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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脂溢性角化病的临床、组织病理特征和诊断情况。方法 对220例组织病理学诊 

断为脂溢性角化病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结果 发病者以老年患者居多；男性多于女性；暴露部 

位比非暴露部位更易发病；病理分型中以棘层肥厚型及角化过度型最为常见；临床诊断易与色素痣、扁平疣、 

寻常疣、日光性角化病、基底细胞癌、黑素瘤等相混淆，此时诊断主要依靠组织病理学检查。结论 脂溢性角 

化病与性别、年龄、日光照射有关，组织病理学检查在其诊断及鉴别诊断中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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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linical and histopathological characteristcs and the diagnosis ststus of 

seborrheic keratosis(SK)．Methods The clinical datas of 220 patients with SK were analyzed retrospectively．Re— 

suits The elderly patients accounted for the majority and males were more than females in patients with SK．SK 

more occurred in exposed parts than non—exposed parts．The most common pathological type was aeanthosis an d hy— 

perkeratosis．Clinically，SK was easily confused with nevi，flat warts，common warts，actinic keratoses，basal cell 

carcinoma，melanoma and SO on．The diagnosis depends Oil the histopathologieal examination．Conclusion SK is re- 

lated to gender，age，and sunlight，histopathologieal examination is important in the diagnosis and differential diagno— 

sis 0f 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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脂溢性角化病(seborrheic keratosis，SK)，是临 

床常见的一种良性表皮内肿瘤，其临床表现不典型 

者易与病毒疣、色素痣、基底细胞癌、鳞状细胞癌、恶 

性黑素瘤等皮肤病相混淆。为了提高其诊断及防治 

水平，本文对 220例行皮损活检术后确诊为 SK患 

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资料来源 病例主要来自我院皮肤科、耳鼻喉 

科、妇科及整形美容科 门诊 2009-05～2012—12的 

220例病例，包括临床诊断为SK并进行活检的病例 

以及临床诊断为其他疾病但病理报告为 SK的 

病例。 

1．2 分析方法 从我院病理科资料数据库检索 

SK，整理病人的病理送检单，整理和统计各项临床 

资料；所有病理切片参照有关专业著作 阅片，复 

习病理改变，并将其分类和统计。 

2 结果 

2．1 性别分布 经活检证实为 SK的 220例患者 

中，男 134例(60．9％)，女86例(39．1％)，男女性 

比例为 1．56：1，男性多于女性。 

2．2 年龄分布 本组发病年龄为 14～85(52．1± 

14．6)岁，发病年龄高峰多位于40—70岁年龄段。 

其中<20岁8例，20—39岁32例，4O～70岁169例 

(76．8％)，71—85岁 11例。 

2．3 病程及治疗情况 患者大多在患病 1—20年 

内就诊，就诊年龄(56．1±12．9)岁，病程(8．1± 

4．2)年。其中1例患者47岁，病史近30年，皮疹泛 

发于面颈部，其家族共有6人发病(图1)。病史资 

料中共有 13例曾经接受过激光、电离子灼烧或者液 

氮冷冻等治疗，大约半年后复发，其余患者来诊前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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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3．1 SK是一种临床常见的表皮内良性肿瘤，该病 

多无明显自觉症状，慢性经过，罕有恶变，且其临床 

和病理表现较有特征性，一般诊断并不困难，不易引 

起重视。本组220例中，性别比例为 1．56：1，男性 

多于女性。发病年龄高峰多位于40—70岁年龄段， 

患病率随年龄增长而增加。本组病例显示 SK发生 

于暴露部位者 116例(52．7％)，非暴露部位者 104 

例，前者稍多于后者，这与文献 报道 SK的发生与 

日光照射关系密切相吻合。 

3．2 本资料临床和病理诊断符合率为 12．7％，病 

理检查确诊为SK但临床误诊为其他疾病的共136 

例，其中误诊为寻常疣或扁平疣者高达49例，占本 

类误诊的36．0％。高天文等 报道皮肤科门诊就 

诊的病例中误诊为色素痣的比例较高，而本组病例 

收集的是我院皮肤科、耳鼻喉科、妇科及整形美容科 

的病人，诊断疾病的名称和种类与各科临床医师对 

该病的认识程度相关；由于 SK的皮损在肉眼和组 

织学上与寻常疣或扁平疣较相似，有研究 认为 

HPV感染是 SK一个可能的病因。SK还有误诊为 

日光性角化病、基底细胞癌、恶性黑素瘤的病例，有 

些SK尤其是炎症反应较重的病例，临床鉴别有一 

定难度，需组织病理学检查方可确诊。SK本身的恶 

性度较低，但是由于临床上有时难与上述恶性肿瘤 

相鉴别，因此，当遇到疑似 SK病例时，应尽可能使 

用组织病理学等检查方法确诊，以便排除其他恶性 

疾病，做到早期诊断、早期治疗。 

3．3 SK组织病理特征分为角化型(乳头瘤状)、腺 

样型、棘层增厚型和激惹型，但是病理各型之间无截 

然分界，将其病理表现看作一个谱系，角化过度、假 

性角质囊肿、棘层肥厚、乳头瘤样增生、基底样细胞 

为主、色素增多等是其主要特征。本组220例中主 

要以棘层增厚型和角化型 (乳头瘤状)为主，占 

76．4％ 。 

3．4 SK为良性肿瘤，癌变率较低。陈旭娥等 报 

道，sK存在细胞增殖异常，临床上虽然癌变率较低， 

但也应警惕其存在恶变的可能性。SK一般不需要 

治疗，但随着现代人美容意识不断增强，患者的治疗 

意愿也逐渐强烈。目前临床多采用激光、冷冻、维A 

酸类药物及化学剥脱 等治疗方法治疗，对于皮 

损面积较大，位置较深的 sK应该首选手术切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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