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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内镜逆行胰胆管造影术后穿孔诊断及治疗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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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内镜技术的发展，应用 ＥＲＣＰ 进行乳头括约肌切开

已经成为治疗胆胰系统疾病的一种主要手段。 对于内镜操

作者来说，要准确评估 ＥＲＣＰ 的预后就要对 ＥＲＣＰ 潜在并发

症有清醒的认识。 ＥＲＣＰ 术后穿孔是 ＥＲＣＰ 和括约肌切开术

过程中最为严重的并发症之一。 据一项研究表明，在 １９８７
年至 ２００３ 年进行 ＥＲＣＰ 的患者中有 １０１ 例患者发生术后穿

孔，穿孔相关死亡率达 ９ ９％ ［１］ 。 因此，早期的诊断治疗尤

为重要，穿孔的准确诊断以及有效治疗取决于临床体征的早

期发现以及诊断性造影的提示。 由于 ＥＲＣＰ 并发症发生率

相对较低，评价不同治疗手段相对比较困难，对于其治疗目

前还未有统一标准。 本篇文章就 ＥＲＣＰ 相关穿孔的诊断及

治疗进行综述。
一、ＥＲＣＰ 相关性穿孔分类

目前 ＥＲＣＰ 相关穿孔存在两种分类标准。 １９９９ 年

Ｈｏｗａｒｄ等［２］将穿孔分为 ３ 类：Ⅰ型，导丝相关穿孔；Ⅱ型，壶
腹周围穿孔；Ⅲ型，远离乳头的十二指肠穿孔。 在 ２０００ 年

Ｓｔａｐｆｅｒ 等［３］根据机制、解剖部位以及严重程度将穿孔分为 ４
类：Ⅰ型，横向或侧向十二指肠穿孔；Ⅱ型，壶腹周围损伤；Ⅲ
型，导丝⁃网篮相关胆总管远端损伤；Ⅳ型，目前存在质疑，并
不是真性穿孔。

