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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要】 　 急性阑尾炎（ａｃｕｔｅ ａｐｐｅｎｄｉｃｉｔｉｓ，ＡＡ）是急腹症最常见的病因之一。 随着经自然腔道内

镜手术技术及理念的不断发展，以内镜下逆行性阑尾治疗技术和内镜下阑尾切除术为代表的消化

内镜治疗技术开始应用于 ＡＡ 的治疗。 本文就目前 ＡＡ 的消化内镜治疗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势进行

分析。
　 　 【关键词】 　 阑尾炎；　 消化内镜；　 经自然腔道内镜手术；　 内镜下逆行性阑尾治疗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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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概述

急性阑尾炎（ａｃｕｔｅ ａｐｐｅｎｄｉｃｉｔｉｓ，ＡＡ）是急腹症最常见的病

因之一。 在西方发达国家，ＡＡ 发病率每年（９～１０） ／ １０ ０００
人，青壮年多见，个体一生中发生 ＡＡ 的概率为 ７％ ～ ８％ ［１］ ，
其中男性为 ８ ６％，女性为 ６ ９％ ［２］ 。 现阶段，我国 ＡＡ 发病

率情况尚无准确数据。 ＡＡ 病因主要与阑尾腔梗阻和感染

有关，遗传、种族、环境和微生物等因素也参与其中［３］ 。 越

来越多的证据显示阑尾并非可有可无的器官。 阑尾本身为

淋巴器官，分泌肠道激素类物质，参与调节机体免疫功能，阑
尾在维持肠道菌群稳态中发挥重要作用，是肠道菌群调节和

存储器官［３］ 。 另外，有研究显示外科阑尾切除术可增加罹

患克罗恩病、难辨梭菌感染和结直肠肿瘤的风险［４⁃５］ 。 ２０１５
年，世界急诊外科学会（Ｗｏｒｌ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Ｓｕｒｇｅｒｙ，
ＷＳＥＳ）制定了 ＡＡ 诊疗指南［６］ ，并于 ２０２０ 年进行了更新［７］ 。
现阶段，最佳的 ＡＡ 诊断策略仍不明确，主要依靠病史、临床

症状、体格检查和辅助检查等进行评估。 此外，ＡＡ 相关评分

系统也广泛用于临床诊断和预测手段，包括 Ａｌｖａｒａｄｏ 及其改

良的评分系统［３］ ，以及阑尾炎炎症反应评分 （ ａｐｐｅｎｄｉｃｉｔｉｓ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ＡＩＲ） 和成人阑尾炎评分系统 （ ａｄｕｌｔ
ａｐｐｅｎｄｉｃｉｔｉｓ ｓｃｏｒｅ，ＡＡＳ）等；ＷＳＥＳ 指南目前推荐采用 ＡＩＲ 和

