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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探讨结直肠肿瘤 ＪＮＥＴ 分型的病理改变基础。 方法　 收集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

院内镜中心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２０１８ 年 ６ 月行窄带光成像放大内镜检查并取得术后病理标本的结直肠肿

瘤患者资料，对其内镜 ＪＮＥＴ 分型及病理特征（表面小凹上皮脱落、表面黏膜坏死结构、表面黏膜筛网

状结构、纤维组织反应增生、黏膜肌无残留、癌性间质反应）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共纳入 ８１ 例结

直肠肿瘤患者，病变长径均＞１ ５ ｃｍ，其中内镜治疗 ７４ 例，外科治疗 ７ 例。 表面黏膜筛网状结构出现

频率为 ＪＮＥＴ ２Ａ 型（２ ７８％）＜３ 型（２０ ００％）＜２Ｂ 型（４２ ８０％），组间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均＜
０ ０５）；纤维组织反应增生、黏膜肌无残留、癌性间质反应出现频率均为 ２Ａ 型、２Ｂ 型＜３ 型，３ 型与 ２Ａ
型、２Ｂ 型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均＜０ ０５）。 表面小凹上皮脱落、表面黏膜坏死结构在 ＪＮＥＴ 分型与

病理诊断相符组与不符组间出现频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均＜０ ０５）。 结论　 ＪＮＥＴ分型中 ２Ｂ 型提示

病理特征为黏膜表面筛网状结构，３ 型提示病理特征为纤维组织反应增生，黏膜肌无残留，癌性间质反

应。 表面小凹上皮脱落、表面黏膜坏死结构可能是影响 ＪＮＥＴ 分型诊断准确性的病理干扰因素。
【关键词】 　 结直肠肿瘤；　 病理学；　 窄带光成像；　 放大内镜；　 ＪＮＥＴ 分型

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 ／ ｃｍａ．ｊ．ｃｎ３２１４６３⁃２０１９１２１６⁃００４２９

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ＪＮＥＴ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ｌｏｒｅｃｔａｌ ｔｕｍｏｒｓ
Ｚｈｕ Ｘｉａｏｒｏｎｇ１， Ｘｕ Ｌｉａｎｇｂｉ１， Ｘｉａｎｇ Ｙｉｎｉｎｇ２， Ｙａｎｇ Ｈａｏｙｉ１， Ｊｉ Ｙｕａｎｘｕｅ１， Ｚｈａｎｇ Ｊｉａｌｕ１

