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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颈椎细胞神经鞘瘤：1 例报告与文献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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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上颈椎细胞性神经鞘瘤好发于好发 40~50 岁患者，但发病率极低。其临床症状不典型，早期多无明显的脊髓压迫症

状，常为根性刺激症状，且缺少明显的影像学特征，与颈椎病、恶性外周神经鞘瘤等难以区分，易误诊误治。该病一经发现应

积极手术治疗，也是目前唯一且最有效的治疗方法。手术方法有半椎板切除术、整块全脊椎切除手术、囊内切除术、显微外科

手术技术等术式。手术效果好，整体临床效果满意。脊柱外科医师应根据不同影像表现、肿瘤侵占情况、功能需要、颈椎术后

稳定性等因素，选择合理手术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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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per cervical cellular schwannoma: a case report and literature review // WANG Ling-bin1, LI Jun-jie2, QIAN Ming3. 1. Depart⁃
ment of Orthopedics, Zhejiang Xinan International Hospital, Jiaxing 314000, China; 2. Department of Orthopedics, Ningxia Traditional Chi⁃

nese Medicine Hospital, Yinchuan 750021, China; 3. Department of Orthopedics, Shanghai Changzheng Hospital, Shanghai 200001, China
Abstract: Upper cervical cellular schwannoma is more likely to occur in the patients aged 40 to 50 years, but its incidence is extreme⁃

ly low. The clinical symptoms are atypical with no obvious symptoms of spinal cord compression in the early stage, whereas often radicular
irritation, and lack of obvious imaging features. This tumor is difficult to be distinguished from cervical spondylosis and malignant peripher⁃
al nerve sheath tumors, prone to be misdiagnosed and mistreated. Once discovered, the disease should be surgically treated actively, which
is the only and most effective treatment way currently. The surgical methods involve hemilaminectomy, en block vertebral resection, intra⁃
capsular resection, and microsurgery techniques. The surgical consequences are usually good with satisfactory overall clinical outcomes. A
reasonable surgical plan should be made based on various factors, such as different imaging manifestations, tumor invasion, functional
needs, and stability after cervical surg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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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性神经鞘瘤 （cellular schwannoma） 是神经

鞘施万细胞中少见的假肉瘤性病变，是良性神经鞘瘤

的变异型，其约占良性神经鞘瘤的 5%，好发于上颈

椎，但临床中极少见［1~3］。由于该肿瘤生长缓慢，部

位深且上颈椎空间大，因此很少能于体表发现或触及

肿块［3］。其临床表现常不典型，很少出现脊髓压迫症

状，多为神经根性压迫症状，易误诊误治［4］。该病一

经发现应积极手术治疗。但上颈椎细胞性神经鞘瘤发

生率低，局部解剖复杂，手术风险大［4，5］。因此，本

文通过分析本院诊治的 1 例上颈椎细胞性神经鞘瘤患

者，并结合国内外对该疾病的影像学诊断及手术治疗

现况，为临床医师提供参考。

1 临床资料

患者，女，77 岁，主因“颈部酸胀、头晕伴双

上肢麻木感 3 个月”入院。患者 3 个月前劳累后出现

颈部酸胀、头晕伴双上肢麻木感，右侧重，行走时无

踩棉感，无低热、盗汗，无胸闷、气短等不适症状。

患者为求进一步诊治，遂就诊本院门诊。

1.1 术前检查及诊断

查体：颈部外观未见异常，屈伸、旋转活动均不

受限，且未触及颈部肿块。双侧椎旁肌紧张，压痛

（+），压头试验（-），双侧臂丛牵拉试验（-），右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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肱二头肌、伸腕肌、屈腕肌、肱三头肌及双手内在肌