二、ＥＲＣＰ 相关性穿孔诊断

内镜操作过程中对穿孔的及时诊断和处理对于预后好

坏至关重要，通常 ＥＲＣＰ 相关穿孔可在内镜或者平片下发

现。 延迟诊断的定义在不同研究之间也不同，但均认为其预

后最差［４⁃５］ 。 Ⅰ型穿孔可通过直视腹腔后间隙或腹腔诊断，
在可疑出血或者镜头视野不清的情况下，应用透视以及造影

剂可明确诊断。 Ⅱ型穿孔可通过透视确诊，Ｘ 线下可发现腹

膜后气体的存在，尤其是聚积在肾周围并显示肾大体轮廓。
Ⅲ型穿孔可以通过导丝的异常通路或者造影剂诊断。 在每

次内镜操作结束之前，应该进行彻底排查，及早发现潜在穿

孔部位。 操作者应仔细探查十二指肠全腔，并通过 Ｘ 线检

查腹膜后是否有气体存在；当操作难度较大、行针刀预切开、
存在既往手术史所致解剖变异、扩张狭窄时应尤为注意。 如

存在穿孔风险较大，应通过内镜注射造影剂明确诊断。
未在术中及时发现穿孔的患者会在几小时后出现发热、

疼痛、血象白细胞增多等表现；当出现严重腹痛以及腹膜炎

体征时，对于腹腔内Ⅰ型穿孔的诊断可初步明确，但还需与

胰腺炎进行鉴别。 至于腹膜后穿孔，明确诊断相对困难，患
者可能先主诉上腹疼痛，但几小时后根据渗漏大小会出现相

应腹膜炎体征。 皮下气肿的出现可能在开始几小时内比较

明显，主要在右腹壁、背部或者颈部。 心动过速也是其中一

项体征，但可能由其他因素例如疼痛所致。 白细胞增多和发

热通常是 ＥＲＣＰ 术后 １２ ｈ 后出现，淀粉酶的轻微升高是由

于腹膜后间隙胰液的吸收所致。
一旦高度怀疑穿孔，应进行增强 ＣＴ 检查，腹膜后气体

的存在也可以通过腹平片检测到，但 ＣＴ 检查更灵敏［６⁃７］ 。
通过 ＣＴ 可发现穿孔处以及液体渗漏的部位。

三、ＥＲＣＰ 相关性穿孔治疗

针对 ＥＲＣＰ 相关穿孔的治疗一直备受热议，ＥＲＣＰ 相关

穿孔治疗方法的选择主要取决于患者的年龄以及临床状况、
合并症、明确诊断的时间、穿孔的位置和大小、ＥＲＣＰ 手术时

间以及影像学表现［８⁃９］ 。 内镜医师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就

是疾病的早期诊断，这需要消化科医师、外科医师以及麻醉

科医师的多学科通力合作。
目前认为大部分的腹膜后穿孔可以通过内科保守方法

治疗，有的学者认为相当一部分患者可以通过清肠、静脉补

液以及抗生素来限制腹膜炎并使穿孔处得以修复。 然而，为
早期发现腹膜炎，应该对患者进行频繁的观察和腹部体检，
如果患者临床生命体征平稳，则可以通过非手术治疗达到目

的。 但部分患者仍需手术进行治疗，外科手术治疗的指征包

括大直径缺损、保守治疗后仍存在的脓毒血症、存在腹膜炎

或者经皮引流无法将腹膜后积液引流出来，结石或者残留的

网篮等［８⁃１１］ 。 患者的临床状况是决定是否手术治疗的关键

因素，Ｋｎｕｄｓｏｎ 等［１２］应用一种临床指数评分来预测是否需要

手术干预，在出现以下情况时将要加 １ 分：发热、心动过速、
白细胞增多等。 当评分大于等于 ３ 分时，约 ４０％的患者需要

手术干预。
Ⅰ型穿孔一经发现需要进行评估是否能在内镜下实现

封闭穿孔，如若不能则应立即进行手术治疗。 即刻手术的主

要目的是修补穿孔部位并引流胆汁以及胃液。 Ⅰ型穿孔可

以通过修补一层或者两层组织实现治疗效果，封闭处为防止

阻塞十二指肠肠腔应横向走行，对于大孔径缺损，应使用空

肠浆膜修补封闭或者管状十二指肠切开术。 十二指肠封闭

处的渗漏是值得注意的主要问题，对于大孔径缺损或者延迟

诊断的患者应考虑十二指肠改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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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Ⅱ型穿孔，在诊断过程中为防止胆汁渗漏入穿孔

处，要进行胆汁引流。 在 Ａｌｆｅｒｉ 等［１０］ 的研究中，１２ ／ ３０ 的患

者通过鼻胆管引流成功处理。 很多研究报道了全覆膜自膨

式金属支架对于Ⅱ型穿孔的应用，全覆膜自膨式金属支架可

以覆盖穿孔处，使胆汁引流到十二指肠而不是腹膜后腔，相
对于塑料支架或者鼻胆管引流，其具有将胆汁完全隔绝于穿

孔部位的优势。 当穿孔持续存在，可再次进行 ＥＲＣＰ 并应用

自膨式属支架进行治疗［１３］ 。
当术后确诊Ⅱ型穿孔，应进行增强 ＣＴ 检查评估渗漏程

度，大孔径缺损是即刻手术的指证，而小的缺损或者无缺损

可以通过非手术治疗［９⁃１０］ 。 非手术治疗通常包括禁食禁水、
鼻胃管引流、液体复苏、应用广谱抗生素、内镜下放置支架治

疗等。 对于营养不良或者至少 ７ 日内没有足够肠内营养的

患者，建议应用全胃肠外营养［１４］ 。 ８０％的Ⅱ型穿孔患者应

用非手术治疗是有效的。 当患者穿孔部位渗漏的面积较大

时需要立即手术，在 ２４ ｈ 内通过十二指肠行括约肌成形术

能达到良好预期［１５］ 。 延迟手术的主要目的是控制脓毒血

症，并尽可能修复创口和分流［８⁃１０，１５⁃１６］ 。 延迟手术应用于非

手术治疗难以控制的脓毒血症患者，需要清创并引流腹膜后

积液，可以通过腹膜外途径（右后剖腹） ［８］ 或者胆囊切开、包
含 Ｔ 管放置的胆总管探查或者分流术进行处理。 １６％～８０％
的患者延迟手术中无法发现穿孔部位，或者由于组织极度水