１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ｙ Ｃｅｎｔｅｒ， Ｔｈｅ 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ｄ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ｏｆ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Ｇｕｉｙａｎｇ ５５０００１， Ｃｈｉｎａ；
２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ｙ， Ｔｈｅ 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ｄ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ｏｆ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Ｇｕｉｙａｎｇ ５５０００１， Ｃｈｉｎａ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ａｕｔｈｏｒ： Ｘｕ Ｌｉａｎｇｂｉ， Ｅｍａｉｌ： ｇｚｘｌｂ＠ ｓｉｎａ．ｃｏｍ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Ｔｏ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 ｔｈｅ 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ＪＮＥＴ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ｌｏｒｅｃｔａｌ
ｔｕｍｏｒｓ．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Ｄａｔａ ｏｆ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ｃｏｌｏｒｅｃｔａｌ ｎｅｏｐｌａｓｍｓ ｗｈｏ ｕｎｄｅｒｗｅｎｔ ｎａｒｒｏｗ⁃ｂａｎｄ ｉｍａｇｉｎｇ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ｗｉｔｈ ｍａｇｎｉｆｙｉｎｇ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ｙ， ａｎｄ ｗｈｏｓｅ 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 ｗｅｒｅ ｏｂｔａｉｎｅｄ ａｔ ｔｈｅ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ｙ
ｃｅｎｔ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ｄ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ｏｆ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ｆｒｏｍ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５ ｔｏ Ｊｕｎｅ ２０１８ ｗｅｒｅ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ｒｅｔ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Ｔｈｅ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ｉｃ ＪＮＥＴ 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 ａｎｄ 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ｐｉｔ ｅｐｉｔｈｅｌｉａｌ ｅｘｆｏｌｉａｔｉｏｎ，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ｍｕｃｏｓａｌ ｎｅｃｒｏｓｉｓ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ｍｕｃｏｓａｌ ｅｔｈｍｏｉｄ ｒｅｔｉｃｕｌａｒ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ｆｉｂｒｏｕｓ ｔｉｓｓｕｅ ｒｅａｃｔｉｖｅ
ｈｙｐｅｒｐｌａｓｉａ， ｍｕｃｏｓａ ｍｕｓｃｌｅ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ｒｅｓｉｄｕａｌ ａｎｄ 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ｔｏｕｓ ｉｎｔｅｒｓｔｉｔｉａｌ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 ） ｗｅｒｅ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Ａ ｔｏｔａｌ ｏｆ ８１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ｃｏｌｏｒｅｃｔａｌ ｎｅｏｐｌａｓｍｓ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１ ５ ｃｍ） ｗｅｒｅ ｅｎｒｏｌｌｅｄ ｗｉｔｈ ７４ ｃａｓｅｓ
ｒｅｃｅｉｖｉｎｇ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ｉｃ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ｓｅｖｅｎ ｃａｓｅｓ ｒｅｃｅｉｖｉｎｇ ｓｕｒｇｉｃａｌ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ｏｆ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ｍｕｃｏｓａｌ ｓｉｅｖｅ ｒｅｔｉｃｕｌａｒ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ｎ ｔｙｐｅ ３ ｏｆ ＪＮＥＴ （２０ ００％） ｗａｓ ｌｏｗ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 ｉｎ ｔｙｐｅ ２Ｂ （４２ ８６％），
ｗｈｉｃｈ ｗａｓ ｉｎ ｔｕｒｎ 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 ｉｎ ｔｙｐｅ ２Ａ （ ２ ７８％）， ｗｉｔｈ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Ｐ ＜ ０ ０５）． Ｔｈｅ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ｉｅｓ ｏｆ ｆｉｂｒｏｕｓ ｔｉｓｓｕｅ ｒｅａｃｔｉｖｅ ｐｒｏｌｉｆｅｒａｔｉｏｎ， ｎｏ ｒｅｓｉｄｕａｌ ｍｕｃｏｓａｌ ｍｕｓｃｌｅｓ， ａｎｄ 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ｔｏｕｓ
ｉｎｔｅｒｓｔｉｔｉａｌ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ｙｐｅ ２Ａ ａｎｄ ２Ｂ ｗｅｒｅ ｌｏｗ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 ｏｆ ｔｙｐｅ ３， ｗｉｔｈ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 ａｌｌ Ｐ＜
０ ０５）． Ｔｈｅｒｅ ｗｅｒ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ｃｙ ｇｒｏｕｐ ａｎｄ ｉｎ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ｃｙ ｇｒｏｕｐ ｏｆ ＪＮＥＴ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 ｉｎ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ｐｉｔ ｅｐｉｔｈｅｌｉａｌ ｅｘｆｏｌｉ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ｍｕｃｏｓａｌ ｎｅｃｒｏｓｉｓ （ａｌｌ
Ｐ＜０ ０５）．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ｙｐｅ ２Ｂ ｏｆ ＪＮＥＴ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ｍａｙ ｂｅ ｔｈｅ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ｍｕｃｏｓａｌ ｒｅｔｉｃｕｌａｒ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ｔｙｐｅ 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 ｒｅａｃｔｉｖｅ ｈｙｐｅｒｐｌａｓｉａ ｏｆ ｆｉｂｒｏｕｓ ｔｉｓｓｕｅ， ｎｏ ｒｅｓｉｄｕａｌ

—７４６—中华消化内镜杂志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第 ３７ 卷第 ９ 期　 Ｃｈｉｎ Ｊ Ｄｉｇ Ｅｎｄｏｓｃ，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２０，Ｖｏｌ． ３７，Ｎｏ．９



