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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探讨大范围早期食管癌及其癌前病变内镜黏膜下剥离术（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ｉｃ ｓｕｂｍｕｃｏｓａｌ
ｄｉ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ＥＳＤ）术后发生食管顽固性狭窄的危险因素。 方法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在中国医

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内镜科行内镜黏膜下剥离术治疗，病变范围≥３／ ４ 食管环周的 １８６ 例患者（共 ２１２
处食管早期癌或癌前病变）纳入回顾性分析，根据术后内镜下食管球囊扩张次数分为顽固性狭窄组

（６９ 例，扩张≥６ 次）和非顽固性狭窄组（１１７ 例，扩张 ０ ～ ５ 次）。 单因素分析使用 ｔ 检验或 Ｍａｎｎ⁃
Ｗｈｉｔｎｅｙ Ｕ 检验、χ２检验或 Ｆｉｓｈｅｒ 精确概率法，多因素分析使用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 结果　 与非顽固性狭窄

组比较，顽固性狭窄组在病变纵径、人工溃疡（ＥＳＤ 术后创面）纵径以及病变位置、病变环周范围和固

有肌层损伤构成方面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均＜０ ０５）。 剔除人工溃疡纵径这一因素后（因人工溃

疡纵径与病变纵径在临床上存在明显相关性），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病变纵径＞５ ｃｍ
（Ｐ＝ ０ ００３，ＯＲ＝ ３ ５３１，９５％ＣＩ：１ ５４７ ～ ８ ０６０）、病变位于胸上段（与胸下段比较：Ｐ ＝ ０ ００１，ＯＲ ＝
３６ ７２０，９５％ＣＩ：４ ２３３ ～ ３１８ ５５１）、颈段 （与胸下段比较：Ｐ ＝ ０ ００３，ＯＲ ＝ ２４ ９５９，９５％ ＣＩ：２ ９２７ ～
２１２ ７９５）、全周病变（Ｐ＜０ ００１，ＯＲ ＝ １０ ０８２，９５％ＣＩ：４ １９６ ～ ２４ ２２６）和存在术中固有肌层损伤（Ｐ＜
０ ００１，ＯＲ＝ ７ １２８，９５％ＣＩ：２ ７４８～１８ ４８６）的早期食管癌及其癌前病变行 ＥＳＤ 术后易发生食管顽固

性狭窄。 结论　 对于大范围（病变范围≥３／ ４ 食管环周）早期食管癌及其癌前病变，病变纵径＞５ ｃｍ，
病变位于胸上段、颈段，全周病变，以及存在术中固有肌层损伤均是 ＥＳＤ 术后发生食管顽固性狭窄的

独立危险因素。
　 　 【关键词】 　 食管肿瘤；　 内镜黏膜下剥离术；　 顽固性食管狭窄；　 内镜下球囊扩张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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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ｏｒ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２０１６⁃１２Ｍ⁃００１， ２０１７⁃Ｉ２Ｍ⁃１⁃００１， ２０１９⁃１２Ｍ⁃２⁃００４）； ＰＵＭＣ Ｙｏｕｔｈ Ｆｕｎ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Ｆｕｎｄ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２０１７３２００１２）

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 ／ ｃｍａ．ｊ．ｃｎ３２１４６３⁃２０２００８１９⁃００１０３

　 　 内镜黏膜下剥离术（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ｉｃ ｓｕｂｍｕｃｏｓａｌ ｄｉｓ⁃
ｓｅｃｔｉｏｎ，ＥＳＤ）能有效切除局限于黏膜层及黏膜下浅

层的早期食管癌及其癌前病变，且创伤小、患者恢

复快、术后生活质量较高，已逐渐成为治疗早期食

管癌及其癌前病变的标准治疗方法。 相比内镜黏

膜切除术（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ｉｃ ｍｕｃｏｓａｌ ｒｅｓｅｃｔｉｏｎ，ＥＭＲ），ＥＳＤ
在处理直径＞２ ｃｍ 的病变时可获得更高的整块切