肿而无法进行初次修补。 经十二指肠途径无法应用于延迟

手术［１６⁃１８］ 。
胃液以及十二指肠液的引流是十分必要的，可通过以下

途径实现：放置鼻胃管或鼻十二指肠管、管状十二指肠切开

术、幽门旷置术联合胃空肠吻合术、胃空肠吻合术、放置 Ｔ 管

分流胆汁、十二指肠憩室成形术。 十二指肠憩室成形术包括

毕Ⅱ式胃大部切除术、十二指肠内放置减压管、十二指肠创

面的封闭以及引流［１９］ ，十二指肠憩室成形术的主要缺点是

不能用于不稳定的脓毒血症患者，幽门旷置术是相对无创的

替代方法，这个方法过程包括十二指肠创面修补、通过连续

缝合封闭幽门和胃空肠吻合术。 幽门旷置术手术操作范围

相对较小、省事并相对较少地发生生理学紊乱。 当需要十二

指肠分流时，大部分临床医师提倡应用幽门旷置术。
所有Ⅲ型穿孔患者应用非手术治疗能够成功处理。 最

近一项文献综述表明［１４］ ，在Ⅱ型和Ⅲ型穿孔患者中，约
９２ ９％成功应用保守治疗处理，最终死亡率仅为 ０ ６％。

总而言之，Ⅰ型穿孔如果不能内镜封闭创面，则需要即

刻手术，Ⅱ型穿孔一开始应采用非手术治疗，非手术治疗对

于 ７９％Ⅱ型穿孔患者有效，总死亡率约为 ９ ４％，对于Ⅲ型

穿孔患者非手术治疗即可实现预期处理效果。
四、总结

近年来随着 ＥＲＣＰ 技术的发展，其对于胆胰疾病患者的

诊疗作用越来越大，但与此同时 ＥＲＣＰ 操作所潜在的并发症

也应引起临床医生重视；ＥＲＣＰ 术后穿孔是 ＥＲＣＰ 和括约肌

切开术过程中最为严重的并发症之一，虽发生率较低，但一

经发生死亡率很高。 术者应在术中和术后准确评估患者的

自身状况，及早发现并处理患者潜在出现的穿孔问题，进一

步提高患者 ＥＲＣＰ 术后的生活质量。

参 考 文 献

［ １ ］ 　 Ａｎｄｒｉｕｌｌｉ Ａ， Ｌｏｐｅｒｆｉｄｏ Ｓ， Ｎａｐｏｌｉｔａｎｏ Ｇ， ｅｔ ａｌ．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ｒａｔｅｓ ｏｆ
ｐｏｓｔ⁃ＥＲＣＰ 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ａ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ｓｕｒｖｅｙ ｏｆ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Ｊ］ ． Ａｍ Ｊ Ｇａｓｔｒｏｅｎｔｅｒｏｌ， ２００７， １０２ （ ８）： １７８１⁃１７８８．
ＤＯＩ： １０ １１１１ ／ ｊ．１５７２⁃０２４１ ２００７ ０１２７９．ｘ．

［ ２ ］ 　 Ｈｏｗａｒｄ ＴＪ， Ｔａｎ Ｔ， Ｌｅｈｍａｎ ＧＡ， ｅｔ ａｌ．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ａｎ⁃
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ｅｒｆｏｒ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ｎｇ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ｉｃ ｓｐｈｉｎｃｔｅｒｏｔｏｍｙ
［Ｊ］ ． Ｓｕｒｇｅｒｙ， １９９９，１２６（４）：６５８⁃６６３；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６６４⁃６６５．

［ ３ ］ 　 Ｓｔａｐｆｅｒ Ｍ， Ｓｅｌｂｙ ＲＲ， Ｓｔａｉｎ ＳＣ， ｅｔ 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ｄｕｏｄｅｎａｌ
ｐｅｒｆｏｒａｔｉｏｎ ａｆｔｅｒ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ｉｃ ｒｅｔｒｏｇｒａｄｅ ｃｈｏｌａｎｇｉｏｐａｎｃｒｅａｔｏｇｒａｐｈｙ
ａｎｄ ｓｐｈｉｎｃｔｅｒｏｔｏｍｙ［Ｊ］ ． Ａｎｎ Ｓｕｒｇ， ２０００，２３２（２）：１９１⁃１９８．

