａｌｌ ｃａｓｅｓ ｗｅｒｅ ｄｉｖｉｄｅｄ
ｉｎｔｏ ｆｏｕｒ ｇｒｏｕｐｓ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ａｇｅꎬ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０ ~ １７ ｙｅａｒｓ
ｏｌｄꎬ １８ ~ ３９ ｙｅａｒｓ ｏｌｄꎬ ４０ ~ ５９ ｙｅａｒｓ ｏｌｄꎬ ６０ ｙｅａｒｓ ａｎｄ
ａｂｏｖｅ.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ａｃｈ ｇｒｏｕｐ ｗａｓ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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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ｉｎ 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ｏｒｂｉｔ. Ｔｈｅｒｅ ｗｅｒｅ ５９８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６０４
ｅｙｅｓꎬ ８５.６％) ｗｉｔｈ ｂｅｎｉｇｎ ｔｕｍｏｒ ａｎｄ ｔｕｍｏｒ－ｌｉｋｅ ｌｅｓｉｏｎｓꎬ ７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 ７ ｅｙｅｓꎬ １. ０％) ｗｉｔｈ ｂｏｒｄｅｒｌｉｎｅ ｔｕｍｏｒꎬ ａｎｄ ９４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９６ ｅｙｅｓꎬ １３.４％) ｗｉｔｈ ｍａｌｉｇｎａｎｔ ｔｕｍｏｒｓ. Ｔｈｅ ｔｏｐ
５ ｂｅｎｉｇｎ ｔｕｍｏｒ ａｎｄ ｔｕｍｏｒ － ｌｉｋｅ ｌｅｓｉｏｎｓ ｗｅｒｅ ｃａｖｅｒｎｏｕｓ
ｈｅｍａｎｇｉｏｍａ ( １１０ ｃａｓｅｓꎬ １５. ７％)ꎬ ｄｅｒｍｏｉｄ ｃｙｓｔｓ ( ９６
ｃａｓｅｓꎬ １３.７％)ꎬ ｐｌｅｏｍｏｒｐｈｉｃ ａｄｅｎｏｍａｓ (５４ ｃａｓｅｓꎬ ７.７％)ꎬ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 ｐｓｅｕｄｏｔｕｍｏｒｓ ( ３８ ｃａｓｅｓꎬ ５. ４％)ꎬ ａｎｄ
ｓｃｈｗａｎｎｏｍａｓ ( ２９ ｃａｓｅｓꎬ ４. １％)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Ｔｈｅ ｔｏｐ ５
ｂｏｒｄｅｒｌｉｎｅ ａｎｄ ｍａｌｉｇｎａｎｔ ｔｕｍｏｒｓ ｗｅｒｅ ｎｏｎ － Ｈｏｄｇｋｉｎ
ｌｙｍｐｈｏｍａｓ ( ４２ ｃａｓｅｓꎬ ４１. ６％)ꎬ ｓｏｌｉｔａｒｙ ｆｉｂｒｏｕｓ ｔｕｍｏｒｓ
(１２ ｃａｓｅｓꎬ １１.９ ％)ꎬ ａｄｅｎｏｉｄ ｃｙｓｔｉｃ 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ｓ (１１ ｃａｓｅｓꎬ
１０. ９％)ꎬ ｍｅｔａｓｔａｔｉｃ ｔｕｍｏｒ ( ９ ｃａｓｅｓꎬ ８. ９％)ꎬ ａｎｄ
ｒｈａｂｄｏｍｙｏｓａｒｃｏｍａ ( ８ ｃａｓｅｓꎬ ７. ９％)ꎬ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ｏｎ ｏｒｂｉｔａｌ ｂｅｎｉｇｎ ｔｕｍｏｒｓ ａｎｄ ｔｕｍｏｒ －
ｌｉｋｅ ｌｅｓｉｏｎｓꎬ ｃａｖｅｒｎｏｕｓ ｈｅｍａｎｇｉｏｍａ ａｎｄ ｐｌｅｏｍｏｒｐｈｉｃ
ａｄｅｎｏｍａ ｓｈｏｗｅｄ ａ ｆｅｍａｌｅ ｐｒｅｄｏｍｉｎａｎｃｅ.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ｏｎ ｂｏｒｄｅｒｌｉｎｅ ａｎｄ ｍａｌｉｇｎａｎｔ ｔｕｍｏｒｓꎬ ｎｏｎ－Ｈｏｄｇｋｉｎ
ｌｙｍｐｈｏｍａ ａｎｄ ｍｅｓｅｎｃｈｙｍａｌ ｃｈｏｎｄｒｏｓａｒｃｏｍａ ｓｈｏｗｅｄ ａ
ｍａｌｅ ｐｒｅｄｏｍｉｎ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ｃｏｍｍｏｎ ｂｅｎｉｇｎ ａｎｄ
ｍａｌｉｇｎａｎｔ ｔｕｍｏｒｓ ｗｅｒｅ ｄｅｒｍｏｉｄ ｃｙｓｔｓꎬ
ｒｈａｂｄｏｍｙｏｓａｒｃｏｍａｓ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ｉｎ ｇｒｏｕｐ ｕｎｄｅｒ １８ ｙｅａｒｓ
ｏｌｄ. Ａｎｄ ｄｅｒｍｏｉｄ ｃｙｓｔｓ ａｎｄ ｓｏｌｉｔａｒｙ ｆｉｂｒｏｕｓ ｔｕｍｏｒｓ ｗｅｒｅ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ｃｏｍｍｏｎ ｂｅｎｉｇｎ ａｎｄ ｍａｌｉｇｎａｎｔ ｔｕｍｏｒｓ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１８ ａｎｄ ３９ ｙｅａｒｓ ｏｌｄ.
Ｃａｖｅｒｎｏｕｓ ｈｅｍａｎｇｉｏｍａ ａｎｄ ｎｏｎ － Ｈｏｄｇｋｉｎ ｌｙｍｐｈｏｍａｓ
ｗｅｒｅ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ｃｏｍｍｏｎ ｂｅｎｉｇｎ ａｎｄ ｍａｌｉｇｎａｎｔ ｔｕｍｏｒｓ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４０ ａｎｄ ５９ ｙｅａｒｓ ｏｌｄ. Ｗｈｉｌｅ
ｃａｖｅｒｎｏｕｓ ｈｅｍａｎｇｉｏｍａ ａｎｄ ｎｏｎ － Ｈｏｄｇｋｉｎ ｌｙｍｐｈｏｍａｓ
ｗｅｒｅ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ｃｏｍｍｏｎ ｂｅｎｉｇｎ ａｎｄ ｍａｌｉｇｎａｎｔ ｔｕｍｏｒｓ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ｉｎ ｃａｓｅｓ ｏｖｅｒ ６０ ｙｅａｒｓ ｏｌｄ.
•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Ｍｏｓｔ ｏｒｂｉｔａｌ ｔｕｍｏｒｓ ａｎｄ ｔｕｍｏｒ － ｌｉｋｅ
ｌｅｓｉｏｎｓ ａｒｅ ｂｅｎｉｇｎ.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ｃｏｍｍｏｎ ｂｅｎｉｇｎ ｏｒｂｉｔａｌ
ｔｕｍｏｒ ｉｓ ｃａｖｅｒｎｏｕｓ ｈｅｍａｎｇｉｏｍａꎬ ｆｏｌｌｏｗｅｄ ｂｙ ｄｅｒｍｏｉｄ
ｃｙｓｔ. Ｎｏｎ － Ｈｏｄｇｋｉｎ ｌｙｍｐｈｏｍａ ｉｓ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ｃｏｍｍｏｎ
ｍａｌｉｇｎａｎｔ ｏｒｂｉｔａｌ ｔｕｍｏｒ.
•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ｏｒｂｉｔａｌ ｄｉｓｅａｓｅꎻ ｏｃｕｌａｒ ｔｕｍｏｒꎻ
ｈｉｓｔｏ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ｙꎻ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ｓｐｅｃｔｒｕｍ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Ｚｈａｏ Ｙꎬ Ｙｕ ＳＳꎬ Ｌｉｎ ＪＹꎬ ｅｔ 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ｈｉｓｔｏ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６９９ ｃａｓｅｓ ｗｉｔｈ ｏｒｂｉｔａｌ ｔｕｍｏｒｓ ａｎｄ
ｔｕｍｏｒ－ｌｉｋｅ ｌｅｓｉｏｎｓ. Ｇｕｏｊｉ Ｙａｎｋｅ Ｚａｚｈｉ( Ｉｎｔ Ｅｙｅ Ｓｃｉ) ２０２３ꎻ２３(４):
６９４－６９９