除率。
然而，早期食管癌及其癌前病变 ＥＳＤ 术后食管

狭窄问题亦需引起重视。 当病变累及食管周径 ３ ／ ４
周以上时，ＥＳＤ 术后发生食管狭窄的风险可达 ９０％
以上［１］。 当病变范围累及食管全周时，ＥＳＤ 术后食

管狭窄的发生率可接近 １００％［２］，且食管全周 ＥＳＤ
术后常发生顽固性狭窄，需多次球囊扩张（扩张次

数≥６ 次）以改善吞咽困难症状，这必然导致患者生

活质量的下降［３］。 因此，有必要针对 ＥＳＤ 术后食管

顽固性狭窄的危险因素进行探究，并针对性地采取

预防措施降低术后狭窄的发生率。 本研究拟通过

回顾性分析我院行 ＥＳＤ 治疗的早期食管癌及其癌

前病变患者的病例资料，探究 ＥＳＤ 术后食管顽固性

狭窄的危险因素。

对象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间在我院内镜科行

ＥＳＤ 治疗的早期食管癌及其癌前病变病例共 ３１９
例，其中符合病变累及食管周径≥３ ／ ４ 周的病例共

２１４ 例，剔除其中 １３ 例 ＥＳＤ 术后追加手术、放化疗

等后续治疗病例和 １５ 例失访病例后，最终有 １８６ 例

病变累及食管周径≥３ ／ ４ 周的病例（共 ２１２ 处病变）
纳入数据分析，按 ＥＳＤ 术后是否发生食管顽固性狭

窄分成顽固性狭窄组（６９ 例，８０ 处病变）和非顽固

性狭窄组（１１７ 例，包括 ３９ 例术后狭窄但扩张≤５ 次

和 ７８ 例未狭窄，共 １３２ 处病变），对 ２ 组的病例资料

进行回顾性总结和分析。
二、内镜治疗

１．早期食管癌及其癌前病变的 ＥＳＤ 治疗：术前

禁食水 ８ ｈ。 患者取左侧卧位，使用日本 Ｏｌｙｍｐｕｓ
ＧＩＦ⁃Ｑ２６０Ｊ 电子胃镜，整个 ＥＳＤ 治疗过程在全麻气

管插管下进行，其中食管全周病变采用“隧道法”进
行黏膜下剥离，具体步骤如下。 （１）内镜下标记：食
管病变经 １ ２５％卢戈液染色后，使用 Ｄｕａｌ 刀（Ｋ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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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５０Ｑ，日本 Ｏｌｙｍｐｕｓ）于病变外侧 ５ ｍｍ 进行标记；
（２）建立隧道：于病变口侧 １２ 点钟及 ６ 点钟位置建