肌力均 IV 级，左侧肱二头肌、伸腕肌、屈腕肌、肱

三头肌肌力均 V 级。双侧肱二头肌腱反射、肱三头

肌腱反射及桡骨骨膜反射（++），右上肢皮肤浅感觉

略减退，双侧 Hoffmann （-）。双下肢肌力、感觉、

运动良好。美国脊髓损伤协会（ASIA）脊髓损伤分

级：E 级。

辅助检查：颈椎正侧位 X 线片：颈椎退行性改

变，正位示 C2/3右侧钩椎关节骨缺损（图 1a, 1b）。颈

椎 CT：C2/3 右侧椎间孔扩大，可见稍低密度占位病

变，边界欠清，密度欠均匀，长径 11 mm×23 mm，

CT 值 26~37 HU。寰枢关节在位（图 1c, 1d）。颈椎

MRI：C2/3 右侧椎间孔内见“哑铃”形等 T1、长 T2

信号，大小约 19 mm×13 mm，形态不规则，边界

清，内信号欠均匀，增强后呈环形强化，颈髓信号无

异常（图 1e~1g）。术前诊断：颈椎椎管内神经鞘瘤。

1.2 手术治疗

患者取俯卧位，颈部略屈曲，常规消毒铺单。采

用颈正中后入路，在神经电生理监测下，左侧 C1~C5

置钉，右侧 C1和 C5置钉。使用高速气钻，准确磨除

C2/3全椎板，充分暴露肿瘤的上下极。术中探查见肿

瘤位于硬脊膜右外侧，与硬脊膜粘连，包绕 C2右侧

神经根（图 1h）。将 C2右侧神经根结扎切断，沿肿瘤

与硬脊膜边缘仔细分离肿瘤，为了避免颈髓神经结构

的牵拉性损伤，应先切除椎管内，再切除椎管外的肿

瘤，完整切除肿瘤。

图 1 本例患者，女，77 岁，主诉：颈部酸胀、头晕伴双上肢麻木感 3 个月 1a: 术前颈椎正位 X 线片示 C2/3右侧钩椎关节

骨缺损 1b: 术前颈椎 CT 示 C2/3右侧椎间孔扩大，可见稍低密度占位病变，边界欠清，密度欠均匀，长径 11 mm×23 mm，

CT 值 26~37 HU 1c, 1d: MRI 示 C2/3右侧椎间孔内见梭形等 T1 长 T2 信号，大小约 19 mm×13 mm，轴位大致呈哑铃形，边

界清，内信号欠均匀，增强后呈环形强化，颈髓信号无异常 1e: 术中所见，12 点为头侧，术中见肿瘤位于两椎弓根螺钉之

间，呈灰白色组织，周围粘连，分界不清 1f: 术后病理切片（HE，×40），显示神经鞘瘤主要由紧密束状、席纹状或非特殊

排列的梭形细胞组成，漩涡状结构显著但不常见，包膜内或包膜下可见淋巴细胞聚集和数量不等的富含脂质组织细胞 1g,
1h: 术后 3 d 复查正侧位 X 线片示螺钉内固定位置满意

1.3 术后病理

病理结果：细胞性神经鞘瘤。免疫组化检测结

果：AE1/AE3（-）、EMA（弱+）、GFAP（部分+）、

S-100（+）、SMA（-）、SOX-10（+）。组织学形态

可见神经鞘瘤主要由紧密束状、席纹状或非特殊排列

的梭形细胞组成，漩涡状结构显著但不常见，包膜内

或包膜下可见淋巴细胞聚集和数量不等的富含脂质组

织细胞。

1.4 术后及随访

术后患者右上肢疼痛消失，仍有右上肢麻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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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肢肌力与术前相仿，术后复查正侧位 X 线片示：

