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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右眼视盘边界清，呈淡红色；

B

，左眼视盘边界不清，鼻侧视盘高低

不平、 淡黄色状的桑椹状隆起， 跨越视盘鼻侧边缘血管的轮廓不清

晰，对应的远端静脉无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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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盘星形细胞错构瘤患者双眼眼底检查图像

A

，左眼

FFA

的早期，鼻侧视盘边缘区为遮弊荧光，跨越视盘鼻侧及

其边缘血管的轮廓不清、

9

点钟处有

1

支血管呈向下弯曲似其表面

受到挤压，颞侧视盘边缘清楚；

B

，左眼

FFA

晚期，视盘呈高荧光，边

界不清

图

2

视盘星形细胞错构瘤患者左眼

FFA

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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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男，

36

岁，于

2007

年

8

月

21

日，因左眼被拳击伤

4 h

来院就诊。患者诉左眼胀痛、视物模糊、头昏。检查：右眼视力

1.0

，左眼视力

0.7

，不能矫正；双眼前节正常，双眼晶状体、玻璃

体透明；右眼视盘淡红色，边界清，左眼视盘边界不清、鼻侧淡

黄色隆起、跨越视盘鼻侧边缘血管的轮廓不清，对应的远端静

脉无扩张（见图

1

）；右眼眼压

11 mmHg

（

1 mmHg=0.133 kPa

），

左眼

12 mmHg

；全身皮肤无异常，头颅

CT

检查未见异常。 诊

断为左眼外伤性视神经挫伤。 给予地塞米松注射剂

10 mg

、

量能合剂静脉滴注，每天

1

次，口服弥可保、维生素

B1

等治

疗。 第

2

天视野检查为左眼生理盲点扩大，左眼颞侧周边视

野缺损。 眼底荧光素血管造影（

FFA

）检查（见图

2

）：动静脉

期，左眼跨越视盘鼻侧边缘血管的轮廓不清、

9

点钟处有

1

支

血管向下弯曲，似受到挤压状，颞侧视盘边缘清楚；晚期左眼

视盘呈高荧光，边界不清。视神经磁共振检查未见异常。 治疗

后左眼视力和缺损的视野无好转。 随访中，左眼视力和视野

复查多次，无加重的改变，左眼视盘鼻侧隆起的形状、大小、

色泽无改变。

2007

年

9

月

1

日，左眼

B

超检查见视盘轻度隆

起、有强回声光斑，考虑左眼视盘病变有钙化灶，诊断为左眼

视盘玻璃膜疣。 该患者因剧烈运动

10 min

左右，出现解大便

意

1

年，加重

2

个月，

2012

年

5

月

8

日收入消化内科，行结肠

镜检查，直肠、降结肠多发息肉，病理检查为错构性直肠息

肉。骶髂偏右侧有

1

个

5 cm×6 cm

大小、不规则形状、边界清

晰、灰褐色、表面粗糙、稍高于周围正常皮肤的鯊鱼皮斑，患

者不清楚何时出现此斑，近几年无明显增大。 头颅、肾、肺、心等

检查无异常。

2012

年

5

月

22

日，内科诊断为结节性硬化症，因

左眼视力下降，请眼科会诊。 检查：右眼视力

1.0

，左眼视力

0.6

，

不能矫正，双眼前节无异常，左眼视盘色泽稍淡，鼻侧视盘高低

不平、灰白色隆起，与

2007

年

8

月的检查结果无明显的差别，

视野检查为左眼周边视野缺损，且颞侧周边视野缺损稍加重，

右眼视野无异常，诊断为左眼视盘星形细胞错构瘤。

讨论：埋藏性视盘玻璃膜疣患者临床较为少见，临床上

主要表现为视盘水肿、边界不清，常被误诊为前部缺血性视

神经病变等

[1-2]

。 浅表性视盘玻璃膜疣表现为视盘缘或视盘表

面有灰色或粉红色闪亮或半透明的结晶状的小团块，临床上

诊断并不难。 但本例患者有眼外伤史，且诉左眼外伤后有明

显的视力下降，左眼视力低于右眼视力，左眼视盘边界不清

（见图

1

），表现为左眼视盘鼻侧缘有多个大小不一、形成串珠

样桑椹状隆起，按外伤性视神经挫伤治疗可以视作诊断性治

疗。 左眼

B

超检查见视盘轻度隆起、有结节状强回声，诊断为

左眼浅表性视盘玻璃膜疣。

本例值得介绍的是在患者诊断为左眼浅表性视盘玻璃

膜疣的

4

年后，患者又被诊断为结节性硬化症，是一种较为

少见的常染色体显性遗传性疾病， 常多器官多系统发生，以

脑、皮肤、内脏、视网膜多发性错构瘤为特征。 视盘星形细胞

错构瘤是一种位于视盘表面的白色球形状、边界较为清晰的

表面为桑椹状隆起的肿物，与浅表性视盘玻璃膜疣不容易鉴

别

[3]

。 结合患者有结节性硬化症，修改诊断为左眼视盘星形细

胞错构瘤。

视盘星形细胞错构瘤一例

张冬香 张贻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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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盘星形细胞错构瘤系胚胎组织结构异常分化、神经外

胚层发育障碍形成的瘤状新生物， 起源于视网膜神经纤维

层，由神经和纤维细胞堆积而成，生长缓慢，没有肿瘤的特

性，一般不具有不可遏止的生长特点

[3-4]

。 即对于视盘星形细

胞错构瘤和浅表性视盘玻璃膜疣，一般情况眼科都没有做特

殊治疗。 但两者诊断后的相关检查、随诊方式、预后差异迥

然。 对本例患者回顾性分析，我们反思，浅表性视盘玻璃膜的

诊断并不难，但对表现为桑椹状者，进行多系统病史询问及

相关检查是有必要的。 结节性硬化症常染色体显性遗传只占

病例的

1/3

，

2/3

没有家族史，属于散发的基因突变，所以对于

怀疑结节性硬化症， 病史询问仅限于家族病史是不够的，应

考虑基因突变的可能，并进行多系统的检查。

结节性硬化症是一种多系统、 多器官损害为特点的疾

病，需要与多种疾病鉴别。 诊断依据临床表现分为

[5]

：确诊

（

2

个主要指征或

1

个主要指征加

2

个次要指征）、拟诊（

1

个

主要指征加

1

个次要指征）、可能（

1

个主要指征或

2

个及以

上的次要指征）。 主要指征包括：鯊革样皮疹、多发性视网膜

错构结节、脑室管膜下巨细胞星形细胞瘤等

11

个；次要指征

包括：错构瘤性直肠息肉（组织学证实）、视网膜色素缺失斑、

多发性肾囊肿（组织学证实）等

9

个。 本例有骶髂处鲨革样皮

疹、左眼视盘缘桑椹状多结节

2

个主要指征，有

1

个次要指

征是经组织学证实的错构瘤性直肠息肉，确诊为结节性硬化

症。 结节性硬化症目前尚缺乏有效治愈手段。 由于多系统、多

器官受累，随受损害的器官不同，个体差异较大，无法预测病

程和严重程度。 严密随诊检测，并对于有手术指征患者进行

适当的手术治疗，一般不会影响患者的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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