立隧 道 入 口， 用 注 射 针 （ ＮＭ⁃２００Ｌ⁃０５２３， 日 本

Ｏｌｙｍｐｕｓ）进行黏膜下注射，并于病变口侧标记点外

侧进行预切开；（３）环周切开病变肛侧黏膜以备会

师；（４）自病变口侧沿隧道两侧逐步行黏膜下剥离，
直至与肛侧会师，仅保留隧道入口处黏膜；（５）剥离

隧道入口处黏膜，取出标本；（６）使用电活检钳（ＦＤ⁃
４１０ＬＲ，日本 Ｏｌｙｍｐｕｓ）对创面处暴露的血管及活动

性出血进行电凝止血，创面固有肌层缺损明显处予

钛夹夹闭以预防穿孔。 术后予禁食水、抑酸、护胃、
肠外营养 ３ ｄ，留置胃管 ３ ｄ 行胃肠减压。 随后流食

３ ｄ，并逐渐过渡至正常饮食。
２．术后食管狭窄的内镜处理：全部患者于 ＥＳＤ

术后 ４ 周复查胃镜，直径 ９ ８ ｍｍ 内镜（ＧＩＦ Ｈ２６０，
日本 Ｏｌｙｍｐｕｓ）无法通过食管狭窄部定义为食管狭

窄。 术后狭窄患者定期行内镜下食管球囊扩张，直
至复查时直径 ９ ８ ｍｍ 内镜可通过食管狭窄部。 球

囊扩张次数≥６ 次定义为术后食管顽固性狭窄，同
时记录患者术后激素使用情况。

三、统计学分析

采用 ＳＰＳＳ ２５ ０ 统计学软件处理数据。 符合正

态分布的计量资料用 Ｍｅａｎ±ＳＤ 描述，２ 组间比较采

用独立样本 ｔ 检验；不满足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用

Ｍ（Ｐ２５，Ｐ７５）描述，２ 组间比较采用 Ｍａｎｎ⁃Ｗｈｉｔｎｅｙ Ｕ
检验。 计数资料用频数和百分比描述，组间比较采

用 χ２检验或 Ｆｉｓｈｅｒ 精确概率法。 是否发生顽固性狭

窄的多因素分析采用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 Ｐ＜０ ０５ 为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结　 　 果

