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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结直肠息肉检出率的新型内镜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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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最新的病流行病学调查，全球结直肠癌的发病率位 于男性恶性肿瘤发病率的第 ３ 位，女性恶性肿瘤发病率的第

２ 位［１］ 。 结直肠腺瘤和息肉是结直肠癌的癌前病变，如能早

期筛查和切除可有效减少结直肠癌死亡率。 传统前视（ ｔｒａ⁃
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ｆｏｒｗａｒｄ⁃ｖｉｅｗｉｎｇ，ＴＦＶ）内镜只能提供 １４０° ～１７０°视野，
退镜观察时，息肉或腺瘤在肠壁褶皱、肠曲及回盲瓣等部位

显示不佳，高达 ２２％～２６％的结直肠息肉可被漏诊［２］ 。 为提

高结直肠息肉的检出率，新型内镜技术得到了广泛发展，其
主要从增加内镜视野、辅助展平肠道黏膜、增加内镜放大倍

数三个方面对内镜进行改进，综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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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增加内镜视野的新型内镜

１．广角内镜：该内镜在传统内镜头端安装一颗直径

１３ ９ ｍｍ、可提供 １４０° ～２３２°侧后方视野的镜头，其镜头凸出

于镜身，工作时普通镜头和广角镜头采集的图像经过合成处

理后展示在屏幕上。 Ｕｒａｏｋａ 等［３］ 设计的多中心临床研究让

４７ 名患者同时接受传统内镜和广角内镜检查，研究结果表

明，广角内镜比 ＴＦＶ 内镜有着更短的盲肠插入时间和退镜

时间［（６ ４±４ ９）ｍｉｎ 比（８ ６±４ ２）ｍｉｎ］。 该实验发现的息

肉中有 ２９ 枚（６１ ７％）是通过广角内镜首先发现的，且广角

内镜未对患者产生不良事件，此结果与早先使用肠息肉模型

的实验结果一致［４］ 。
２．３３０°全谱内镜（ ｆｕｌｌ ｓｐｅｃｔｒｕｍ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ｅ，ＦＵＳＥ）：ＦＵＳＥ

平台通过使用内置于镜头前方、两侧方，共 ３ 台镜头成像，在
肠镜检查时提供 ３３０°的环周视野，使临床医生能看到侧方

消化道的褶皱和弯曲。 ＦＵＳＥ 还可实现与普通内镜相同的翻

转范围，其工作通道与现有的常用内镜设备兼容，包括息肉

圈套，活检钳、热探头、止血夹、注射针、带结扎装置，以及息

肉（异物）回收工具等，在内镜检查和内镜下操作方面有广阔

的应用前景，且已获得美国、欧盟、日本等国的销售许可［５］。
Ｇｒａｌｎｅｋ 等［６］首先使用肠道模具进行了一项前瞻性的多

中心随机对照研究，证明该内镜的模拟息肉发现率高于 ＴＦＶ
内镜（８５ ７％比 ５２ ９％，Ｐ＜０ ００１）。 Ｐａｐａｎｉｋｏｌａｏｕ 等［２］ 采用

背靠背比较研究方法，随机将 ２２０ 名行结肠镜检查的患者分

为两组，分别接受 ＦＵＳＥ 和 ＴＦＶ 内镜检查。 检查由 ５ 名有经

验的内镜医师执行，其研究结果表明 ＦＵＳＥ 和 ＴＦＶ 内镜的退

镜时间无差异（７ ７ ｍｉｎ 比 ７ ６ ｍｉｎ），ＦＵＳＥ 的息肉漏诊率显

著低于 ＴＦＶ 内镜（１０ ９％ ＶＳ ３３ ７％），且不会对患者产生新

的不良事件，该结果与其他临床研究相符［７］ 。 ２０１５ 年一项

关于 ＦＵＳＥ 花费⁃效益分析研究评估了 ＦＵＳＥ 在人群筛查与

随访监测中的影响，结果显示 ＦＵＳＥ 有着更高的腺瘤检出

率，可将肿瘤预防率从 ５８％提高到 ７４％ ［８］ 。 预防率的提高，
使得癌症照料的花费从 ９ 千万美元减少到 ５ 千 ７ 百万美元。
当筛查人数推算至全美人口，使用 ＦＵＳＥ 会比使用传统内镜