０引言
眼眶及其内容物组织来源复杂ꎬ可来源于表皮外胚

层、中胚层及神经外胚层等三个胚层组织[１]ꎮ 因此发生于
眼眶部位的肿瘤及瘤样病变种类繁多ꎬ组织病理学分类复
杂ꎬ不同文献报道中的分类方法也不尽相同[２－３]ꎮ 根据美
国癌症协会的统计数据ꎬ眼眶肿瘤在人群中的年发病率低
于十万分之一[４]ꎮ 目前在眼科临床工作中ꎬ眼眶肿瘤及瘤
样病变相对少见ꎬ多数眼科医师对其认识不足ꎮ 而眼眶肿
瘤不仅影响视力和外观ꎬ部分恶性肿瘤甚至可能出现远处
转移危及生命ꎬ因此临床中我们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ꎮ 既
往文献中的我国大样本量眼眶肿瘤及瘤样病变的组织病
理学分析报道少见[５]ꎬ且近年来随着生活环境和诊断技术
的发展ꎬ该类肿瘤的疾病谱也发生了新变化ꎮ 为总结我国
北方地区大样本量眼眶肿瘤及肿瘤样病变组织病理学分

类情况ꎬ为临床工作提供参考ꎬ本研究对天津市眼科医院
眼眶病眼整形科自 ２０１０ － ０１ / ２０２０ － １２ 诊治并存档的
６９９ 例眼眶肿瘤及瘤样病变患者临床和病理学资料进行
回顾性分析ꎮ
１对象和方法
１.１ 对象　 回顾性系列病例研究ꎮ 收集 ２０１０－０１ / ２０２０－１２
在天津市眼科医院眼眶病眼整形科存档记录的 ７１０ 例眼
眶肿瘤及肿瘤样病变患者临床病理组织学资料ꎮ 对其中
１１ 例病理诊断不能确定或诊断为正常组织者排除在外ꎮ
最终共获得具有完整资料的患者 ６９９ 例ꎬ其中 ６７４ 例患者
经住院后行手术治疗ꎬ组织病理学检查后确定诊断ꎮ 对原
诊断不清的肿瘤及肿瘤样病变均经高年资病理医师复查
确诊ꎬ部分病理切片经多家病理医师会诊得出诊断ꎮ 其中
２５ 例患者经临床和影像学检查确定诊断ꎬ并经多名高年
资眼肿瘤医师反复核对确定ꎮ 所有患者均被告知检查目
的ꎬ并获得患者或其监护人同意ꎬ签署知情同意书ꎮ 本研
究符合«赫尔辛基宣言»ꎬ并通过天津市眼科医院伦理委
员会审查(Ｎｏ.２０２２０２４)ꎮ
１.２方法　 纳入 ６７４ 例患者的眼眶肿瘤及肿瘤样病变经手
术完整切除ꎬ手术标本均固定于 １０％甲醛溶液中ꎬ常规石
蜡包埋ꎬ切片ꎬＨＥ 染色ꎬ部分标本行特殊染色或免疫组织
化学染色ꎬ光镜下进行组织病理学观察ꎮ 组织病理学诊断
分类参考美国癌症联合会第 ８ 版眼肿瘤分期标准和
ＷＨＯ２０１８ 版眼部肿瘤分类标准ꎮ 因考虑到病变部位和病
理特点的特殊性ꎬ我们将泪腺肿瘤和泪囊肿瘤单独分类ꎮ
２５ 例经临床和影像学诊断的患者进行了完整的眼部和全
身病史采集ꎬ详细的临床检查ꎬ影像学检查包括超声、ＣＴ
和 ＭＲＩꎮ