一、顽固性狭窄组与非顽固性狭窄组的对比分

析结果

顽固性狭窄组的病变纵径和人工溃疡（ＥＳＤ 术

后创面） 纵径均明显长于非顽固性狭窄组 （ Ｐ ＜
０ ０５），病变位置、病变环周范围和固有肌层损伤构

成在 ２ 组间差异也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 ０５），见
表 １。

二、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结果

因人工溃疡纵径与病变纵径在临床上存在明

显相关性，即人工溃疡纵径取决于病变纵径，故将

人工溃疡纵径这一因素排除，仅将病变纵径、病变

位置、病变环周范围、固有肌层损伤这 ４ 个因素纳入

表 １　 内镜黏膜下剥离术后食管顽固性狭窄组与非顽固性

狭窄组的临床数据对比结果

项目
顽固性
狭窄组

非顽固性
狭窄组

χ２ ／ ｔ 值 Ｐ 值

例数（例） ６９ １１７

病变数（处） ８０ １３２

性别［例（％）］ ２ ３６３ ０ １４１

　 男 ５０（７２ ５） ９６（８２ １）

　 女 １９（２７ ５） ２１（１７ ９）

年龄（岁，Ｍｅａｎ±ＳＤ） ６１ ７９±８ ０４ ６２ １８±８ ３３ －０ ３０６ ０ ７６０

病变数量［例（％）］ ０ ２０９

　 单发 ５９（８５ ５） １０８（９２ ３）

　 多发 １０（１４ ５） ９（７ ７）

病变纵径（ｃｍ，Ｍｅａｎ±ＳＤ） ａ ６ ３４±２ ５４ ４ ３９±１ ７６ ５ ６５１ ＜０ ００１

人工溃疡纵径（ｃｍ，Ｍｅａｎ±ＳＤ）ａ ９ ４６±２ ４４ ７ ７６±１ ８６ ５ ００５ ＜０ ００１

病变位置［例（％）］ ｂ ０ ００５

　 颈段 ８（１１ ６） ２（１ ７）

　 胸上段 １４（２０ ３） １２（１０ ３）

　 胸中段 ２４（３４ ８） ５３（４５ ３）

　 胸下段 ２３（３３ ３） ５０（４２ ７）

病变环周范围［例（％）］ ｂ ４７ ４１８ ＜０ ００１

　 ≥３ ／ ４ 周但未达全周 ２６（３７ ７） １０１（８６ ３）

　 全周 ４３（６２ ３） １６（１３ ７）

固有肌层损伤［例（％）］ ２６ ０３０ ＜０ ００１

　 有 ５８（８４ １） ５４（４６ ２）

　 无 １１（１５ ９） ６３（５３ ８）

病变浸润深度［例（％）］ ｂ ０ ３５７ ０ ６４６

　 ＥＰ⁃ＬＰＭ ３２（４６ ４） ４９（４１ ９）

　 ＭＭ⁃ＳＭ ３７（５３ ６） ６８（５８ １）

注：内镜下球囊扩张次数≥６ 次定义为食管顽固性狭窄；ａ为病变纵
径和人工溃疡纵径的统计中，多发病变取平均值纳入统计；ｂ为病变
位置、病变环周范围和病变浸润深度统计中，仅将纵径最长、范围最
大、浸润深度最深的病变纳入统计；ＥＰ 指黏膜基底层；ＬＰＭ 指黏膜
固有层；ＭＭ 指黏膜肌层；ＳＭ 指黏膜下层

多因 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 归 方 程， 结 果 显 示， 病 变 纵

径＞５ ｃｍ、病变位于颈段及胸上段、病变累及全周及

术中发生固有肌层损伤是大范围早期食管癌及其

癌前病变 ＥＳＤ 术后发生食管顽固性狭窄的独立危

险因素，见表 ２。
三、术后食管狭窄的治疗结果

本组 １８６ 例病变累及食管周径≥３ ／ ４ 周的病例

中，１０８ 例 ＥＳＤ 术后发生食管狭窄，包括顽固性狭窄

６９ 例和狭窄但非顽固性（术后扩张 １ ～ ５ 次）３９ 例。
这 １０８ 例术后食管狭窄病例经内镜下球囊扩张治疗

后，８７ 例（８０ ６％）于术后 １ 年内获得缓解，１００ 例

（９２ ６％）于术后 ２ 年内获得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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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内镜黏膜下剥离术后食管顽固性狭窄的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分析结果

危险因素
参数
估计

Ｐ 值 ＯＲ 值
ＯＲ 值的 ９５％ＣＩ

下限 上限

病变纵径

　 ≤５ ｃｍ 参照

　 ＞５ ｃｍ １ ２６２ ０ ００３ ３ ５３１ １ ５４７ ８ ０６０

病变位置

　 胸下段 参照

　 胸中段 １ ６１３ ０ １５２ ５ ０１７ ０ ５５２ ４５ ５７５

　 胸上段 ３ ６０３ ０ ００１ ３６ ７２０ ４ ２３３ ３１８ ５５１

　 颈段 ３ ２１７ ０ ００３ ２４ ９５９ ２ ９２７ ２１２ ７９５

病变范围

　 ≥３ ／ ４ 周但未达全周 参照

　 全周 ２ ３１１ ＜０ ００１ １０ ０８２ ４ １９６ ２４ ２２６

固有肌层损伤

　 无 参照

　 有 １ ９６４ ＜０ ００１ ７ １２８ ２ ７４８ １８ ４８６

讨　 　 论

随着 ＥＳＤ 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完善，病变大小

已不再成为早期食管癌及其癌前病变行内镜下治

疗的限制性因素，范围较大的早期食管癌病灶也

可以通过 ＥＳＤ 获得整块切除。 但大范围早期食管

癌病灶行 ＥＳＤ 治疗后，食管狭窄发生率较高。 食

管狭窄会引起吞咽困难，继而导致营养不良、吸入

性肺炎等并发症，严重影响患者术后生活质量［４］ ，
其中部分为顽固性狭窄，需多次行食管扩张（≥６
次），无疑加重了患者经济和心理负担。 因此，有
必要对大范围早期食管癌及其癌前病变 ＥＳＤ 术后