螺钉内固定位置满意。术后随访 1 年，患者四肢肌力

恢复至 V 级，术后 ASIA 分级：E 级。

2 讨论与文献综述

2.1 上颈椎肿瘤的发生情况

上颈椎椎管内肿瘤包括枕骨大孔至 C2 水平脊

髓、脊膜、脊神经根和管壁组织的原发性和继发性肿

瘤。原发性肿瘤以脊索瘤、神经纤维瘤、骨髓瘤等多

见；继发性肿瘤则以肺癌、乳腺癌、前列腺癌的骨转

移较为常见。Airlangga 等［1］报道脊柱神经鞘瘤约占

全部脊柱肿瘤的 25%，其中细胞性神经鞘瘤又占良

性神经鞘瘤 5%，因此临床中发病率较低。脊柱细胞

性神经鞘瘤是一种跨椎间孔生长，侵袭颈椎椎管内外

的肿瘤，其发生率在硬膜内髓外占 58%，硬膜外占

27%，硬膜内外联通哑铃形占 15%，髓内占比<
1%［6，7］。

2.2 脊柱细胞性神经鞘瘤的特点及临床表现

研究表明其好发于 40~50 岁左右患者，临床表现

常不典型［1，8］。症状取决于肿瘤的大小、位置和生长

速度，并伴有受累神经分布区域的压力效应或感觉变

化。患者早期多无明显的脊髓压迫症状，常为根性刺

激症状，如渐加重的上肢放射性疼痛、麻木等，如本

例患者临床表现为右上肢肌力、感觉减退。有时可出

现肿瘤侵犯交感神经引起儿茶酚胺分泌增加的临床表

现，如高血压［9］，查体可发现患肢肌力减退，皮肤感

觉减退及腱反射减退，临床上易误诊为颈椎病等［1］。

2.3 脊柱细胞性神经鞘瘤的影像学表现及诊断

既往研究报道脊髓细胞神经鞘瘤形态是孤立的圆

形、椭圆形、结节状或哑铃状肿块，少数病例显示有

多个病变［3，10，11］。在影像学表现上，细胞性神经鞘瘤

的形态因部位和大小不同而不同。因此细胞性神经鞘

瘤缺少明显的影像学特征，与恶性外周神经鞘瘤等其

他肿瘤难以区分［12，13］。其 X 线主要表现为局限性骨

单囊状影，多边界清晰，也可表现为皂泡样、多房样

改变。CT 扫描可见骨破坏灶边界清楚，周围多无硬

化，可见周围软组织肿块多呈等或稍低密度，强化欠

均匀。MRI 上脊柱细胞性神经鞘瘤常表现为边界清

晰的软组织肿块，呈压迫性骨质破坏，有时可见肿瘤

侵犯椎动脉。其实性成分在 T2WI 上呈等信号或高信

号。同时因细胞性神经鞘瘤由密集的梭形细胞构成，

在 MRI 上常表现为均匀一致的信号影，在 T1WI 上
呈等或稍低信号，在 T2WI 呈高信号［11］；增强 MRI

扫描显示病灶实性部分明显强化。细胞神经鞘瘤被包

膜边界清楚，邻近骨常有压缩性破坏，仅有轻微溶骨

性破坏，而大多数恶性周围神经鞘瘤没有完整的包

膜，边界不清，常以溶骨性为特征。细胞性神经鞘瘤

有 5%~6%可发生囊变，常导致增强 MRI 上呈明显不

均匀强化表现，此时肿瘤体积一般较大［14］。本研究

中，本例患者影像学表现与上述报道基本一致［15］。

细胞性神经鞘瘤因无典型临床表现及影像学表现，早

期诊断往往较为困难［16］。其确诊主要依赖于组织病

理学检查。病理组织形态特征是包膜下或包膜外淋巴

细胞聚集，肿瘤实质由梭形细胞呈束状或交叉束状排

列组成，无栅栏状排列和“Verocay”小体，部分肿

瘤呈旋涡状结构［17］。肿瘤细胞形态均匀，无细胞多

形性，有少量有丝分裂象。免疫组织化学显示细胞神

经鞘瘤细胞中弥漫性阳性 S-100、CD57 和 GFAP 蛋

白表达［18］。本病例也具有以上典型的病理组织特征。

2.4 脊柱细胞性神经鞘瘤治疗方法与结果

细胞性神经鞘瘤首选手术治疗，也是目前唯一且

最有效的治疗方法。手术目的在于在尽量完整切除肿

瘤，解除肿瘤对脊髓及神经的压迫，促进患者运动和

感觉功能恢复，同时避免术后脊柱失稳的发生。手术