统计学分析:采用 ＳＰＳＳ ２２.０ 统计学软件分析ꎮ 计数
资料比较采用 χ２检验ꎬ以 Ｐ<０.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２结果
２.１纳入患者一般资料　 本组病例共收集 ６９９ 例眼眶肿瘤
及肿瘤样病变患者的临床和病理资料ꎮ 其中男 ３１１ 例 ３１６
眼ꎬ女 ３８８ 例 ３９１ 眼ꎬ男∶女＝ １∶ １.２ꎮ 就诊年龄为 １~ ８４(平
均 ３９.９±２.２)岁ꎮ 右侧眼眶 ３０７ 例ꎬ左侧眼眶 ３８４ 例ꎬ双侧
８ 例ꎮ 良性肿瘤及瘤样病变 ５９８ 例 ６０４ 眼(８５.６％)ꎬ交界
性肿瘤 ７ 例 ７ 眼(１.０％)ꎬ恶性肿瘤 ９４ 例 ９６ 眼(１３.４％)ꎮ
本研究 ６９９ 例眼眶肿瘤及瘤样病变根据组织病理学分类ꎬ
位于前 ５ 位的分别是血管淋巴管性肿瘤(１８３ 例ꎬ２６.２％)ꎬ
眼眶囊肿(１２２ 例ꎬ１７.５％)ꎬ泪腺肿瘤(８３ 例ꎬ１１.９％)ꎬ眼
眶炎性病变(７９ 例ꎬ１１.３％)和淋巴造血系统肿瘤(７３ 例ꎬ
１０.４％)ꎮ 本研究眼眶肿瘤及肿瘤样病变患者的年龄、性
别、眼别和组织病理学构成情况见表 １ꎮ
２.２各类眼眶常见良性肿瘤及瘤样病变的组织病理学构
成和性别比例 　 良性肿物:前 ５ 位依次为海绵状血管瘤
(１１０ 例ꎬ１５. ７％)ꎬ见图 １ꎬ皮样囊肿 ( ９６ 例ꎬ１３. ７％)ꎬ见
图 ２ꎬ多形性腺瘤(５４ 例ꎬ７.７％)ꎬ炎性假瘤(３８ 例ꎬ５.４％)ꎬ
神经鞘瘤 ( ２９ 例ꎬ ４. １％)ꎮ 其次为毛细血管瘤 ( ２４ 例
３.４％)ꎬ黏液囊肿(２１ 例ꎬ３. ０％)ꎬ淋巴组织增生(１８ 例ꎬ
２.６％)ꎬ血囊肿(１４ 例ꎬ２.０％)ꎬ见表 ２ꎮ 在常见的眼眶良性
肿瘤及瘤样病变中ꎬ海绵状血管瘤的男女比为 １∶ ２.９ (Ｐ<
０.０５)ꎬ多形性腺瘤的男女比为 １∶ １.５(Ｐ<０.０５)ꎬ这两种肿
瘤中女性患者明显多于男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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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眼眶海绵状血管瘤　 Ａ:ＣＴ 显示左眼眶肌锥内眼球后可见一类圆形肿物ꎻＢ:镜下见肿瘤表面有纤维性包膜ꎬ大血管腔内可见血

栓机化ꎬ血管间质中有类脂性巨噬细胞ꎮ

表 １　 纳入患者一般资料

分类 例数(％) 平均年龄(ｘ±ｓꎬ岁) 男 /女(例) 右眼 /左眼 /双眼(例)
先天发育异常 ９(１.３) ６.１±０.９ (１~２１) ６ / ３ ４ / ４ / １
眼眶炎性病变 ７９(１１.３) ４５.１±２.１ (１９~７１) ３１ / ４８ ３０ / ４７ / ２
眼眶囊肿 １２２(１７.５) ３２.２±１.１ (１~８２) ６８ / ５４ ５８ / ６４ / ０
血管淋巴管性肿瘤 １８３(２６.２) ３９.４±３.１(１~８０) ５９ / １２４ ７３ / １１０ / ０
肌源性肿瘤 ９(１.３) ３２.４±０.８ (４~７５) ４ / ５ ３ / ６ / ０
纤维、脂肪、骨、软骨和间叶肿瘤 １５(２.１) ３１.２±１.７(９~５５) ６ / ９ ５ / ８ / ２
神经源性肿瘤 ６６(９.４) ３６.６±２.７ (１~７２) ３１ / ３５ ３４ / ３２ / ０
泪腺肿瘤 ８３(１１.９) ４２.６±４.１(１４~７３) ３４ / ４９ ３３ / ５０ / ０
泪囊肿瘤 ２２(３.１) ４６.０±２.１ (１８~７８) ８ / １４ １２ / ９ / １
继发性肿瘤 １３(１.９) ５９.４±１.７ (９~８０) ５ / ８ ６ / ７ / ０
转移性肿瘤 ９(１.３) ６６.５±１.３(４８~８４) ４ / ５ ５ / ４ / ０
淋巴造血系统肿瘤 ７３(１０.４) ５５.４±３.９ (７~７９) ４４ / ２９ ３６ / ３５ / ２
血管畸形 １１(１.６) ４３.６±２.１(１９~６８) ７ / ４ ５ / ６ / ０
其他 ５ (０.７) ４５.６±１.１(３~７５) ４ / １ ３ / ２ / ０
　 　 　 　 　 　 　 　 　 　 　 　 　 　