发生食管顽固性狭窄的危险因素进行探究，并针

对性地采取预防措施以预防术后顽固性狭窄的

发生。
ＥＳＤ 术后食管狭窄与病变范围及病变纵径长

度密切相关，治疗范围越大、病变纵径越长，术后

食管狭窄风险就越高［１］ 。 目前普遍认为，病变范

围＞３ ／ ４ 食管周径、病变纵径＞５ ｃｍ 的早期食管癌

患者 ＥＳＤ 术后出现食管狭窄风险较高［２］ 。 本研究

结果显示，顽固性狭窄组的病变纵径和 ＥＳＤ 术后

人工溃疡纵径均明显长于非顽固性狭窄组，且顽

固性狭窄组中以全周病变为主（６２ ３％）。 因此，
对于食管近全周的病变应尽量避免直接行全周剥

离，而应在保证侧切缘阴性的前提下，保留尽可能

多的正常食管黏膜组织，以在确保完整切除的同

时降低发生术后食管顽固性狭窄风险。 国外研究

亦证实，对于非全周的食管病变，术中尽可能保留

正常黏膜可有效减轻术后食管狭窄程度［５］ 。 因

此，对于食管全周病变，应在术前充分交代食管狭

窄风险，术后积极采取措施减轻食管狭窄程度、提
高患者生活质量。

国内唐健等［６］ 对大范围早期食管癌 ＥＳＤ 术后

难治性狭窄的危险因素进行了回顾性分析，结果显

示肿瘤浸润深度超过黏膜固有层是发生术后食管

顽固性狭窄的独立危险因素。 国外学者 Ｏｎｏ 等［１］

及国内学者鞠辉等［７］ 的研究结果均显示，术后狭窄

与病变浸润深度有关，但临界值并不一致。 本研究

结果显示病变浸润深度与 ＥＳＤ 术后顽固性狭窄无

明显相关性。 因此，以上结论仍有待大样本研究进

一步证实。
有研究指出，黏膜下层纤维化及固有肌层萎

缩是引起食管狭窄的主要原因［８］ ，而术中固有肌

层损伤会在创面愈合过程中加剧固有肌层萎缩，
继而引起食管狭窄风险增高［９］ 。 本研究结果显示

术中固有肌层损伤是发生术后食管顽固性狭窄的

独立危险因素，与国内外相关研究结果相似。 由

此我们认为，在食管 ＥＳＤ 术中注意保护固有肌层

不受损伤能有效降低术后发生食管顽固性狭窄的

风险。
食管病变位置对于 ＥＳＤ 术后食管狭窄的影响

目前国内外研究较少。 Ｍｉｚｕｔａ 等［１０］ 的回顾性研究

结果显示，上段食管 ＥＳＤ 术后食管狭窄发生率为

５０％（３ ／ ６），而病变位于食管下段时术后食管狭窄

发生率仅为 １１％（４ ／ ３６），他们认为与食管上段管腔

较窄、ＥＳＤ 过程中易损伤固有肌层有关。 本研究

中，颈段、胸上段食管病变均是 ＥＳＤ 术后发生食管

顽固性狭窄的独立危险因素。 颈段及胸上段食管

ＥＳＤ 术后一旦发生狭窄则多为顽固性狭窄，术后需

多次食管球囊扩张才能获得缓解。 因此，对于颈段

及胸上段较大范围的食管病变患者，术后应及时给

予预防措施以减轻食管狭窄程度。
现阶段，内镜下扩张仍然是治疗食管狭窄最常

用的方法［１１］。 本研究中 １０８ 例患者术后出现食管

狭窄，均定期接受食管球囊扩张，１ 年内食管狭窄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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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率为 ８０ ６％，２ 年食管狭窄缓解率为 ９２ ６％，提示

绝大部分 ＥＳＤ 术后食管狭窄仍可通过食管球囊扩

张获得较好疗效。 除内镜下扩张外，支架置入［１２］、
聚乙醇酸膜［１３］、食管黏膜移植［１４］、组织工程学技

术［１５］等均可用于预防 ＥＳＤ 术后食管狭窄，但疗效

尚需大样本前瞻性研究验证。
总之，本研究结果证实，对于大范围（病变范围

≥３ ／ ４ 食管环周）早期食管癌及其癌前病变，病变纵

径＞５ ｃｍ、病变位于胸上段或颈段、病变累及全周、
术中存在固有肌层损伤均是 ＥＳＤ 术后发生食管顽

固性狭窄的独立危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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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 考 文 献

