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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近年来肝脏外科治疗水平的不断提升，肝脏肿瘤病情到

诊断以及研究，也有了极大的发展，我国的中华病理学会还专门

成立了肝胆肿瘤以及移植病理学工作组，使我国的科学研究能够

得到进一步的发展相关研究人员，在这样的背景下需要了解目前

我国肝脏肿瘤的病理学特征，并针对其中的问题作出进一步的研

究，只有这样才能够促进我国的肝脏肿瘤研究的整体质量得到提

升，使我国的现代化医疗发展与国际相接轨。

1　原发性肝细胞癌

原发性肝细胞癌的发生与慢性持续性病毒感染和黄曲霉毒素

等多方面因素密切相关，这也是临床上得到研究人员公认的致病

因素，但由于其致病的特征较不明显，所以制定的确切分子病理

机制[1]，在目前临床上依旧是一个缺乏进一步研究的课题。慢性

持续性病毒感染的发生也是一个多因素且多步骤的复杂过程，现

阶段来说，肝细胞再生结节是恶性转化的早期阶段，而再生结节

能够在多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下转变为癌前病变结节，最终转变

为肝癌，这一过程的初始因素与转化因素受到了现代医务研究人

员的高度重视，也是目前的关注要点和重点。现如今报道的原发

性肝细胞癌发生的相关基因有数 10 种，而相关的信号异常通路，

则有10余条。对目前的临床研究结果进行挑选，并不能够有效的

阐述原发性肝细胞癌的主要发生机理和病情进展机理[2]。

随着近年来我国现代影像学技术的不断发展，肝脏小的结节

性病变在临床上的检出率在不断提高，在相关研究结果中显示这

类病变属于早期的原发性肝细胞癌，但医务人员也发现了其中存

在一定的意义不明确的结节性病变，这种结节性病变为腺瘤性或

者异形增生结节，而医务人员在相关病理研究和分子病理研究结

果中发现，异型增生结节与原发性肝细胞癌有着极为密切的关联，

尤其是在形态上和在分子水平上具有极大的相似点，是原发性肝

细胞癌在发生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阶段，所以在临床研究中

显示，原发性肝细胞癌的结节或者体积大小，可能在一定程度上

展现了原发性肝细胞癌的发展过程。目前临床上并没有充分的证

据能够确认在分子水平和生物学行为上这两种结节的差异，但基

本可以将其认为是原发性肝细胞癌的早期病情表现，即使是体积

很小的原发性肝细胞癌患者，依旧存在着侵润性生长和低分化的

不良生物学特征，医务人员需要对其引起重视，并尽可能在早期

进行治疗。

值得注意的是，大细胞异型增生的癌前病变性质在病理诊断

和鉴别诊断的结果中相关的意见仍不一致，即使是具有着十分丰

富经验的病理研究人员，也无法对其进行有效的把控，在结果中

较为常见的问题就是诊断的准确性较差，并且缺乏良好的诊断证

据，因此医务人员需要系统性的研究异形增生在不同发展阶段的

原发性肝脏细胞癌的病理特征和分子变化特征，并做好有效的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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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肝脏对于人体来说极为重要，对于人体的生命活动来说，肝脏的功能是极为复杂并且十分重要的，这也是原发性肿瘤和继

发性肿瘤常见的一种器官，而在近年来临床研究结果中显示原发性肝癌占所有肝脏肿瘤的85%以上，常见的包含原发性肝细胞癌和肝内胆管细胞

癌，两大组织学类型。在世界范围内，原发性肝癌的发病率是恶性肿瘤发生的第5位，而在我国则居于男性的第2位，全球每年大约有60万人

死于肝癌，其中我国占比达到了50%以上，每年我国大约有30万人死于肝癌，是恶性肿瘤患者的第二大死因，随着近年来生物医学和理论的不

断研究和发展，肝脏肿瘤尤其是在肝癌的病理学研究中获得了极大的进步，但我国还缺乏优质的突破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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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诊断和预后判断，深入探讨原发性肝细胞癌在发展过程中的分

子病理特征，对于后续的诊断以及治疗工作开展来说极为重要[3]。

2　肝内胆管细胞癌

肝内胆管细胞癌是肝脏的第 2 位的原发性恶性肿瘤，对其病

因学因素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寄生虫和胆结石等多种疾病都有可

能导致肝内胆管细胞癌的发生，临床研究表明 hbv 和 hcv 感染也

与肝内胆管细胞癌的发生密切相关，临床研究结果中可以发现，

胆管内乳头状瘤病是被确认的癌前病变，而胆管腺瘤的安全性是

在目前临床上还处于需要判断的争论中。肝内胆管细胞癌的早期

发现目前临床上还存在较大困难，医务人员认为胆管上皮内瘤变

的病理诊断标准对于肝内胆管细胞癌的早期诊断有着十分重要的

指导意义。总体来说，肝内胆管细胞癌的癌症严重程度相较于原

发性肝细胞癌来说明显更高，在进行治疗时难度也更大，患者的

中位生存期大约为15.5个月，目前临床上以及明确的预后相关因

素，包括淋巴结扩散和血管神经浸润等多方面的内容。周围神经

浸润以及淋巴结转移是肝内胆管细胞癌的特征性生物学行为，在

临床上原发性肝细胞癌中较为少见，提示原发性肝细胞癌与肝内

胆管细胞癌，两者之间可能存在着极大的生物学特征差异，并且

其发病机制也存在一定的差异，但医务人员针对这种疾病的分子

病理学研究整体来说还并不够深入，依旧存在一定的问题，需要

工作人员引起重视。

3　总结

我国是肝癌的高发地区，在这一环境下，我国的组织资源较

为丰富，并且病情种类较多，对于肝脏的研究可以提供更多的资

料与案例。所以目前我国针对肝癌的临床研究处于世界先进水平，

然而对于肝脏肿瘤的病理学研究上述的优势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展

现，医务人员需要形成更加系统性且系列性的研究，并尽可能将

各种新技术和新方法应用于研究中，避免在研究时出现过多的局

限性。目前临床上我国针对肝癌的研究以原发性肝细胞癌为主，

缺乏早期的病情诊断和癌前病变的系统性研究，所以医务人员需

要从这一角度进行进一步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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