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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般资料
　　患者，男，62岁，因“头痛1月+，加重伴头晕、眼花1周+”由门诊以“鞍区
占位”收入住院，患者入院前外院磁共振示：蝶鞍区域、枕骨斜坡区域占位病变累
及双侧桥前池、桥小脑角区。入院症见：头痛、头晕、眼花，无意识障碍；体格检
查：共济运动相关实验、病理反射征及脑膜刺激征均为阴性，患者入院后完善相关
检查，并行颅内血管CTA检查，图1A直箭显示蝶骨及枕骨斜坡骨质密度减低，骨质
略呈膨胀性改变，图1B为颅内血管VR重建图，显示颅内血管未见确切异常；患者在
全麻下进行经鼻内镜辅助下颅底占位病变切除术，切除过程中出血多，术后患者出
现鼻出血，并行鼻腔探查止血术，然后行头颅CTA检查，如图2A与图2B弯箭所示，
显示左侧颈内动脉岩骨段内侧局部造影剂聚集，瘤状突起，考虑假性动脉瘤，后行
覆膜支架腔内隔绝隔绝术，治愈好转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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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讨   论
　　 假性动脉瘤是由于各种原因导致血管壁的全层受损，从而引起出血，血肿机化
形成纤维性瘤壁，形成与血管相通的动脉瘤，不存在真正的血管壁结构[1]。
　　颅内创伤性假性动脉瘤少见，仅仅占所有颅内动脉瘤0.15%~0.40%[2]，颈内动
脉创伤性假性动脉瘤临床少见，可发生在于岩骨段、海绵窦段或床突上段，最多见
于海绵窦段[3]，颅底骨折或颅底手术可能造成血管壁局部损伤，从而引起动脉管壁
局部撕裂，血液流出后被周围纤维结缔组织局部包裹、机化，就形成假性动脉瘤，
破入蝶窦的假性动脉瘤发病初期往往出现大量鼻出血，有的研究则认为颈内动脉假
性动脉瘤可引起迟发性鼻出血[4]，假性动脉瘤主要分为自发性和继发性，自发性颈
内假性动脉瘤罕见，其发病原因目前不明，可能与动脉壁纤维肌层发育不良或经蝶
窦手术时误伤颈内动脉所致，多见于海绵窦段(60%)，也可发生于岩骨段或床突上
段[5]，本例患者为颅底手术患者，临床术前诊断蝶鞍、枕骨斜坡区域占位病变，遂
行手术治疗，术后患者发生了鼻出血，经过临床医生分析，为了排除血管性病变，
患者进行了CTA检查，显示左侧颈内动脉海绵窦内侧壁瘤状突起，诊断为假性动脉
瘤，本文分析可能是手术过程中损伤了颈内动脉局部管壁，引起了局部破裂出血后
又被周围组织包裹形成了假性动脉瘤，因为术前图1中CTA图像所示颈内动脉未见确
切异常，术后图2中CTA所示左侧颈内动脉岩骨段局部动脉瘤形成，形态欠规则，这
证实患者左侧颈内动脉岩骨段假性动脉瘤是手术创伤引起的，明确诊断后行覆膜支
架腔内隔绝隔绝术，患者鼻出血症状消失，治愈好转出院。目前创伤性颈内动脉假
性动脉瘤常用治疗方法为动脉瘤夹闭术、动脉瘤包裹术、载瘤动脉球囊或弹簧圈闭

图1～2 典型病例影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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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术，覆膜支架腔内隔绝术是最理想的治疗方法，既能封堵颈
内动脉破口防止假性动脉瘤破裂出血，又能保持载瘤动脉通
畅并且减少占位效应防止神经功能缺失等并发症[6]。李凯等[7]

认为覆膜支架可以很好地封闭管腔的缺损，隔绝血流对瘤壁的
冲击，很好的防止再出血，使得动脉瘤得到治愈。对于颅底骨
折术后出现鼻出血，需要警惕继发颈内动脉假性动脉瘤的可能
性，颅内颈内动脉假性动脉瘤破裂引起的大量鼻出血会带来患
者死亡风险，需要紧急干预[8]。在选择检查方法上，虽然DSA
是诊断血管性疾病的“金标准”，但由于瘤体内常见较多血
栓，造影诊断瘤腔大小多小于实际瘤体大小[9]，所以本研究推
荐CTA检查，因为CTA检查无创简单易行，并可以采用多种后
处理技术，如多平面重组(MPR)、最大密度投影(MIP)及容积
再现(VR)等技术，能够明确病变的位置、形态、大小及与邻近
结构的关系，对颈内动脉假性动脉瘤的显示有很大的优势。同
时假性动脉瘤需要与真性动脉瘤鉴别，真性动脉瘤存在血管壁
结构，而假性动脉瘤周围为纤维组织结构包裹[10]，一般颅内
假性动脉瘤有外伤史或手术史，而真性动脉瘤一般没有外伤史
及手术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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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肿瘤：肿瘤呈侵袭性生长，对邻近结构多有侵犯，瘤体较大
时可液化坏死，还可见钙化；CT表现一般为密度均匀的软组
织肿块，强化程度为中或重度。
　　鼻腔多形性腺瘤是鼻部罕见的一种良性肿瘤，当影像学表
现为鼻中隔区边界清楚的类圆形软组织肿块，增强扫描呈轻度

强化，肿块较大时可致邻近骨质受压变薄，应考虑到有该病的
可能，但确诊仍要依赖病理学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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