［ １ ］　 Ｏｎｏ Ｓ， Ｆｕｊｉｓｈｉｒｏ Ｍ， Ｎｉｉｍｉ Ｋ， ｅｔ ａｌ． Ｐｒｅｄｉ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ｓｔｒｉｃｔｕｒｅ ａｆｔｅｒ ｅｓｏｐｈａｇｅａｌ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ｉｃ ｓｕｂｍｕｃｏｓａｌ ｄｉｓｓｅｃ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ｓｕ⁃

ｐｅｒｆｉｃｉａｌ ｓｑｕａｍｏｕｓ ｃｅｌｌ ｎｅｏｐｌａｓｍｓ ［ Ｊ ］ ．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ｙ， ２００９， ４１

（８）：６６１⁃６６５． ＤＯＩ： １０．１０５５ ／ ｓ⁃００２９⁃１２１４８６７．

［ ２ ］ 　 Ｍｉｗａｔａ Ｔ， Ｏｋａ Ｓ， Ｔａｎａｋａ Ｓ， ｅｔ ａｌ． Ｒｉｓｋ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ｆｏｒ ｅｓｏｐｈａｇｅａｌ

ｓｔｅｎｏｓｉｓ ａｆｔｅｒ ｅｎｔｉｒｅ ｃｉｒｃｕｍ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ｉｃ ｓｕｂｍｕｃｏｓａｌ ｄｉｓ⁃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ｓｕｐｅｒｆｉｃｉａｌ ｅｓｏｐｈａｇｅａｌ ｓｑｕａｍｏｕｓ ｃｅｌｌ 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 Ｊ］ ．

Ｓｕｒｇ Ｅｎｄｏｓｃ， ２０１６，３０（９）：４０４９⁃４０５６． ＤＯＩ： １０．１００７ ／ ｓ００４６４⁃

０１５⁃４７１９⁃３．

［ ３ ］ 　 Ｂｒｏｏｒ ＳＬ， Ｒａｊｕ ＧＳ， Ｂｏｓｅ ＰＰ， ｅｔ ａｌ． Ｌｏｎｇ ｔｅｒｍ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ｅｎｄｏ⁃

ｓｃｏｐｉｃ ｄｉｌａｔ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ｃｏｒｒｏｓｉｖｅ ｏｅｓｏｐｈａｇｅａｌ ｓｔｒｉｃｔｕｒｅｓ ［ Ｊ］ ． Ｇｕｔ，

１９９３，３４（１１）：１４９８⁃１５０１． ＤＯＩ： １０．１１３６ ／ ｇｕｔ ３４ １１ １４９８．

［ ４ ］ 　 Ｆｕｊｉｓｈｉｒｏ Ｍ．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ｉｎｄ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ｉｃ ｓｕｂｍｕｃｏｓａｌ ｄｉｓｓ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ａｓｔｒｏ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 ｎｅｏｐｌａｓｍｓ

［Ｊ］ ． Ｗｏｒｌｄ Ｊ Ｇａｓｔｒｏｅｎｔｅｒｏｌ， ２００８，１４ （ ２７）：４２８９⁃４２９５． ＤＯＩ：

１０．３７４８ ／ ｗｊｇ １４ ４２８９．

［ ５ ］ 　 Ｕｅｓａｔｏ Ｍ， Ｍｕｒａｋａｍｉ Ｋ， Ｎａｂｅｙａ Ｙ， ｅｔ ａｌ． Ｐｒｅｓｅｒ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ｕｃｏｓａ

ｔｏ ｔｈｅ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ｅｘｔｅｎｔ ｆｏｒ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ｉｃ ｓｕｂｍｕｃｏｓａｌ ｄｉｓｓｅｃ⁃

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ｕｂｃｉｒｃｕｍ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ｓｕｐｅｒｆｉｃｉａｌ ｅｓｏｐｈａｇｅａｌ 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 Ｊ］ ．