ｍｕｃｏｓａｌ ｍｕｓｃｌｅｓ ａｎｄ ｃａｎｃｅｒｏｕｓ ｉｎｔｅｒｓｔｉｔｉａｌ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ｅｘｆｏｌ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ｐｉｔ ｅｐｉｔｈｅｌｉｕ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ｅｃｒｏ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ｍｕｃｏｓａ ｍａｙ ｂｅ ｔｈｅ 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ｅｎｃｅ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ｆｆｅｃ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ｏｆ ＪＮＥＴ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Ｃｏｌｏｒｅｃｔａｌ ｎｅｏｐｌａｓｍｓ；　 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ｙ；　 Ｎａｒｒｏｗ⁃ｂａｎｄ ｉｍａｇｉｎｇ；　 Ｍａｇｎｉｆｙｉｎｇ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ｙ；
ＪＮＥＴ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 ／ ｃｍａ．ｊ．ｃｎ３２１４６３⁃２０１９１２１６⁃００４２９

　 　 结直肠癌的发病率逐年升高，已跃居至国内第

３～５位［１］，其预后与早期诊断密切相关，多数早期结

直肠癌可以治愈。 内镜是早期诊断的主要手段，窄带

光成像放大内镜（ｍａｇａｎｉｆｙｉｎｇ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ｉｃ⁃ｎａｒｒｏｗ⁃ｂａｎｄ
ｉｍａｇｉｎｇ，ＭＥ⁃ＮＢＩ）通过更加清楚地观察病变表面微小

结构，从而更加准确地判断病变性质及浸润深度［２］。
目前基于 ＭＥ⁃ＮＢＩ 已形成了多个结直肠肿瘤病变分

型系统，这些分型系统在临床应用中各有其优势及不

足之处。 因此，日本窄带光成像专家组（Ｊａｐａｎ ＮＢＩ
Ｅｘｐｅｒｔ Ｔｅａｍ，ＪＮＥＴ）于 ２０１６ 年发布了 ＪＮＥＴ 分型，综
合考虑了病变内镜下形态、表面结构及微血管形态，
以期成为国际统一的 ＮＢＩ 分型标准［３］。 ＪＮＥＴ 内镜分

型与病变的病理结构改变的相关研究未见报道，因此

我们对比分析 ８１ 例结直肠肿瘤病变 ＪＮＥＴ 分型诊断

结果与病理特征，初步探讨结直肠肿瘤 ＪＮＥＴ 分型病

理改变基础，以期了解 ＪＮＥＴ 诊断标准的诊断效能。

资料与方法

１．研究对象：本研究通过贵州医科大学医学伦理

委员会批准（文件批号：２０１９００３Ｋ）。 回顾性收集贵

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内镜中心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２０１８ 年