［ ４ ］ 　 Ｊｉｎ ＹＪ， Ｊｅｏｎｇ Ｓ， Ｋｉｍ ＪＨ， ｅｔ ａｌ．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ｃｏｕｒｓｅ ａｎｄ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ｆｏｒ ＥＲＣＰ⁃ｒｅｌａｔｅｄ ｄｕｏｄｅｎａｌ ｐｅｒｆｏｒａｔｉｏｎ： ａ ｍｕｌ⁃
ｔｉｃｅｎｔｅ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Ｊ］ ．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ｙ， ２０１３，４５（１０）：８０６⁃８１２． ＤＯＩ：
１０ １０５５ ／ ｓ⁃００３３⁃１３４４２３０．

［ ５ ］ 　 Ｌｉ Ｇ， Ｃｈｅｎ Ｙ， Ｚｈｏｕ Ｘ， ｅｔ ａｌ． Ｅａｒｌｙ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ｐｅｒｆｏｒａｔｉｏｎ ａｆｔｅｒ ＥＲＣＰ ［ Ｊ ］ ． Ｇａｓｔｒｏｅｎｔｅｒｏｌ Ｒｅｓ Ｐｒａｃｔ，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２：６５７４１８． ＤＯＩ： １０ １１５５ ／ ２０１２ ／ ６５７４１８．

［ ６ ］ 　 ｄｅ Ｖｒｉｅｓ ＪＨ， Ｄｕｉｊｍ ＬＥ， Ｄｅｋｋｅｒ Ｗ， ｅｔ ａｌ． ＣＴ ｂｅｆｏｒｅ 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
ＥＲＣＰ：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ａｎｃｒｅａｔｉｃ ｐｓｅｕｄｏｔｕｍｏｒ， ａｓｙｍｐｔｏｍａｔｉｃ ｒｅｔｒｏ⁃
ｐｅｒｉｔｏｎｅａｌ ｐｅｒｆｏ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ｕｏｄｅｎａｌ ｄｉｖｅｒｔｉｃｕｌｕｍ ［ Ｊ ］ ．
Ｇａｓｔｒｏｉｎｔｅｓｔ Ｅｎｄｏｓｃ， １９９７，４５（３）：２３１⁃２３５．

［ ７ ］ 　 Ｋｕｈｌｍａｎ ＪＥ， Ｆｉｓｈｍａｎ ＥＫ， Ｍｉｌｌｉｇａｎ ＦＤ， ｅｔ ａｌ． 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ｉｃ ｒｅｔｒｏｇｒａｄｅ ｓｐｈｉｎｃｔｅｒｏｔｏｍｙ： ｃｏｍｐｕｔｅｄ 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ｅ⁃
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Ｊ］ ． Ｇａｓｔｒｏｉｎｔｅｓｔ Ｒａｄｉｏｌ， １９８９，１４（２）：１２７⁃１３２．

［ ８ ］ 　 Ａｌｆｉｅｒｉ Ｓ， Ｒｏｓａ Ｆ， Ｃｉｎａ Ｃ， ｅｔ 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ｄｕｏｄｅｎｏ⁃ｐａｎ⁃
ｃｒｅａｔｏ⁃ｂｉｌｉａｒｙ ｐｅｒｆｏｒａｔｉｏｎｓ ａｆｔｅｒ ＥＲＣＰ：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ｆｒｏｍ ａｎ Ｉｔａｌｉａｎ
ｔｅｒｔｉａｒｙ ｒｅｆｅｒｒａｌ ｃｅｎｔｅｒ ［ Ｊ］ ． Ｓｕｒｇ Ｅｎｄｏｓｃ， ２０１３，２７ （ ６）：２００５⁃
２０１２． ＤＯＩ： １０ １００７ ／ ｓ００４６４⁃０１２⁃２７０２⁃９．

［ ９ ］ 　 Ｍａｃｈａｄｏ ＮＯ．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ｄｕｏｄｅｎａｌ ｐｅｒｆｏｒａｔｉｏｎ ｐｏｓｔ⁃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ｉｃ ｒｅｔｒｏｇｒａｄｅ ｃｈｏｌａｎｇｉｏｐａｎｃｒｅａｔｏｇｒａｐｈｙ． Ｗｈｅｎ ａｎｄ ｗｈｏｍ
ｔｏ ｏｐｅｒａｔｅ ａｎｄ ｗｈａｔ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 ｔｈｅ ｏｕｔｃｏｍｅ？ 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ａｒｔｉ⁃
ｃｌｅ［Ｊ］ ． ＪＯＰ， ２０１２，１３（１）：１８⁃２５．