Ｇａｓｔｒｏｅｎｔｅｒｏｌ Ｒｅｓ Ｐｒａｃｔ， ２０１８，２０１８：３５４０２０４． ＤＯＩ： １０．１１５５ ／

２０１８ ／ ３５４０２０４．

［ ６ ］ 　 唐健， 刘枫， 陈洁， 等． 大范围早期食管癌内镜黏膜下剥离

术后发生难治性狭窄的危险因素分析［ Ｊ］ ．中华消化内镜杂

志，２０１７， ３４ （ ６）： ３８５⁃３８８． ＤＯＩ： １０． ３７６０ ／ ｃｍａ． ｊ． ｉｓｓｎ． １００７⁃

５２３２．２０１７．０６．００２．

［ ７ ］ 　 鞠辉， 钟芸诗， 姚礼庆， 等． 早期食管癌内镜黏膜下剥离术

后食管狭窄的危险因素分析［ Ｊ］ ．中华消化内镜杂志，２０１３，

３０（ ６）：３１０⁃３１４． ＤＯＩ： １０． ３７６０ ／ ｃｍａ． ｊ． ｉｓｓｎ １００７⁃５２３２． ２０１３．

０６．００４．

［ ８ ］ 　 王华， 刘枫， 李兆申． 食管内镜黏膜下剥离术后狭窄的发生

机制和预防［ Ｊ］ ．中华消化内镜杂志，２０１５，３２（４）：２６６⁃２６９．

ＤＯＩ： １０．３７６０ ／ ｃｍａ．ｊ．ｉｓｓｎ １００７⁃５２３２ ２０１５ ０４ ０１６．

［ ９ ］ 　 Ｈｕｈ ＣＷ， Ｌｅｅ ＨＨ， Ｋｉｍ ＢＷ， ｅｔ ａｌ．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ｖｅ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ｓｕｂｍｕ⁃

ｃｏｓａｌ ｆｉｂｒｏｓｉｓ ｂｅｆｏｒｅ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ｉｃ ｓｕｂｍｕｃｏｓａｌ ｄｉｓｓｅｃ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ｓｕｐｅｒｆｉ⁃

ｃｉａｌ ｓｑｕａｍｏｕｓ ｅｓｏｐｈａｇｅａｌ ｎｅｏｐｌａｓｉａ ［ Ｊ ］ ． Ｃｌｉｎ Ｔｒａｎｓｌ

Ｇａｓｔｒｏｅｎｔｅｒｏｌ， ２０１８， ９ （ ６）： １５９． ＤＯＩ： １０． １０３８ ／ ｓ４１４２４⁃０１８⁃

００２４⁃５．

［１０］ 　 Ｍｉｚｕｔａ Ｈ， Ｎｉｓｈｉｍｏｒｉ Ｉ， Ｋｕｒａｔａｎｉ Ｙ， ｅｔ ａｌ．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ｖｅ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ｆｏｒ

ｅｓｏｐｈａｇｅａｌ ｓｔｅｎｏｓｉｓ ａｆｔｅｒ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ｉｃ ｓｕｂｍｕｃｏｓａｌ ｄｉｓｓｅｃ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ｓｕ⁃

ｐｅｒｆｉｃｉａｌ ｅｓｏｐｈａｇｅａｌ ｃａｎｃｅｒ［ Ｊ］ ． Ｄｉｓ Ｅｓｏｐｈａｇｕｓ， ２００９，２２（ ７）：

６２６⁃６３１． ＤＯＩ： １０．１１１１ ／ ｊ．１４４２⁃２０５０ ２００９ ００９５４ ｘ．

［１１］ 　 Ｙｏｄａ Ｙ， Ｙａｎｏ Ｔ， Ｋａｎｅｋｏ Ｋ， ｅｔ ａｌ．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ｉｃ ｂａｌｌｏｏｎ ｄｉｌａｔ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ｂｅｎｉｇｎ ｆｉｂｒｏｔｉｃ ｓｔｒｉｃｔｕｒｅｓ ａｆｔｅｒ ｃｕｒａｔｉｖｅ ｎｏｎｓｕｒｇｉｃａｌ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ｅｓｏｐｈａｇｅａｌ ｃａｎｃｅｒ［ Ｊ］ ． Ｓｕｒｇ Ｅｎｄｏｓｃ， ２０１２，２６（ １０）：２８７７⁃