６ 月行ＭＥ⁃ＮＢＩ检查并取得术后病理标本的结直肠肿

瘤性病变患者 ３８６ 例，除外直径＜１ ５ ｃｍ 者 １９５ 例、图
像质量欠佳者 ７０ 例、资料不全者 ４０ 例，最终 ８１ 例纳

入研究，其中行内镜黏膜下剥离术（ＥＳＤ）５２ 例、内镜

黏膜切除术（ＥＭＲ）２２ 例、外科手术 ７ 例。 纳入标准：
（１）签署手术知情同意书；（２）ＭＥ⁃ＮＢＩ 图像清晰可以

完成 ＪＮＥＴ 诊断；（３）病变能取得完整术后标本；（４）
病变长径＞１ ５ ｃｍ。 排除标准：（１）有家族史的大肠

腺瘤病患者；（２）有炎症性肠病病史者；（３）患者一般

情况差、不能进行 ＭＥ⁃ＮＢＩ 检查，如有急性消化道出

血、凝血功能障碍等者；（４）肠道准备不佳，影响进镜

观察者；（５）图像质量差，影响判断结果者。
２．病理特征记录：调取纳入研究的 ８１ 例结直

肠肿瘤性病变存档组织病理 ＨＥ 切片，由贵州医科

大学附属医院同一副高级职称病理医师，根据

２０１０ 年消化系统肿瘤 ＷＨＯ 分类第 ４ 版及维也纳分

类标准完成病理分组：腺瘤Ⅰ级、Ⅱ级为低级别上

皮内瘤变组；腺瘤Ⅲ级、黏膜高级别异型增生、原位

腺癌、黏膜内癌为高级别上皮内瘤变组；黏膜下浸

润深 度＜１ ０００ μｍ 为 ＳＭ⁃１ 组， 黏 膜 下 浸 润 深

度≥１ ０００ μｍ为 ＳＭ⁃Ｄ 组。 并记录有无以下病理特

征：表面小凹上皮脱落、表面黏膜坏死结构、表面黏

膜筛网状结构、纤维组织反应增生、黏膜肌无残留、
癌性间质反应。 各病理特征见图 １。

图 １　 结直肠肿瘤性病变的多种病理特征　 １Ａ：表面黏膜坏死结

构　 ＨＥ　 ×４０；１Ｂ：表面小凹上皮脱落　 ＨＥ　 ×４０；１Ｃ：表面黏膜

筛网状结构　 ＨＥ　 ×１００；１Ｄ：纤维组织反应增生　 ＨＥ　 ×１００；
１Ｅ：黏膜肌无残留　 ＨＥ　 ×４０；１Ｆ：癌性间质反应　 ＨＥ　 ×４０

３．ＪＮＥＴ 分型诊断：调阅纳入研究的 ８１ 例结直

肠肿瘤性病变内镜图片，由 ２ 名具有丰富 ＭＥ⁃ＮＢＩ

—８４６— 中华消化内镜杂志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第 ３７ 卷第 ９ 期　 Ｃｈｉｎ Ｊ Ｄｉｇ Ｅｎｄｏｓｃ，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２０，Ｖｏｌ． ３７，Ｎｏ．９



诊断经验 （操作超过 ５００ 例患者） 的医师独立按

ＪＮＥＴ 分型诊断标准完成诊断。 如诊断意见不一致，
通过协商后得出最后诊断。 本次研究对象均为结

直肠肿瘤性病变，所以未纳入 １ 型结构。 ＪＮＥＴ 分型

各型内镜图片及对应病理图片见图 ２～５。

图 ２　 升结肠Ⅰｓ 型隆起病变　 ２Ａ：白光镜下升结肠Ⅰｓ 型隆起；２Ｂ：ＪＮＥＴ 分型诊断为 ２Ａ 型；２Ｃ：病理检查示绒毛状腺瘤Ⅲ级　 ＨＥ　 ×１００
图 ３　 直肠Ⅰｓ 型隆起病变　 ３Ａ：白光镜下直肠Ⅰｓ 型隆起；３Ｂ：ＪＮＥＴ 分型诊断为 ２Ｂ 型；３Ｃ：病理检查示高级别上皮内瘤变　 ＨＥ　 ×１００
图 ４　 乙状结肠Ⅰｓｐ 型隆起病变　 ４Ａ：白光镜下乙状结肠Ⅰｓｐ 型隆起；４Ｂ：ＪＮＥＴ 分型诊断为 ２Ｂ 型；４Ｃ：病理检查示高级别上皮内瘤变局灶

高分化腺癌，浸润深度黏膜下约 ８００ μｍ（ＳＭ⁃１） 　 ＨＥ　 ×１００　 　 图 ５　 直肠Ⅰｓ 病变　 ５Ａ：白光镜下直肠Ⅰｓ 病变；５Ｂ：ＪＮＥＴ 分型诊断为 ３
型；５Ｃ：病理检查示中分化腺癌，浸润深度深肌层（ＳＭ⁃Ｄ）　 ＨＥ　 ×１００

４．统计学分析：应用 ＳＰＳＳ ２２ ０ 统计软件对数

据进行统计分析，计数资料采用频数、百分比表示，
多组间比较采用 χ２检验或 Ｆｉｓｈｅｒ 确切概率法；计量

资料先行正态分布检验，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

以 Ｍｅａｎ±ＳＤ 表示，多组间比较采用方差分析。 Ｐ＜
０ 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　 　 果