［１０］ 　 Ｐｒｅｅｔｈａ Ｍ， Ｃｈｕｎｇ ＹＦ， Ｃｈａｎ ＷＨ， ｅｔ ａｌ． Ｓｕｒｇｉｃ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ｉｃ ｒｅｔｒｏｇｒａｄｅ ｃｈｏｌａｎｇｉｏｐａｎｃｒｅａｔｏｇｒａｐｈｙ⁃ｒｅｌａｔｅｄ
ｐｅｒｆｏｒａｔｉｏｎｓ［Ｊ］ ． ＡＮＺ Ｊ Ｓｕｒｇ， ２００３，７３（１２）：１０１１⁃１０１４．

［１１］ 　 Ｐａｓｐａｔｉｓ ＧＡ， Ｄｕｍｏｎｃｅａｕ ＪＭ， Ｂａｒｔｈｅｔ Ｍ， ｅｔ ａｌ． 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ａｔｒｏｇｅｎｉｃ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ｉｃ ｐｅｒｆｏｒａｔｉｏｎｓ：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Ｓｏ⁃
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Ｇａｓｔｒｏ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ｙ （ＥＳＧＥ）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 Ｊ］ ．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ｙ， ２０１４， ４６ （ ８ ）： ６９３⁃７１１． ＤＯＩ： １０ １０５５ ／ ｓ⁃
００３４⁃１３７７５３１．

［１２］ 　 Ｋｎｕｄｓｏｎ Ｋ， Ｒａｅｂｕｒｎ ＣＤ， ＭｃＩｎｔｙｒｅ ＲＣ， ｅｔ 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ｄｕ⁃
ｏｄｅｎａｌ ａｎｄ ｐａｎｃｒｅａｔｉｃｏｂｉｌｉａｒｙ ｐｅｒｆｏｒａｔｉｏｎ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ｐｅｒｉａｍｐ⁃
ｕｌｌａｒｙ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ｉｃ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ｓ［Ｊ］． Ａｍ Ｊ Ｓｕｒｇ， ２００８，１９６（６）：９７５⁃
９８１；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９８１⁃９８２． ＤＯＩ： １０ １０１６ ／ ｊ．ａｍｊｓｕｒｇ．２００８ ０７ ０４５．

［１３］ 　 Ｊｅｏｎ ＨＪ， Ｈａｎ ＪＨ， Ｐａｒｋ Ｓ， ｅｔ ａｌ．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ｉｃ ｓｐｈｉｎｃｔｅｒｏｔｏｍｙ⁃ｒｅ⁃

—０５４— 中华消化内镜杂志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第 ３５ 卷第 ６ 期　 Ｃｈｉｎ Ｊ Ｄｉｇ Ｅｎｄｏｓｃ，Ｊｕｎｅ ２０１８，Ｖｏｌ． ３５，Ｎｏ．６



ｌａｔｅｄ ｐｅｒｆｏ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ｏｎ ｂｉｌｅ ｄｕｃｔ 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ｌｙ ｔｒｅａｔｅｄ ｂｙ
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ａ ｃｏｖｅｒｅｄ ｍｅｔａｌ ｓｔｅｎｔ ［ Ｊ］ ．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ｙ， ２０１１，４３
Ｓｕｐｐｌ ２ ＵＣＴＮ：Ｅ２９５⁃２９６． ＤＯＩ： １０ １０５５ ／ ｓ⁃００３０⁃１２５６４６４．

［１４］ 　 Ｐａｓｐａｔｉｓ ＧＡ， Ｄｕｍｏｎｃｅａｕ ＪＭ， Ｂａｒｔｈｅｔ Ｍ， ｅｔ ａｌ． 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ａｔｒｏｇｅｎｉｃ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ｉｃ ｐｅｒｆｏｒａｔｉｏｎｓ：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Ｓｏ⁃
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Ｇａｓｔｒｏ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ｙ （ＥＳＧＥ）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 Ｊ］ ．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ｙ， ２０１４， ４６ （ ８ ）： ６９３⁃７１１． ＤＯＩ： １０ １０５５ ／ ｓ⁃
００３４⁃１３７７５３１．