２８８３． ＤＯＩ： １０．１００７ ／ ｓ００４６４⁃０１２⁃２２７３⁃９．

［１２］ 　 Ｓｈｉ ＫＤ， Ｊｉ Ｆ． Ｐｒｏｐｈｙｌａｃｔｉｃ ｓｔｅｎｔｉｎｇ ｆｏｒ ｅｓｏｐｈａｇｅａｌ ｓｔｒｉｃｔｕｒｅ ｐｒｅ⁃

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ｆｔｅｒ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ｉｃ ｓｕｂｍｕｃｏｓａｌ ｄｉｓｓｅｃｔｉｏｎ ［ Ｊ ］ ． Ｗｏｒｌｄ Ｊ

Ｇａｓｔｒｏｅｎｔｅｒｏｌ， ２０１７，２３（６）：９３１⁃９３４． ＤＯＩ： １０． ３７４８ ／ ｗｊｇ． ｖ２３．

ｉ６．９３１．

［１３］ 　 Ｋｉｍ ＹＪ， Ｐａｒｋ ＪＣ， Ｃｈｕｎｇ Ｈ， ｅｔ ａｌ． Ｐｏｌｙｇｌｙｃｏｌｉｃ ａｃｉｄ ｓｈｅｅｔ ａｐｐｌｉ⁃

ｃ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ｐｒｅｖｅｎｔ ｅｓｏｐｈａｇｅａｌ ｓｔｒｉｃｔｕｒｅ ａｆｔｅｒ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ｉｃ ｓｕｂｍｕｃｏｓａｌ

ｄｉｓｓｅｃ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ｔ ｅｓｏｐｈａｇｅａｌ ｃａｎｃｅｒ［Ｊ］ ．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ｙ， ２０１６，

４８（Ｓｕｐｐｌ １）：Ｅ３１９⁃３２０． ＤＯＩ： １０．１０５５ ／ ｓ⁃００４２⁃１１７２２４．

［１４］ 　 张金顺， 叶丽萍， 毛鑫礼， 等． 自体食管黏膜移植预防早期

食管癌黏膜剥离术后狭窄（含视频）［Ｊ］ ．中华消化内镜杂志，

２０１８，３５ （ ６）：４４１⁃４４２． ＤＯＩ： １０． ３７６０ ／ ｃｍａ． ｊ． ｉｓｓｎ． １００７⁃５２３２．

２０１８．０６．０１８．

［１５］ 　 Ｏｈｋｉ Ｔ， Ｙａｍａｔｏ Ｍ， Ｏｔａ Ｍ， ｅｔ ａｌ．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ｓｏｐｈａｇｅａｌ ｓｔｒｉｃ⁃

ｔｕｒｅ ａｆｔｅｒ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ｉｃ ｓｕｂｍｕｃｏｓａｌ ｄｉｓｓｅｃｔｉｏｎ ｕｓｉｎｇ ｔｉｓｓｕｅ⁃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ｅｄ ｃｅｌｌ ｓｈｅｅｔｓ［Ｊ］ ． Ｇａｓｔｒｏｅｎｔｅｒ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２，１４３（３）：５８２⁃

５８８ ｅ２． ＤＯＩ： １０．１０５３ ／ ｊ．ｇａｓｔｒｏ ２０１２ ０４ ０５０．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０８⁃１９）

（本文编辑：顾文景）

—２９２— 中华消化内镜杂志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第 ３８ 卷第 ４ 期　 Ｃｈｉｎ Ｊ Ｄｉｇ Ｅｎｄｏｓｃ，Ａｐｒｉｌ ２０２１，Ｖｏｌ． ３８，Ｎｏ．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