方式有半椎板切除术、整块全脊椎切除手术、囊内切

除术、显微外科手术技术等术式［5，19~21］。但上颈椎周

围重要结构多，肿瘤形态多，位置不恒定，侵犯椎动

脉，手术难度大，风险大，术后并发症发生率较

高 ［22~24］。因此需要手术医生有一定手术技巧与经

验。Ryu 等［25］认为可以通过术前 MRI 特征预测颈部

哑铃形细胞性神经鞘瘤的切除大小、范围和 VA 受累

程度。Gong 等［26］研究表明对于位于寰枢椎脊髓腹侧

中线的肿瘤，与前路相比，后路手术全切是首选治疗

方法，常能改善临床症状或达到愈合效果。Tong
等［27］提出颈椎“四区分型法”指导哑铃形肿瘤手术

入路的选择，安全性高，并发症少。若术中发现肿瘤

与一侧脊神经粘连，可在肿瘤近端将其切断，由于该

神经一般是脊神经分支，加上体表神经支配呈“迭瓦

状”分布，因此切断后一般不会引起明显功能障

碍［28，29］。本例患者术中发现肿瘤与 C2右侧神经根粘

连紧密，结扎并切除该神经根后，术后无明显功能障

碍。因此，若术中发现肿瘤侵犯神经，分离困难，根

据功能需要情况，可结扎并切断神经根。术中有时为

了完整切除肿瘤，避免肿瘤复发，经常采用全椎板切

除以扩大手术视野，术后脊柱失稳发生率高。因此，

上颈椎肿瘤切除术后颈椎稳定性一直是国内外学者关

注的问题［23，24，30］。有研究指出颈后路骨性结构切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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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复位重建可以有效恢复上颈椎稳定性，可以最大

程度地保留颈椎的活动度并改善疗效 ［4， 24］；对于

C1~C2硬膜内外神经鞘瘤，采用后入路时尽量保留 C2

尤其是其棘突及肌肉附着，有利于维持颈椎稳定

性［31］。吴哲褒等［32］指出最小范围的骨质切除，可提

高颈椎术后稳定性。研究指出颈椎全椎板切除后使用

椎弓根钉技术可提高颈椎术后稳定性，且并发症

少［29，33］。颈椎椎管内外沟通性肿瘤应选择合适的手

术入路，显微镜下可一期全切肿瘤，必要时行相应的

椎体重建和脊柱内固定术以维持脊柱稳定性［34］。本

例患者采用椎板切除加侧块螺钉内固定以增加颈椎稳

定性。术后随访疗效满意。

早期细胞性神经鞘瘤患者术后预后较好［1］，包括

Toyama Ⅲb 和Ⅵ 型上颈椎椎管内外哑铃形肿瘤，可

经一期后路手术切除同时可以恢复颈椎的稳定性，短

期的临床疗效较满意［35］。术前 Franke 分级和肿瘤的

病理性质是神经鞘瘤患者术后无病生存期的独立危险

因素，Frankel 分级 D、E 级肿瘤复发率相对较低，

无症状生存期较长［36］。以往报道表明，细胞性神经

鞘瘤患者术后 5 年无进展生存率和 5 年无病生存率均

达到 100%［37］。对于部分切除不完全的肿瘤，几年后

可能会出现局部复发，但不会发生淋巴转移和远处转

移［14］。

总之，上颈段椎管内细胞性神经鞘瘤发病率低，

缺乏影像学特征，易造成颈髓、神经、血管等受压或

破坏，潜在危害性极大，一经发现应及时行手术治

疗，手术效果好，整体临床效果满意。应根据不同影

像表现、肿瘤侵占情况、功能需要、颈椎术后稳定性

等因素，选择合理手术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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