合计 ６９９(１００) ３９.９±２.２ (１~８４) ３１１ / ３８８ ３０７ / ３８４ / ８

表 ２　 各类眼眶常见良性肿瘤及瘤样病变患者的平均年龄及性别分布

病变种类 例数 百分比(％) 平均年龄(ｘ±ｓꎬ岁) 中位数年龄(岁) 男 /女(例)
海绵状血管瘤 １１０ １５.７ ４６.４±４.１ ４５ ２８ / ８２
皮样囊肿 ９６ １３.７ １９.５±３.２ １８ ５６ / ４０
多形性腺瘤 ５４ ７.７ ４１.６±２.８ ４２ ２２ / ３２
炎性假瘤 ３８ ５.４ ４７.２±１.９ ４６ ２４ / １４
神经鞘瘤 ２９ ４.１ ４０.７±２.２ ４１ １４ / １５
毛细血管瘤 ２４ ３.４ ９.２±１.８ １０ １３ / １１
黏液囊肿 ２１ ３.０ ５３.６±２.３ ５２ １２ / ９
淋巴细胞非典型增生 １８ ２.６ ６２.４±１.６ ６４ ７ / １１
血囊肿 １４ ２.０ ３６.３±１.２ ３６ ６ / ８
其他 １９４ ３２.４ ３９.４±４.３ ３８ ８１ / １１３

合计 ５９８ １００.０ ３８.２±２.４ ３７ ２６３ / ３３５

２.３各类眼眶常见交界性及恶性肿瘤的组织病理学构成
和性别比例　 交界性肿物及恶性肿物:前 ５ 位依次为非霍
奇金淋巴瘤(４２ 例ꎬ４１.６％)ꎬ见图 ３ꎬ孤立性纤维性肿瘤
(１２ 例ꎬ１１.９％)ꎬ腺样囊性癌(１１ 例ꎬ１０.９％)ꎬ见图 ４ꎬ转移
癌(９ 例ꎬ８.９％)ꎬ横纹肌肉瘤(８ 例ꎬ７.９％)ꎮ 其余少见恶
性肿瘤包括血管内皮瘤(５ 例ꎬ５.０％)ꎬ间叶性软骨肉瘤
(３ 例ꎬ３.０％)ꎬ见表 ３ꎮ 在常见的眼眶交界性和恶性肿瘤
中ꎬ非霍奇金淋巴瘤的男女比为 １∶ ０.６(Ｐ<０.０５)ꎬ间叶性

软骨肉瘤的 ３ 例均为男性(Ｐ<０.０５)ꎬ在这两种肿瘤中男
性患者多于女性ꎮ
２.４ 良恶性肿物年龄分布情况 　 良性肿瘤及瘤样病变的
平均年龄为 ３８.２±２.４ 岁ꎬ交界性及恶性肿瘤的平均年龄
为 ４９.９± １.９ 岁ꎮ 良性肿瘤及瘤样病变中ꎬ小于 ４０ 岁者
２５３ 例ꎬ４０ 岁及以上者 ３４５ 例ꎬ不同年龄组的分布情况见
表 ４ꎻ交界性及恶性肿瘤中ꎬ小于 ４０ 岁者 ２０ 例ꎬ４０ 岁及以
上者 ８１ 例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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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眼眶皮样囊肿　 Ａ:ＣＴ 显示右眼眶内低密度囊性肿物与颞窝低密度肿物沟通ꎬ呈哑铃状ꎻＢ:镜下见囊肿壁衬有非角化性鳞状上

皮细胞ꎬ囊肿壁周围有大量皮脂腺ꎮ

图 ３　 眼眶非霍奇金淋巴瘤　 Ａ:ＣＴ 显示右眼眶泪囊区上方不规则形占位影ꎬ贴附于眼球壁和眼眶生长ꎬ呈铸造形ꎻＢ:镜下见肿瘤细

胞呈椭圆形ꎬ体积较大ꎬ呈明显异型性ꎮ

图 ４　 泪腺腺样囊性癌　 Ａ:ＣＴ 显示左眼眶泪腺肿瘤呈长椭圆形ꎬ向眶尖蔓延ꎻＢ:镜下见肿瘤细胞巢内有蜂窝状腔隙ꎬ腔内含有淡红

色的黏多糖物质ꎬ呈浸润性生长ꎮ

表 ３　 各类眼眶常见交界性及恶性肿瘤患者的平均年龄及性别分布

病变种类 例数 百分比(％) 平均年龄(ｘ±ｓꎬ岁) 中位数年龄(岁) 男 /女(例)
非霍奇金淋巴瘤 ４２ ４１.６ ５９.４±３.１ ５８ ２６ / １６
孤立性纤维性肿瘤 １２ １１.９ ４５.３±１.７ ４４ ５ / ７
腺样囊性癌 １１ １０.９ ４０.４±１.５ ４１ ４ / ７
转移癌 ９ ８.９ ６７.２±０.９ ６６ ４ / ５
横纹肌肉瘤 ８ ７.９ １４.２±１.７ １４ ３ / ５
血管内皮瘤 ５ ５.０ ３６.４±１.１ ３７ ２ / ３
间叶性软骨肉瘤 ３ ３.０ ２７.３±０.４ ２６ ３ / ０
其他 １１ １０.９ ５２.２±１.５ ５３ １ / １０

合计 １０１ １００.０ ４９.９±１.９ ４８ ４８ / ５３

２.５ 不同年龄组眼眶良性肿瘤及瘤样病变的发病情况 　
将所有患者按照年龄划分为 ０~１７、１８~ ３９、４０~ ５９ 和６０ 岁
及以上共 ４ 组ꎬ对常见肿瘤及瘤样病变类型和各年龄段患
者的组织病理学特点进行分析ꎮ 良性肿瘤及瘤样病变:
０~１７岁者 １１０ 例(１５.８％)ꎬ前 ３ 位依次为皮样囊肿、毛细
血管瘤、黏液囊肿ꎻ１８~３９ 岁者 １４３ 例(２３.９％)ꎬ前 ３ 位依