１．临床资料：８１ 例患者中男 ４６ 例、女 ３５ 例，年
龄（６３ ５±１０ ２）岁（２３ ～ ８７ 岁）。 病变部位为直肠

３１ 例、左半结肠 ２０ 例、横结肠 ９ 例、右半结肠 ２１
例。 病变长径（２ ７３±１ ３６） ｃｍ。 病理诊断：低级别

上皮内瘤变 ３４ 例，高级别上皮内瘤变 ３２ 例，ＳＭ⁃１
组 ４ 例，ＳＭ⁃Ｄ 组 １１ 例（有淋巴结 ／脉管 ／神经侵犯 １
例），具体见表 １。

２．ＪＮＥＴ 分型诊断准确情况：ＪＮＥＴ 分型与病理

诊断结果的相关情况见表 ２，ＪＮＥＴ 分型与病理诊断

结果相符者 ６６ 例，不符者 １５ 例。 ＪＮＥＴ 分型各型诊

断结直肠肿瘤性病变的灵敏度、特异度、阳性预测

值、阴性预测值、准确率：２Ａ 型为 ８２ ２％、８７ ２％、
８３ ３％、 ９１ １％、 ８７ ７％， ２Ｂ 型 为 ７７ ８％、 ８４ ４％、
８０ ０％、 ８２ ６％、 ８１ ５％， ３ 型 为 ７２ ７％、 ９７ １％、
８０ ０％、９５ ８％、９３ ８％。

３．病理特征在 ＪＮＥＴ 分型各型中出现的情况：
ＪＮＥＴ 各分型中出现的病理特征见表 ３，由表 ３ 可

—９４６—中华消化内镜杂志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第 ３７ 卷第 ９ 期　 Ｃｈｉｎ Ｊ Ｄｉｇ Ｅｎｄｏｓｃ，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２０，Ｖｏｌ． ３７，Ｎｏ．９



表 １　 不同病理诊断的结直肠肿瘤性病变患者一般临床资料比较

组别 例数
性别

（男 ／ 女）
年龄

（岁，Ｍｅａｎ±ＳＤ）
病变长径

（ｃｍ，Ｍｅａｎ±ＳＤ）
病变部位（例）

直肠 左半结肠 横结肠 右半结肠

低级别上皮内瘤变组 ３４ １５ ／ １９ ６２ ００±９ ８５ ２ ６０±０ ６９ ７ ９ ５ １３
高级别上皮内瘤变组 ３２ ２１ ／ １１ ５９ ４７±１０ ４４ ２ ６５±０ ７８ １６ ８ ４ ４
ＳＭ⁃１ 组 ４ ３ ／ １ ７０ ７５±１２ ８９ ２ １５±０ ６０ ２ ２ ０ ０
ＳＭ⁃Ｄ 组 １１ ７ ／ ４ ６１ ０９±１１ ４０ ３ ６６±２ ６３ ６ １ ０ ４
统计量 χ２ ＝ ３ ８７２ Ｆ＝ １ ４７５ Ｆ＝ ２ ８６０ －
Ｐ 值 ０ ２７８ ０ ２２８ ０ ０４２ －
　 　 注：ＳＭ⁃１ 指黏膜下浸润深度＜１ ０００ μｍ；ＳＭ⁃Ｄ 指黏膜下浸润深度≥１ ０００ μｍ；“－”代表未行统计分析

表 ２　 结直肠肿瘤性病变患者 ＪＮＥＴ 分型与病理诊断结果

的相关情况（例）

ＪＮＥＴ 分型 例数
低级别上
皮内瘤变

高级别上
皮内瘤变

ＳＭ⁃１ ＳＭ⁃Ｄ

２Ａ 型 ３６ ３０ ６ ０ ０

２Ｂ 型 ３５ ４ ２６ ２ ３

３ 型 １０ ０ ０ ２ ８
　 　 注：ＳＭ⁃１ 指黏膜下浸润深度＜１ ０００ μｍ；ＳＭ⁃Ｄ 指黏膜下浸润深
度≥１ ０００ μｍ

见，ＪＮＥＴ 分型 ２Ａ 型组、２Ｂ 型组、３ 型组之间表面黏

膜筛网状结构、纤维组织反应增生、黏膜肌无残留、
癌性间质反应阳性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 均 ＜
０ ０５）。 表面黏膜筛网状结构出现频率为 ２Ａ 型

（２ ７８％）＜３ 型（２０ ００％）＜２Ｂ 型（４２ ８６％），２Ａ 型、
２Ｂ 型、３ 型组间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均＜
０ ０５）；纤维组织反应增生、黏膜肌无残留、癌性间