每年节省 ３ 亿美元。 然而 Ｈａｓｓａｎ 等［９］开展的多中心平行随

机临床对照研究表明，对于粪便检测阳性的患者，ＦＵＳＥ 与

ＴＦＶ 内镜在息肉检出率上并无明显差异。 其原因可能是内

镜医生在单人操作过程中未必能同时关注 ＦＵＳＥ 三块显示

屏的图像，因此要求检查者在检查手法和观察习惯上要有所

提高，或安排其他医生协助观察。
总之，ＦＵＳＥ 较 ＴＦＶ 内镜增加了结直肠腺瘤检出率，可

为社会带来良好的经济效益，但还需对内镜医生进行检查手

法和观察习惯上的训练，才能更好地发挥 ＦＵＳＥ 的优势。
３．第三只眼反转结肠镜（ｔｈｉｒｄ ｅｙｅ ｒｅｔｒｏｓｃｏｐｅ，ＴＥＲ）：通过

工作通道送入一小内镜装置，这种装置在肠道内可自动回转

１８０°成 Ｊ 状，面向内镜远端并锁定，使内镜医生能够在退镜

时同时观察远端、近端结肠壁。 早期使用结肠模型进行的实

验表明，第三只眼全景内镜的“息肉”检出率为 ８１％，而对照

组使用传统内镜的息肉检出率为 １２％（Ｐ＜０ ００１） ［１０］ 。
Ｓｉｅｒｓｅｍａ 等［１１］进行的一项多中心随机对照研究将 ３４５

名患者随机分为两组，一组同一天先接受 ＴＦＶ 内镜检查，再
接受 ＴＥＲ 检查，另一组则相反。 研究结果显示，ＴＥＲ 较 ＴＦＶ
内镜能将腺瘤检测率提高 ２３ ２％，且不会增加并发症发生的