次为皮样囊肿、海绵状血管瘤、多形性腺瘤ꎻ４０ ~ ５９ 岁者
２０４ 例(３４.１％)ꎬ前 ３ 位依次为海绵状血管瘤、多形性腺
瘤、炎性假瘤ꎻ６０ 岁及以上者 １４１ 例(２３.６％)ꎬ前 ３ 位依次
为海绵状血管瘤、炎性假瘤、多形性腺瘤ꎬ见表 ４ꎮ
２.６ 不同年龄组眼眶恶性肿瘤的发病情况 　 交界性及恶
性肿瘤:０~１７ 岁者 ９ 例(８.９％)ꎬ前 ３ 位依次为横纹肌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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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４　 各类眼眶常见良性肿瘤及瘤样病变在不同年龄组的分布情况

病变种类 例数
０~１７ 岁

例数 百分比(％)
１８~３９ 岁

例数 百分比(％)
４０~５９ 岁

例数 百分比(％)
６０ 岁及以上

例数 百分比(％)
海绵状血管瘤 １１０ ０ ０ ２２ １５.４ ５２ ２５.５ ３６ ２５.５
皮样囊肿 ９６ ６２ ５６.４ ２４ １６.８ ８ ３.９ ２ １.４
多形性腺瘤 ５４ １ ０.９ １５ １０.５ ２８ １３.７ １０ ７.１
炎性假瘤 ３８ ０ ０ ７ ４.９ １５ ７.４ １６ １１.３
神经鞘瘤 ２９ ３ ２.７ １１ ７.７ ７ ３.４ ８ ５.７
毛细血管瘤 ２４ １９ １７.３ ４ ２.８ １ ０.５ ０ ０
黏液囊肿 ２１ ４ ３.６ ８ ５.６ ６ ２.９ ３ ２.１
淋巴细胞非典型增生 １８ ０ ０ ３ ２.１ １０ ４.９ ５ ３.５
血囊肿 １４ ２ １.８ ６ ４.２ ６ ２.９ ０ ０
其他 １９４ １９ １７.３ ４３ ３０.１ ７１ ３４.８ ６１ ４３.３

合计 ５９８ １１０ １００.０ １４３ １００.０ ２０４ １００.０ １４１ １００.０

瘤、非霍奇金淋巴瘤、孤立性纤维性肿瘤ꎻ１８ ~ ３９ 岁者
１１ 例(１０.９％)ꎬ前 ３ 位依次为孤立性纤维性肿瘤、血管内

皮瘤、间叶性软骨肉瘤ꎻ４０~５９ 岁者 ３９ 例(３８.６％)ꎬ前３ 位

依次为非霍奇金淋巴瘤、腺样囊性癌、孤立性纤维性肿瘤ꎻ
６０ 岁及以上者 ４１ 例(４０.６％)ꎬ前 ３ 位依次为非霍奇金淋
巴瘤、转移癌、腺样囊性癌ꎬ见表 ５ꎮ
３讨论

３.１ 眼眶肿瘤及瘤样病变的特点和疾病谱变化 　 眼眶肿

瘤及瘤样病变的组织病理学分类复杂ꎮ 本研究中所包含
的组织病理学类型就多达 ６４ 种ꎮ 对于眼眶肿瘤及瘤样病

变的报道ꎬ各国不同地区不同医疗机构的研究结果具有一

定差异性ꎮ 这主要是由于种族、环境和不同医疗机构的诊

疗水平差异造成的[６]ꎮ 在亚洲特别是我国大样本量的眼

眶肿瘤组织病理学资料中ꎬ海绵状血管瘤往往占全部眼眶

肿瘤和良性眼眶肿瘤中的首位[７]ꎮ 但这一结果却在欧美

国家同类研究中却并不多见[８]ꎮ 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ꎬ我
国人群中不同时期眼眶肿瘤及瘤样病变的组织病理学构
成情况也发生了很多变化ꎮ 随着医疗水平的提高ꎬ多数眼