质反应出现频率均为 ２Ａ 型、２Ｂ 型＜３ 型，３ 型与 ２Ａ
型、２Ｂ 型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均＜０ ０５），
２Ａ 型与 ２Ｂ 型间差异无统计意义（Ｐ＞０ ０５）。

表 ３　 结直肠肿瘤性病变患者各 ＪＮＥＴ 分型出现的病理特征情况［例（％）］

ＪＮＥＴ 分型 例数 表面小凹上皮脱落 表面黏膜坏死结构 表面黏膜筛网状结构 纤维组织反应增生 黏膜肌无残留 癌性间质反应

２Ａ 型 ３６ １４（３８ ８９） １２（３３ ３３） １（２ ７８） 　 ０ １０（２７ ７８） 　 ０
２Ｂ 型 ３５ ２２（６２ ８６） ２０（５７ １４） １５（４２ ８６） ｂｃ １（２ ８６） ｃ １３（３７ １４） ｃ １（２ ８６） ｃ

３ 型 １０ ６（６０ ００） ５（５０ ００） ２（２０ ００） ｂ ６（６０ ００） ｂ ８（８０ ００） ｂ ７（７０ ００） ｂ

Ｐ 值ａ ０ １３ ０ １２ ＜０ ０１ ＜０ ０１ ０ ０１ ＜０ ０１
　 　 注：ａ 使用 Ｆｉｓｈｅｒ 确切概率法；与 ２Ａ 型比较，ｂＰ＜０ ０５；与 ３ 型比较，ｃＰ＜０ ０５

表 ４　 结直肠肿瘤性病变患者各病理特征在 ＪＮＥＴ 分型与病理诊断相符及不符者中出现的情况［例（％）］

病理特征 例数 诊断相符（ｎ＝ ６６） 诊断不符（ｎ＝ １５） χ２ 值 Ｐ 值

表面小凹上皮脱落 ４２ ３０（４５ ４５） １２（８０ ００） ５ ８４２ ０ ０１６
表面黏膜坏死结构 ３７ ２６（３９ ３９） １１（７３ ３３） ５ ６７４ ０ ０１７
表面黏膜筛网状结构 １８ １４（２１ ２１） ４（２６ ６７） ０ ２１０ ０ ６４６
纤维组织反应增生 ７ ６（９ ０９） １（６ ６７） ０ ０９１ ０ ７６３
黏膜肌无残留 ３１ ２７（４０ ９１） ４（２６ ６７） １ ０４９ ０ ３０６
癌性间质反应 ８ ７（１０ ６１） １（６ ６７） ０ ２１３ ０ ６４４

４．病理特征在 ＪＮＥＴ 分型与病理诊断是否一致

中出现的情况：由表 ４ 可见，表面小凹上皮脱落、表
面黏膜坏死结构在 ＪＮＥＴ 分型与病理诊断一致组及

不一致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 ０５）；而表面黏

膜筛网状结构、纤维组织反应增生、黏膜肌无残留、
癌性间质反应在 ２ 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 ＞
０ ０５）。

５．ＪＮＥＴ 分型与病理诊断不符者内镜特征：对
ＪＮＥＴ 分型与病理诊断不符的 １５ 例病变进行内镜特

征分析，发现病变长径（２ ７８±０ ２３） ｃｍ，５ 例呈隆起

性病变，３ 例出现表面黏膜出血、坏死、炎性渗出，３
例出现黏膜紧满感，３ 例出现白色不透明物质，其中

１ 例为不规则。

讨　 　 论

随着内镜下治疗结直肠肿瘤技术的提高，精确

的术前诊断显得尤为重要。 现有多个内镜诊断分

型系统，如应用较为广泛的 Ｓｎａｏ 分型、Ｐｉｔ 分型等，
各有优缺点。 目前普遍认为 Ｐｉｔ 分型判断恶性病变

及是否有深部浸润依然是最经典的方法，但 Ｐｉｔ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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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需要染色操作，观察部位需要反复冲洗，耗时较