风险［１２］ 。 进一步的多中心临床试验表明，无论在近端结肠

还是远端结肠，ＴＥＲ 的息肉漏诊率均低于 ＴＦＶ 内镜（１９％比

２６％，１７％ 比 ３５％）；按息肉大小进一步分类， ＴＥＲ 对于

＜５ ｍｍ的息肉漏诊率为 ２２％，５ ～ １０ ｍｍ 的息肉漏诊率为

１４％，＞１０ ｍｍ 的息肉漏诊率为 ０，均低于 ＴＦＶ 内镜（２８％、
４５％、１３％） ［１３］ 。

ＴＥＲ 在提高腺瘤检出率方面有很好的效果，但其占用了

肠镜的工作通道，若要进行活检等操作需要将小内镜装置取

出，再放置操作设备，会增加操作时间。
二、装有辅助展平肠道黏膜装置的新型内镜

１．透明帽辅助肠镜：Ｒａｓｔｏｇｉ［１４］ 的回顾性文章指出，透明

帽辅助肠镜简单、实用、价格低廉，可以辅助展平肠道黏膜皱

褶、并使镜头与肠黏膜始终保持一定距离，因而可提高位于

肠黏膜褶皱、黏膜近端弯曲处息肉的发现率。 透明帽还有利

于加快肠镜盲肠插管速度和减少肠镜检查时患者的不适；在
切除肠息肉、治疗憩室出血方面有助于发现病灶、辅助治疗。

最新的 Ｃｏｃｈｒａｎｅ 荟萃分析表明，透明帽辅助结肠镜检

查可以显著提高早癌的检出率。 Ｋｉｍ 等［１５］ 设计了一项前瞻

性的临床随机对照实验，发现无论是对于初学者（４６ ７％比

３９ ７％，Ｐ ＝ ０ ０４０ ） 还 是 专 家 组 （ ４２ １％ 比 ２７ ０％， Ｐ ＝
０ ０３５），透明帽辅助肠镜结肠盲肠插入时间明显较传统肠

镜增加，早癌检出率也显著提高。 然而，另外一项双中心临

床随机对照试验纳入了 １ １１３ 名患者，发现透明帽辅助肠镜

并不能显著提高早癌检出率（０ ８９ 比 ０ ８２，Ｐ＝ ０ ４３２），但其

回肠插入率（９３％比 ８９％，Ｐ＜０ ０２８）、操作时间（４ ９ ｍｉｎ 比

５ ８ ｍｉｎ，Ｐ＜０ ００１），较传统内镜仍有提高［１６］ 。
２．ＥｎｄｏＣｕｆｆ：ＥｎｄｏＣｕｆｆ 是另一种安装在镜头前端的辅助

工具。 其外周有两排、每排 ８ 个弹性软性塑料做成的手指样

“翅膀”，在退镜时可以辅助展平肠道，同时辅助固定内镜头

端，提供相对稳定的视野，有利于更好地发现肠道皱褶中的

息肉［１７］ 。 该设备前端不凸出于镜身，因而不会影响吸引、冲
洗及活检操作。

２０１４ 年，Ｌｅｎｚｅ 等［１８］ 发表了一篇使用 ＥｎｄｏＣｕｆｆ 内镜的

大型病例研究论文，提示使用 ＥｎｄｏＣｕｆｆ 的盲肠插入率为

９８％，到达盲肠的平均时间为 ６ ｍｉｎ，随机人群的结肠早癌检

出率为 ４１％，高于使用 ＴＦＶ 内镜（１９ ４％）。 ２０１５ 年，Ｂｉｅｃｋｅｒ
等［１９］完成的两项大型临床随机对照试验证明 ＥｎｄｏＣｕｆｆ 的腺

瘤检出率（５６％）高于 ＴＦＶ 内镜（４２％）。 Ｃｈｉｎ 等［２０］ 的荟萃

分析筛选并研究了 ９ 项实验（包含 ５ ６２４ 名患者），发现与

ＴＦＶ 内镜相比，ＥｎｄｏＣｕｆ 的腺瘤发现率（ＯＲ ＝ １ ４９，９５％ＣＩ：
１ ２３～１ ８０，Ｐ＝ ０ ０３）及无蒂锯齿状腺瘤发现率（ＯＲ ＝ ２ ３４，
９５％ＣＩ：１ ６３～３ ３６，Ｐ＜０ ００１）更高，且其盲肠插入率与 ＴＦ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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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镜无统计学差异（ＯＲ ＝ １ ２６，９５％ＣＩ：０ ７０ ～ ２ ２７，Ｉ２ ＝ ０％，
Ｐ＝ ０ ４４）。 并发症方面，ＥｎｄｏＣｕｆｆ 会导致肠表面黏膜的损