眶良性肿瘤得到了及早发现和治疗ꎬ这造成恶性肿瘤所占

比例相对下降ꎮ 但我们的研究也发现ꎬ近年来眼眶恶性淋

巴瘤的占比增加ꎬ眼眶恶性复发性肿瘤时有出现ꎬ这些问
题同样值得关注ꎮ
３.２ 不同地区眼眶肿瘤及瘤样病变的差异性 　 本组研究

中ꎬ良性肿瘤及瘤样病变前 ５ 位的依次是海绵状血管瘤、
皮样囊肿、多形性腺瘤、炎性假瘤和神经鞘瘤ꎮ 这与王琳

艳(２０２３ 年)等[９]统计的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和

孙宏霞(２００５ 年)等[１０] 统计的北京武警总医院的病例情

况大致相近ꎬ海绵状血管瘤均为第一位ꎮ 但与这两组病例

相比ꎬ本组病例中静脉性血管瘤比例较低ꎮ 这主要是由于

我院为眼科专科医院ꎬ相较这两家综合医院在诊疗侧重上

的不同造成的ꎮ 我们的统计结果也与王琳艳等[７] 统计的

浙江大学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的 １４８５ 例南方地区眼眶肿

瘤及瘤样病变的结果相一致ꎮ 而与 ２０１９ 年日本东京地区
医院所报道的结果不同ꎬ他们所报道的前 ５ 位依次为炎性

假瘤、ＩｇＧ４ 相关眼眶病、海绵状血管瘤、多形性腺瘤和皮

样囊肿或表皮样囊肿[１１]ꎮ 而美国 Ｗｉｌｌｓ 眼科医院报道的

１２６４ 例眼眶肿瘤患者中前 ５ 位为炎性假瘤、海绵状血管

瘤、淋巴管瘤、脑膜瘤和视神经胶质瘤[１２]ꎮ 意大利也有报

道在 ２４８０ 例眼眶肿瘤患者中前 ５ 位依次为皮样囊肿或表

皮样囊肿、海绵状血管瘤、黏液囊肿、淋巴管瘤和脑膜

瘤[１３]ꎮ 虽然不同年代、不同地区的研究间资料收集和组

织病理学分类方法可能存在差别ꎬ但不难看出欧美人群中

海绵状血管瘤的发病情况普遍低于我国人群ꎬ其中具体机
制尚需进一步研究ꎮ
３.３ 眼眶良性肿瘤及瘤样病变的特征分析 　 海绵状血管

瘤为本组病例中最多见的良性肿瘤ꎬ既往报道该肿瘤多见

于 ４０~５０ 岁中年女性患者[１４]ꎮ 本组病例中海绵状血管瘤

患者平均年龄 ４６.４±４.１ 岁ꎬ中位年龄为 ４５ 岁ꎮ 女性患者

明显多于男性ꎬ这一结果与既往研究相符ꎮ 本组病例中ꎬ
仅次于海绵状血管瘤第二位常见的眼眶良性肿瘤为皮样

囊肿ꎮ 眼眶皮样囊肿起源于胚胎发育过程中残留在中胚

叶的表面外胚叶组织ꎬ是最常见的眼眶囊性病变[１５]ꎮ 在

我们曾报道过的 ５０４ 例儿童眼部肿瘤中ꎬ皮样囊肿位于儿

童眼眶肿瘤的首位[１６]ꎮ 本组病例中 ０ ~ １７ 岁组皮样囊肿

患者为 ６２ 例ꎬ占全部皮样囊肿患者的 ５６.４％ꎮ 同时在本

组病例 １８~３９ 岁年龄组中ꎬ皮样囊肿占良性肿瘤及瘤样

病变的首位ꎮ 本组中第三位良性眼眶肿瘤为泪腺多形性
腺瘤ꎬ该肿瘤同时是本组病例中泪腺肿瘤最多见的类型ꎮ
既往研究报道ꎬ泪腺多形性腺瘤多发生于 ３０ ~ ５０ 岁的中

年女性[１７]ꎮ 本组泪腺多形性腺瘤平均年龄 ４１.６±２.８ 岁ꎬ
这与既往报道相一致ꎮ 该肿瘤的复发问题值得关注ꎬ手术

中应特别注意防止肿瘤包膜破裂ꎬ完整摘除ꎮ 有报道复发

性泪腺多形性腺瘤可发生恶变ꎬ侵蚀骨壁ꎬ再次手术治疗

困难ꎬ往往需要术后辅助放射治疗[１８]ꎮ
３.４ 眼眶恶性肿瘤的特征分析 　 本组病例中最常见的眼
眶恶性肿瘤是非霍奇金淋巴瘤ꎮ 眼眶淋巴瘤是近年来眼

肿瘤研究的热点ꎬ国内一些规模较大的医疗单位这类病例

不仅不少见ꎬ且有逐年增多的趋势[１９]ꎮ 本组 ４２ 例眼眶非

霍奇金淋巴瘤均为 Ｂ 细胞来源ꎬ其中 ３０ 例为黏膜相关性

淋巴组织淋巴瘤ꎬ１２ 例为弥漫大 Ｂ 细胞淋巴瘤ꎮ 在欧美

国家中ꎬ弥漫大 Ｂ 细胞淋巴瘤为眼眶非霍奇金淋巴瘤的
主要亚型ꎬ而近年来中国人群中的研究报道以黏膜相关淋

巴组织淋巴瘤占多数ꎬ这可能与遗传和环境因素差异有

关[２０－２１]ꎮ 孤立性纤维性肿瘤位居本组交界性及恶性眼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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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５　 各类眼眶常见交界性及恶性肿瘤在不同年龄组的分布情况

病变种类 例数
０~１７ 岁

例数 百分比(％)
１８~３９ 岁

例数 百分比(％)
４０~５９ 岁

例数 百分比(％)
６０ 岁及以上

例数 百分比(％)
非霍奇金淋巴瘤 ４２ １ １１.１ ０ ０ １９ ４７.５ ２２ ５３.７
孤立性纤维性肿瘤 １２ １ １１.１ ３ ２７.３ ５ １２.５ ３ ７.３
腺样囊性癌 １１ ０ ０ １ ９.１ ６ １５.０ ４ ９.８
转移癌 ９ ０ ０ ０ ０ ３ ７.５ ６ １４.６
横纹肌肉瘤 ８ ７ ７７.７ １ ９.１ ０ ０ ０ ０
血管内皮瘤 ５ ０ ０ ２ １８.２ ２ ５.０ １ ２.４
间叶性软骨肉瘤 ３ ０ ０ ２ １８.２ １ ２.５ ０ ０
其他 １１ ０ ０ ２ １８.２ ４ １０.０ ５ １２.２