长［４］。 ２０１４ 年日本发布结直肠 ＮＢＩ 放大内镜分类

系统，以便于临床应用。
绝大多数直径较小的结直肠肿瘤性病变诊断

简单，对治疗决策的选择影响不大。 直径较大的结

直肠肿瘤性病变，相应诊断难度加大，并且涉及治

疗方案的选择。 故本次研究纳入对象为病变长径＞
１ ５ ｃｍ，对于这部分病变诊断的深入认识，更有利于

内镜治疗决策的选择。
ＪＮＥＴ 分型是一种基于 ＭＥ⁃ＮＢＩ 技术将病变表

面结构与血管形态综合考虑，并结合病变内镜下改

变（息肉样隆起 ／非息肉样隆起）的分型系统。 现有

关于 ＪＮＥＴ 分型的研究报道较少，其中 Ｓｕｍｉｍｏｔｏ
等［５］研究认为 ２Ｂ 型的敏感度、特异度远低于其他 ３
型。 本研究 ＪＮＥＴ 分型中 ２Ｂ 型诊断的特异度、阴性

预测值、准确率稍低于其他两型。 考虑可能为本次

研究 纳 入 对 象 均 为 肿 瘤 性 病 变， 且 病 变 长 径

均＞１ ５ ｃｍ有关。 ２Ｂ 型结构对应的病理诊断涵盖从

腺瘤到黏膜下深层浸润癌，这样的结果显然不利于

做出合理的内镜诊疗决策。 如何对 ＪＮＥＴ 分型中 ２Ｂ
型结构进行亚分类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研究表明，结直肠黏膜发生恶性转化的过程

中，黏膜表面结构及血管形态会发生改变，而这也

是进行精细放大肠镜诊断结直肠病变性质及浸润

深度的基础［６］。 既往研究发现，当肿瘤发生后表面

Ｐｉｔ 的形态及包绕的微血管均会发生改变［７］。 本次

研究发现，表面黏膜筛网状结构出现频率在 ２Ｂ 型

与 ２Ａ、３ 型间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纤维组织

反应增生、黏膜肌无残留、癌性间质反应出现频率

在 ３ 型与 ２Ａ、２Ｂ 型间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ＪＮＥＴ 分型中 ２Ｂ 型提示病理出现筛网状结构，推测

出现筛网状结构时，病变结构变得密集复杂，围绕

的微血管也变得密集复杂，因此可能会出现内镜下

不规则结构及血管。 ＪＮＥＴ 分型中 ３ 型提示病理出

现纤维组织反应增生、黏膜肌无残留、癌性间质反

应，推测出现纤维组织反应增生、黏膜肌无残留、癌
性间质反应时一些区域癌性间质增多，占据位置；
同时另一些区域癌性腺体结构增生复杂，因此可能

会出现内镜下乏血管区域或粗大血管中断，表面结

构被破坏而出现无定型区域。
本项研究发现表面小凹上皮脱落、表面黏膜坏死

结构在 ＪＮＥＴ 分型与病理诊断相符组与不符组间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提示结直肠肿瘤病变小凹上皮脱

落、表面黏膜坏死会影响 ＪＮＥＴ 诊断。 诊断不符组的

黏膜紧满感、白色不透明物质、表面黏膜出血、坏死、
炎性渗出、病变长径、发育形态等内镜特征与诊断相

符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考虑可能与本次纳入研究

的观察对象较少有关。 在今后的研究中需重视 ＪＮＥＴ
诊断不符病例的内镜及病理特征总结，不断完善

ＪＮＥＴ 诊断，甚至为 ＪＮＥＴ 亚分类提供依据。
总之，我们初步研究了 ＪＮＥＴ 分型的病理改变

基础，但由于样本量较小，未能按病变发育形态进

行亚分组，而不同发育形态的结直肠肿瘤发生、生
长方式可能是不一样的，因此未来仍需进行大样

本、多中心的随机对照研究，以深入探究 ＪＮＥＴ 分型

的病理改变基础，指导制定合理有效的治疗方案。
利益冲突　 所有作者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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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８１⁃２８８． ＤＯＩ： １０．１１１１ ／ ｄｅｎ １２６２５．