［１５］ 　 Ｓａｒｌｉ Ｌ， Ｐｏｒｒｉｎｉ Ｃ， Ｃｏｓｔｉ Ｒ， ｅｔ ａｌ． 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ｅｒｉａｍ⁃
ｐｕｌｌａｒｙ ｒｅｔｒｏｐｅｒｉｔｏｎｅａｌ ｐｅｒｆｏｒ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ｎｇ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ｉｃ
ｓｐｈｉｎｃｔｅｒｏｔｏｍｙ ［ Ｊ ］ ． Ｓｕｒｇｅｒｙ， ２００７， １４２ （ １ ）： ２６⁃３２． ＤＯＩ：
１０ １０１６ ／ ｊ．ｓｕｒｇ．２００７ ０２ ００２．

［１６］ 　 Ｅｒｃａｎ Ｍ， Ｂｏｓｔａｎｃｉ ＥＢ， Ｄａｌｇｉｃ Ｔ， ｅｔ ａｌ． Ｓｕｒｇｉｃａｌ ｏｕｔｃｏｍｅ ｏｆ ｐａ⁃
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ｐｅｒｆｏｒａｔｉｏｎ ａｆｔｅｒ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ｉｃ ｒｅｔｒｏｇｒａｄｅ ｃｈｏｌａｎｇｉｏｐａｎ⁃
ｃｒｅａｔｏｇｒａｐｈｙ［ Ｊ］ ． Ｊ Ｌａｐａｒｏｅｎｄｏｓｃ Ａｄｖ Ｓｕｒｇ Ｔｅｃｈ Ａ， ２０１２，２２

（４）：３７１⁃３７７． ＤＯＩ： １０ １０８９ ／ ｌａｐ．２０１１ ０３９２．
［１７］ 　 Ｍｉｌｌｅｒ Ｒ， Ｚｂａｒ Ａ， Ｋｌｅｉｎ Ｙ， ｅｔ ａｌ． Ｐｅｒｆｏｒ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ｅｎｄｏ⁃

ｓｃｏｐｉｃ ｒｅｔｒｏｇｒａｄｅ ｃｈｏｌａｎｇｉｏｐａｎｃｒｅａｔｏｇｒａｐｈｙ： ａ ｓｉｎｇｌ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ｓｕｒｇｉｃａｌ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ｓ［Ｊ］ ． Ａｍ Ｊ Ｓｕｒｇ， ２０１３，
２０６（２）：１８０⁃１８６． ＤＯＩ： １０ １０１６ ／ ｊ．ａｍｊｓｕｒｇ．２０１２ ０７ ０５０．

［１８］ 　 Ｗｕ ＨＭ， Ｄｉｘｏｎ Ｅ， Ｍａｙ ＧＲ， ｅｔ 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ｅｒｆｏｒａｔｉｏｎ ａｆ⁃
ｔｅｒ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ｉｃ ｒｅｔｒｏｇｒａｄｅ ｃｈｏｌａｎｇｉｏｐａｎｃｒｅａｔｏｇｒａｐｈｙ （ＥＲＣＰ）： ａ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 ｒｅｖｉｅｗ［Ｊ］ ． ＨＰＢ （Ｏｘｆｏｒｄ）， ２００６，８（５）：３９３⁃
３９９． ＤＯＩ： １０ １０８０ ／ １３６５１８２０６００７００６１７．

［１９］ 　 Ｂｅｒｎｅ ＣＪ， Ｄｏｎｏｖａｎ ＡＪ， Ｗｈｉｔｅ ＥＪ， ｅｔ ａｌ． Ｄｕｏｄｅｎａｌ ＂ ｄｉｖｅｒｔｉｃｕｌｉ⁃
ｚ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ｄｕｏｄｅｎａｌ ａｎｄ ｐａｎｃｒｅａｔｉｃ ｉｎｊｕｒｙ ［ Ｊ］ ． Ａｍ Ｊ Ｓｕｒｇ，
１９７４，１２７（５）：５０３⁃５０７．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０９⁃０２）

（本文编辑：钱程）

—１５４—中华消化内镜杂志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第 ３５ 卷第 ６ 期　 Ｃｈｉｎ Ｊ Ｄｉｇ Ｅｎｄｏｓｃ，Ｊｕｎｅ ２０１８，Ｖｏｌ． ３５，Ｎｏ．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