合计 １０１ ９ １００.０ １１ １００.０ ４０ １００.０ ４１ １００.０

肿瘤的第二位ꎬ高于既往国内外同类研究ꎬ这可能与近年
来对这一肿瘤的病理研究和重新认识有关ꎮ 该肿瘤是一

种梭形细胞软组织肿瘤ꎬ发生于眼眶者少见ꎮ 既往研究认
为眼眶孤立性纤维性肿瘤属于交界性肿瘤ꎬ多数病例经手

术切除后不复发ꎬ预后较好ꎮ 通过临床观察认为ꎬ在部分

肿瘤细胞局部增生活跃ꎬ细胞排列不规则ꎬ细胞核异型性

明显的患者中具有较高的复发倾向[２２]ꎮ 泪腺腺样囊性癌

是本组泪腺肿瘤中最常见的恶性肿瘤病理类型ꎮ 该肿瘤

在日本的同类研究中所占的比例与本研究相近[１１]ꎬ但在

欧美国家的研究中所占比例相对较低[１２－１３]ꎮ 以往研究认

为泪腺腺样囊性癌可发生于任何年龄段ꎬ以 ４０ ~ ６０ 岁多
见ꎬ有研究者统计认为没有明显性别差异ꎬ也有研究者认

为该肿瘤女性患者居多[２３]ꎮ 本组 １１ 例泪腺腺样囊性癌

患者中女性略多于男性ꎮ
综述所述ꎬ眼眶肿瘤及瘤样病变病理类型繁多ꎬ临床

表现各异ꎬ有时通过影像学检查仍难以鉴别ꎮ 部分恶性肿

瘤起病迅速ꎬ延误治疗不仅影响视力外观甚至可能危及生
命ꎮ 本研究所总结的病例样本量较大ꎬ可以反映我国北方

地区近十年内的眼眶肿瘤及瘤样病变的发病情况ꎮ 由于
我院是眼科专科医院ꎬ且本组病例是以手术治疗为主的患

者ꎬ可能存在一定偏倚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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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 ２０１９ꎻ６４(６):７４１－７５６
３ Ｂｈａｔｔ ＡＳꎬ Ｎａｎｄｅｅｓｈ ＢＮꎬ Ｍｈａｔｒｅ Ｒꎬ ｅｔ ａｌ. Ｇａｍｕｔ ｏｆ ｏｒｂｉｔａｌ ｌｅｓｉｏｎｓ ｉｎ ａ
ｔｅｒｔｉａｒｙ ｎｅｕｒｏｃｅｎｔｅｒ － ａ ｃｌｉｎｉｃｏ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ｌｅｓｉｏｎｓ ｓｅｅｎ ｏｖｅｒ ａ
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 ｏｎｅ ｄｅｃａｄｅ. Ｎｅｕｒｏｌ Ｉｎｄｉａ ２０２２ꎻ７０(３):１０６９－１０７６
４ Ｐｏｕｄｙａｌ Ｐꎬ Ｈａｍａｌ Ｄꎬ Ｓｈｒｅｓｔｈａ Ｐ. Ｏｒｂｉｔａｌ ｔｕｍｏｒｓ ａｎｄ ｔｕｍｏｒ ｌｉｋｅ
ｌｅｓｉｏｎｓ: ａ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ｂａｓｅｄ ｓｔｕｄｙ. Ｊ Ｎｅｐ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Ｒｅｓ Ｃｏｕｎｃ ２０２２ꎻ２０(１):
２６－３２
５ Ｌｉ ＸＨꎬ Ｙｉｎｇ ＧＳꎬ Ｌｉｕ ＸＨꎬ ｅｔ ａｌ. Ａｇ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４５２６ ｓｕｒｇｉｃａｌｌｙ
ｅｘｃｉｓｅｄ 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 ｏｆ ｅｙｅ ｔｕｍｏｒｓ ｂｙ ｈｉｓｔｏ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Ｆｒｏｎｔ Ｂｉｏｓｃｉ (Ｌａｎｄｍａｒｋ Ｅｄ) ２０２２ꎻ２７(４):１３２
６ Ｓｈｉｍｉｚｕ Ｎꎬ Ｏｓｈｉｔａｒｉ Ｔꎬ Ｙｏｔｓｕｋｕｒａ Ｊꎬ ｅｔ ａｌ. Ｔｅｎ－ｙｅａｒ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ｏｃｕｌａｒ ａｎｄ ｏｒｂｉｔａｌ ｔｕｍｏｒｓ ｉｎ Ｃｈｉｂ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ＢＭＣ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 ２０２１ꎻ２１(１):３４４
７ 王琳艳ꎬ 陈丽荣ꎬ 戴喜哲ꎬ 等. 眼部肿瘤及瘤样病变 ７９１０ 例临床病

理学分析. 中华眼科杂志 ２０１９ꎻ５５(１１):８４７－８５３
８ Ｍｏｎｔａｎｏ Ｎꎬ Ｌａｕｒｅｔｔｉ Ｌꎬ ＤＡｌｅｓｓａｎｄｒｉｓ ＱＧꎬ ｅｔ ａｌ. Ｏｒｂｉｔａｌ ｔｕｍｏｒｓ: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７０ ｓｕｒｇｉｃａｌｌｙ ｔｒｅａｔｅｄ ｃａｓｅｓ. Ｗｏｒｌｄ Ｎｅｕｒｏｓｕｒｇ ２０１８ꎻ１１９:ｅ４４９－ｅ４５８
９ 王琳艳ꎬ邵安ꎬ孟素坤ꎬ 等. ２０００ 至 ２０２１ 年眼眶占位性病变 １９１３ 例

的临床病理学构成分析. 中华眼科杂志 ２０２３ꎻ５９(１):２０－２５
１０ 孙宏霞ꎬ 肖利华ꎬ 朱惠. ９９７ 例眼眶占位性病变的组织病理学分

类. 眼科 ２００５ꎻ１４(６):３６９－３７２
１１ Ｇｏｔｏ Ｈꎬ Ｙａｍａｋａｗａ Ｎꎬ Ｋｏｍａｔｓｕ Ｈꎬ ｅｔ ａｌ. Ｃｌｉｎｉｃｏ －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１０００ ｃａｓｅｓ ｏｆ ｏｒｂｉｔａｌ ｔｕｍｏｒｓ. Ｊｐｎ Ｊ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 ２０２１ꎻ６５(５):
７０４－７２３
１２ Ｓｈｉｅｌｄｓ ＪＡꎬ Ｓｈｉｅｌｄｓ ＣＬꎬ Ｓｃａｒｔｏｚｚｉ Ｒ. Ｓｕｒｖｅｙ ｏｆ １２６４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ｏｒｂｉｔａｌ ｔｕｍｏｒｓ ａｎｄ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ｎｇ ｌｅｓｉｏｎｓ: ｔｈｅ ２００２ Ｍｏｎｔｇｏｍｅｒｙ Ｌｅｃｔｕｒｅꎬ ｐａｒｔ
１.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ｏｇｙ ２００４ꎻ１１１(５):９９７－１００８
１３ Ｂｏｎａｖｏｌｏｎｔà Ｇꎬ Ｓｔｒｉａｎｅｓｅ Ｄꎬ Ｇｒａｓｓｉ Ｐꎬ ｅｔ ａｌ. 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２ꎬ ４８０
ｓｐａｃｅ－ｏｃｃｕｐｙｉｎｇ ｌｅ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ｏｒｂｉｔ ｆｒｏｍ １９７６ ｔｏ ２０１１.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ｉｃ Ｐｌａｓｔ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 Ｓｕｒｇ ２０１３ꎻ２９(２):７９－８６
１４ Ｋｉｍ ＭＨꎬ Ｋｉｍ ＪＨꎬ Ｋｉｍ ＳＥꎬ ｅｔ ａｌ. Ｓｕｒｇｉｃａｌ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ｏｆ ｉｎｔｒａｃｏｎａｌ
ｃａｖｅｒｎｏｕｓ ｖｅｎｏｕｓ ｍａｌ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ｉｒ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ｆｏｕｒ ｒｉｇｈｔ－
ａｎｇｌｅｄ ｓｅｃｔｏｒｓ. Ｊ Ｃｒａｎｉｏｆａｃ Ｓｕｒｇ ２０１９ꎻ３０(６):１７００－１７０５
１５ Ｐｕｓｈｋｅｒ Ｎꎬ Ｍｅｅｌ Ｒꎬ Ｋｕｍａｒ Ａꎬ ｅｔ ａｌ. Ｏｒｂｉｔａｌ ａｎｄ ｐｅｒｉｏｒｂｉｔａｌ ｄｅｒｍｏｉｄ /
ｅｐｉｄｅｒｍｏｉｄ ｃｙｓｔ: ａ ｓｅｒｉｅｓ ｏｆ ２８０ ｃａｓｅｓ ａｎｄ ａ ｂｒｉｅｆ ｒｅｖｉｅｗ. Ｃａｎ Ｊ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 ２０２０ꎻ５５(２):１６７－１７１
１６ 赵云ꎬ赵红ꎬ林锦镛ꎬ等. 儿童眼部肿瘤 ５０４ 例临床病理分析. 中华