［ ３ ］ 　 Ｓａｎｏ Ｙ， Ｔａｎａｋａ Ｓ， Ｋｕｄｏ ＳＥ， ｅｔ ａｌ． Ｎａｒｒｏｗ⁃ｂａｎｄ ｉｍａｇｉｎｇ （ＮＢＩ）
ｍａｇｎｉｆｙｉｎｇ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ｉｃ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ｌｏｒｅｃｔａｌ ｔｕｍｏｒｓ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Ｊａｐａｎ ＮＢＩ Ｅｘｐｅｒｔ Ｔｅａｍ［Ｊ］ ． Ｄｉｇ Ｅｎｄｏｓｃ， ２０１６，２８（５）：
５２６⁃５３３． ＤＯＩ： １０．１１１１ ／ ｄｅｎ １２６４４．

［ ４ ］ 　 Ｗａｄａ Ｙ， Ｋａｓｈｉｄａ Ｈ， Ｋｕｄｏ ＳＥ， ｅｔ ａｌ． 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ｏｆ ｐｉｔ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ａｎｄ 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ａｎａｌｙｓｅｓ ｉｎ ｃｏｌｏｒｅｃｔａｌ ｌｅｓｉｏｎｓ［Ｊ］ ． Ｄｉｇ
Ｅｎｄｏｓｃ， ２０１０， ２２ （ ３ ）： １９２⁃１９９． ＤＯＩ： １０． １１１１ ／ ｊ．
１４４３⁃１６６１ ２０１０ ００９８３ ｘ．

［ ５ ］ 　 Ｓｕｍｉｍｏｔｏ Ｋ， Ｔａｎａｋａ Ｓ， Ｓｈｉｇｉｔａ Ｋ， ｅｔ ａｌ．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ｉｍｐａｃｔ ａｎｄ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ｒｒｏｗ⁃ｂａｎｄ ｉｍａｇｉｎｇ ｍａｇｎｉｆｙｉｎｇ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ｉｃ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ｌｏｒｅｃｔａｌ ｔｕｍｏｒｓ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Ｊａｐａｎ ＮＢＩ Ｅｘ⁃
ｐｅｒｔ Ｔｅａｍ ［ Ｊ］ ． Ｇａｓｔｒｏｉｎｔｅｓｔ Ｅｎｄｏｓｃ， ２０１７， ８５ （ ４）： ８１６⁃８２１．
ＤＯＩ： １０．１０１６ ／ ｊ．ｇｉｅ ２０１６ ０７ ０３５．

［ ６ ］ 　 Ｔａｊｉｒｉ Ｈ，Ｍａｔｓｕｄａ Ｋ，ＥｕｊｉｓａｋｉＪ Ｗｈａｔ ｃａｎ ｗｅ ｓｅ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ｅｎｄｏ⁃
ｓｃｏｐ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ｓｔａｔｕｓ ａｎｄ ｆｕｔｕｒ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 Ｊ］ ． Ｄｉｇ Ｅｎｄｏｓｃ，
２００２， １４ （ ４ ）： １３１⁃１３７． ＤＯＩ： １０． １０４６ ／ ｊ． ０９１５⁃５６３５． ２００２．
００１９１．ｘ．

［ ７ ］ 　 Ｍａｔｓｕｍｏｔｏ Ｋ， Ｎａｇａｈａｒａ Ａ， Ｔｅｒａｉ Ｔ， ｅｔ ａｌ．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ｅｗ
ｓｕｂ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ｙｐｅ Ｖ （ Ｉ） ｐｉｔ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ｆｏｒ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ｅｐｔｈ ａｎｄ ｔｙｐｅ ｏｆ ｉｎｖａｓ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ｌｏｒｅｃｔａｌ ｎｅｏｐｌａｓｍ ［ Ｊ ］ ． Ｊ
Ｇａｓｔｒｏｅｎｔｅｒｏｌ， ２０１１，４６（１）：３１⁃３８． ＤＯＩ： １０．１００７ ／ ｓ００５３５⁃０１０⁃
０３００⁃ｙ．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１２⁃１６）

（本文编辑：周昊）

—１５６—中华消化内镜杂志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第 ３７ 卷第 ９ 期　 Ｃｈｉｎ Ｊ Ｄｉｇ Ｅｎｄｏｓｃ，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２０，Ｖｏｌ． ３７，Ｎｏ．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