伤，但通常不会引起肠穿孔。 然而最近发表的随机对照试验

表明，与 ＴＦＶ 内镜相比，ＥｎｄｏＣｕｆｆ 并没有显著提高腺瘤检出

率［２１］ ，其可能的原因：（１）该实验中所选患者腺瘤发病率只

有 ５２％；（２）传统内镜在操作过程中，退镜时间高于 ＥｎｄｏＣｕｆｆ
辅助内镜。

３．ＥｎｄｏＲｉｎｇｓ：ＥｎｄｏＲｉｎｇｓ 为安装在内镜前端的两排高分

子聚合物环，该设备已获得 ＦＤＡ 批准，在美国上市。 其原理

与 ＥｎｄｏＣｕｆｆ 相同，在退镜过程中可以将结肠展平，并能起到

固定内镜镜头处于肠腔中央的作用，方便操作者观察肠黏膜

内的情况。 ２０１５ 年一项由 Ｄｉｋ 等［２２］设计的多中心随机配对

实验结果提示，使用 ＥｎｄｏＲｉｎｇｓ 的腺瘤漏诊率（１５％）明显低

于传统内镜（４８％），而平均盲肠插入时间和退镜时间没有明

显差异。
ＥｎｄｏＲｉｎｇｓ 与 ＥｎｄｏＣｕｆｆ 的有效性还需要进一步的实验验

证，但比起 ＥｎｄｏＲｉｎｇｓ，ＥｎｄｏＣｕｆｆ 操作起来更容易，回肠插管

率更高（９７ ８％） ［２３］ 。
４．Ｇ⁃ＥＹＥ 气囊内镜：该设备是在传统的结肠镜柔性端永

久性地集成一个可充气、可重复使用的气囊。 在肠镜退镜操

作时，将球囊充气，起到辅助展平肠皱襞的作用，以提高腺瘤

检出率。 该气囊由生物相容性材料制成，处于收缩状态时，
肠镜的周径较普通肠镜增加不超过 ０ １ ｍｍ，气囊最大展开

直径为 ６０ ｍｍ。 充气压力由操作者根据肠道解剖腔直径而

设定并由内置的控制系统维持。 Ｇｒａｌｎｅｋ 等［１０］ 单中心前瞻

性队列研究首次将 Ｇ⁃ＥＹＥ 应用于临床，其研究结果表明气

囊内镜安全且易于操作，不会较传统内镜增加并发症的发

生。 Ｒｅｙ 等［２４］将患者随机分为 ２ 组，Ａ 组先进行 ＴＦＶ 内镜

检查、然后再接受气囊内镜检查，Ｂ 组则相反；同时，每一组

的内镜操作都先由内镜初级医师完成再由内镜专家完成。
结果发现，ＴＦＶ 内镜的腺瘤漏诊率为 ４４％，气囊内镜的腺瘤

漏诊率为 １７％（Ｐ＜０ ０４５），且两种内镜在平均操作时间上无

差异，气囊内镜不会造成额外不良事件的发生。
三、增加内镜放大倍数的新型内镜

１．细胞内镜：该内镜是在传统内镜前端安装了一个小型

显微镜系统，放大倍数可达 ３８０ ～ ４５０ 倍。 最新型号的细胞

内镜图像可连续光学快速放大到 ５００ 倍，加上数字放大的

１ ８ 倍，放大能力可达 ９００ 倍。 内镜头端配有物镜、工作通

道、注气或喷水管和光源。 因此，在检查中不仅可从组织结

构上观察病变，还可从细胞学水平对病变进行观察，了解病

变微血管或腺管开口的情况，发现异常细胞和病变对周围组

织的破坏，从而实现在不需要组织学活检的情况下进行病理

诊断。 另外，细胞内镜的镜身较传统内镜细，可减轻受检者

检查时的痛苦。
Ｋｕｍａｇａｉ 等［２５］发现细胞内镜对肠道黏膜下浸润癌的鉴

别诊断敏感度可达 ８３ ３％，特异度可达 ９７ ８％，因此细胞内

镜被认为是下一代“光学活检”技术。 Ｎａｋａｍｕｒａ 等［２６］ 的研

究将细胞内镜技术与窄带成像技术 （ ｎａｒｒｏｗ⁃ｂａｎｄ ｉｍａｇｅ，
ＮＢＩ）相结合，结果显示两项技术结合实现了对肠道超放大

微血管的形态学评估，有助于提高深层黏膜浸润癌的诊断准

确度。
Ｋｕｄｏ 等［２７］基于细胞内镜下病变形态学特点，提出了新

的分型，并进行了回顾性病例研究。 结果提示该分型方法可

提供有价值的诊断信息，在判断手术指征、决定手术方式上

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其最新研究采用活检标本病理验证的

方法对细胞内镜下 ８ 种发现（分支样腺腔、宽而不规则的腺

腔、不清晰的腺腔、高度的细胞核扩大、多层细胞核、明显扩

张的血管、明显的蠕动的血管、清晰的颗粒结构）进行了评

价，结果表明不清晰的腺腔、高度的细胞核扩大、多层细胞核

这三种镜下表现对于鉴别诊断轻微的黏膜下浸润癌及大量

黏膜下浸润癌有显著意义，其敏感度、特异度、阳性预测值、
阴性预测值、准确性和阳性似然比都要优于 ＮＢＩ 诊断分级和

普通放大内镜下的腺管形态分级［２８］ 。
未来若能完善细胞内镜下形态学分级与病理学诊断的

对应，实现无需内镜下活检就能完成对病变手术指征的判

断，制定手术方案，或可提高健康管理的成本效率。
四、小结

随着消化内镜技术的不断发展，更多更先进的内镜在临

床得到了应用，这些新型内镜针对传统前视内镜的不足，从
增加内镜视野、安装辅助展平肠道黏膜的装置、增加内镜放

大倍数三个方面进行改进，有效地减少了结直肠息肉的漏

诊率。
综合文献，仍有部分学者认为 ＦＵＳＥ、ＴＥＲ、透明帽辅助

肠镜、ＥｎｄｏＲｉｎｇｓ、ＥｎｄｏＣｕｆｆ 没能有效提高息肉检出率。 另

外，ＴＥＲ 存在工作通道被占用的问题，ＥｎｄｏＣｕｆｆ 存在导致肠

表面黏膜损伤的问题。 因此，未来仍需要进行更大样本的多

中心临床试验进一步验证相关技术的有效性、安全性、患者

的舒适度等相关指标；并通过开展进一步的培训工作将这些

新型内镜广泛地应用到早癌筛查工作中去，实现对结直肠癌

的早期诊断、早期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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