眼科杂志 ２０１６ꎻ５２(１０):７６４－７６８
１７ Ａｌｔｕｒｋｉｓｔａｎｙ Ｗꎬ Ａｌｔｈａｑｉｂ Ｒꎬ Ａｌｓｕｌａｉｍａｎ Ｎꎬ ｅｔ ａｌ. Ｌａｃｒｉｍａｌ ｇｌａｎｄ
ｌｅｓｉｏｎｓ ｂｉｏｐｓｉｅｄ ｉｎ ａ ｔｅｒｔｉａｒｙ ｅｙｅ ｃｅｎｔｅｒ ｉｎ Ｓａｕｄｉ Ａｒａｂｉａ: ａ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ꎬ
ｒａｄ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ꎬ ｓｕｒｇｉｃａｌꎬ ａｎｄ ｈｉｓｔ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Ｃｌｉｎ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 ２０２２ꎻ
１６:１９１－２００
１８ Ｚｈａｏ ＪＷꎬ Ｐａｐｐ ＡＭꎬ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 ＭＤꎬ ｅｔ ａｌ. Ｍｕｌｔｉｆｏｃａｌ 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ｐｌｅｏｍｏｒｐｈｉｃ ａｄｅｎｏｍａ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ｃｒｉｍａｌ ｇｌａｎｄ. Ａｍ Ｊ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 Ｃａｓｅ Ｒｅｐ
２０２２ꎻ２７:１０１６００
１９ 赵云ꎬ 赵红ꎬ 惠靖雯ꎬ 等. ６５ 岁及以上老年人眼部肿瘤 ７８４ 例病

理学诊断构成分析. 眼科 ２０２０ꎻ２９(１):４３－４８
２０ Ｈｓｕ ＣＲꎬ Ｃｈｅｎ ＹＹꎬ Ｙａｏ Ｍꎬ ｅｔ ａｌ. Ｏｒｂｉｔａｌ ａｎｄ ｏｃｕｌａｒ ａｄｎｅｘａｌ
ｌｙｍｐｈｏｍａ: 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ｐｒｏｇｎｏｓｔｉｃ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 Ｔａｉｗａｎ.
Ｅｙｅ (Ｌｏｎｄ) ２０２１ꎻ３５(７):１９４６－１９５３
２１ Ｏｌｓｅｎ ＴＧꎬ Ｈｏｌｍ Ｆꎬ Ｍｉｋｋｅｌｓｅｎ ＬＨꎬ ｅｔ ａｌ. Ｏｒｂｉｔａｌ ｌｙｍｐｈｏｍａ － ａ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ｕｌｔｉｃｅｎｔｅｒ ｒｅｔ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ｙ. Ａｍ Ｊ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 ２０１９ꎻ１９９:
４４－５７
２２ Ｒｅｎ ＭＹꎬ Ｌｉ Ｊꎬ Ｗｕ ＹＸꎬ ｅｔ ａｌ.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ｇｎｏｓｉｓ ｏｆ
ｏｒｂｉｔａｌ ｓｏｌｉｔａｒｙ ｆｉｂｒｏｕｓ ｔｕｍｏｒ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ｆｒｏｍ ａ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ｅｒｔｉａｒｙ ｅｙｅ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Ｗｏｒｌｄ Ｊ Ｃｌｉｎ Ｃａｓｅｓ ２０２２ꎻ１０(２７):９６７０－９６７９
２３ Ｍａｎｊａｎｄａｖｉｄａ ＦＰꎬ Ｈｏｎａｖａｒ ＳＧꎬ Ｍｕｒｔｈｙ Ｒꎬ ｅｔ ａｌ. Ｄｏｅｓ ｍｕｌｔｉｍｏｄａｌ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ｅｙｅ ａｎｄ ｌｉｆｅ ｓａｌｖａｇｅ ｉｎ ａｄｅｎｏｉｄ ｃｙｓｔｉｃ 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ｃｒｉｍａｌ ｇｌａｎｄ?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ｉｃ Ｐｌａｓｔ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 Ｓｕｒｇ ２０２２ꎻ３８(４):３４８－３５４

９９６

Ｉｎｔ Ｅｙｅ Ｓｃｉꎬ Ｖｏｌ.２３ꎬ Ｎｏ.４ Ａｐｒ. ２０２３　 　 ｈｔｔｐ: / / ｉｅｓ.ｉｊｏ.ｃｎ
Ｔｅｌ:０２９￣８２２４５１７２　 ８５２０５９０６　 Ｅｍａｉｌ:ＩＪＯ.２０００＠１６３.ｃｏ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