ＡＡＳ 评分系统作为 ＡＡ 的临床预估手段［７］ 。 国内亟需制定

ＡＡ 的诊断标准和操作流程，避免延误诊断所致的治疗失败

或过度治疗导致 ＡＡ 阴性切除率增加，也要避免过度检查造

成的额外医疗负担。
二、ＡＡ 传统治疗策略

１．药物保守治疗：外科手术是目前 ＡＡ 的主要治疗方式，
但随着抗感染药物应用和消化内镜微创治疗技术的不断发

展，以及手术可能带来的一系列并发症，临床医生开始重新

思考 ＡＡ 的治疗策略。 现阶段，越来越多证据表明抗生素为

代表的非手术治疗可作为无阑尾穿孔、坏死或腹腔感染的非

复杂性 ＡＡ 的一线治疗手段。 国外较高质量的临床随机对

照研究显示［８⁃９］ ，对于非复杂性 ＡＡ 的患者，抗生素药物保守

治疗的效果并不劣于外科阑尾切除，抗生素药物替代外科阑

尾切除手术治疗非复杂性 ＡＡ 是可行的。 但是目前关于我

国 ＡＡ 患者接受药物保守治疗的临床数据不多。 最近，国内

一项包括 ４３ 家医疗中心共８ ７６６例 ＡＡ 患者的回顾性研究显

示［１０］ ，外科阑尾切除手术仍是主要治疗方式，接受抗生素药

物保守的 ＡＡ 患者占 ２１ ２％，抗生素药物保守治疗效果理

想，但我国抗生素药物治疗非复杂性 ＡＡ 复发率情况仍缺乏

高质量临床数据支持。
总体上看，现有基于临床随机对照研究数据的指南推荐

非复杂性 ＡＡ 患者可选择抗生素药物治疗［４］ ，但患者需了解

抗生素非手术治疗存在较高复发风险，一年和五年复发率分

别为 ２５％和 ３９％左右［８］ ，需要再次住院治疗或接受外科阑

尾切除手术。 当然，现有临床随机对照研究仍存在诸多局限

性，未来有必要制定更加严格的纳入标准，比如结合影像学

检查和 ＡＡ 临床评分等筛选适合的非复杂性 ＡＡ 患者进入临

床随机对照研究，进一步评估单纯抗生素药物保守治疗的

效果。
２．外科手术治疗：外科阑尾切除术自 １８９１ 年首次提出

后，便成为阑尾炎治疗的金标准［７］ 。 最近国内一项较大样

本的回顾性研究显示［１０］ ，２０１７ 年间，接受外科手术治疗的

ＡＡ 患者比例高达 ７８ ８％，其中 ６２ ５％为腹腔镜阑尾切除

术，而对于高龄、小儿或复杂性 ＡＡ 患者，更倾向于选择开腹

阑尾切除术。 现阶段，对于非复杂性 ＡＡ，腹腔镜阑尾切除术

仍是最主要的治疗方式，其较传统开腹阑尾切除术在降低切

口感染、降低住院时间和改善生活质量等方面具有优势。 但

是，无论腹腔镜还是开腹阑尾切除，术后都可能面临切口疼

痛、切口感染、切口疝、腹腔残余脓肿、阑尾残株炎、阑尾残端

瘘 ／粪瘘、切口感染、出血和肠粘连 ／梗阻等风险；另有研究显

示阑尾阴性切除率高达 １５％以上［１１］ ，近 １ ／ ３ ～ ２ ／ ３ 的阑尾切

除手术并无必要。 当然，对于存在阑尾穿孔、坏死的复杂性

ＡＡ，仍首选外科手术治疗。
三、ＡＡ 消化内镜微创治疗

１．内镜下阑尾切除术：随着软式消化内镜诊疗技术的不

断发展成熟，以及消化内镜配套设备、器械和配件的不断研

发，消化内镜微创技术适应证不断扩大，部分需要外科手术解

决的消化系疾病，通过软式消化内镜即可得到有效诊治。 近

年来， 经 自 然 腔 道 内 镜 手 术 （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ｏｒｉｆｉｃｅ ｔｒａｎｓｌｕｍｉｎａｌ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ｉｃ ｓｕｒｇｅｒｙ，ＮＯＴＥＳ）技术及理念得到不断发展和应用。
现阶段，传统 ＮＯＴＥＳ 发展速度受到限制，主要源于配套设备

器械研发滞后，传统纯 ＮＯＴＥＳ 技术操作难易程度、操作时间

和费用等并不优于外科手术。 但是，基于 ＮＯＴＥＳ 理念的内镜

外科学，即新 ＮＯＴＥＳ 更有发展和临床推广应用前景。 新

ＮＯＴＥＳ 指利用软式消化内镜在消化道黏膜腔、黏膜下腔和浆

膜外腔等空间进行微创手术［１２］；新 ＮＯＴＥＳ 需满足最短手术

路径和使用消化软式内镜等条件。
ＮＯＴＥＳ 技术发展伊始，诸多消化内镜医师尝试消化内

镜下阑尾切除术，比如经阴道和经胃入路的传统 ＮＯＴＥＳ 阑

尾切除术［１３⁃１６］ ，但受限于器械设备研发滞后和技术不成熟，
操作难度大，且往往需要腹腔镜或宫腔镜设备辅助。 目前，
随着消化内镜治疗技术的发展成熟，国内诸多学者报道了无

腹腔镜设备辅助的纯 ＮＯＴＥＳ 阑尾切除手术治疗阑尾病变。
Ｌｉｕ 等［１７］ 对 １ 例阑尾囊肿患者成功实施了经盲肠入路纯

ＮＯＴＥＳ 阑尾切除术，术后病理提示阑尾潴留性囊肿。 有学

者对 １ 例阑尾肿物患者实施了经盲肠入路纯 ＮＯＴＥＳ 阑尾切

除术，内镜下术后病理提示阑尾脓肿；操作过程中在内镜直

视下可清晰显露阑尾动脉，内镜相关器械设备可有效完成对

阑尾血管的电凝烧灼等处理［１８］ 。 总体上看，目前消化内镜

下阑尾切除多符合新 ＮＯＴＥＳ 理念，选择最短手术路径，即经

盲肠入路更便于内镜操作。 消化内镜下阑尾切除术的安全、
可行得益于 ＮＯＴＥＳ 技术和理念的发展，特别是内镜下消化

道管壁全层切除技术、创面内镜闭合技术和器械的不断成熟

和完善。 现阶段，纯 ＮＯＴＥＳ 阑尾切除术对操作者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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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高，临床广泛推广应用面临较大难度，需要进一步完善内

镜阑尾切除技术方法和流程。
２．内镜下逆 行 性 阑 尾 治 疗 术 （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ｉｃ ｒｅｔｒｏｇｒａｄｅ

ａｐｐｅｎｄｉｃｉｔｉｓ ｔｈｅｒｅｐｙ，ＥＲＡＴ）：ＥＲＡＴ 与经内镜逆行胰胆管造

影术 （ ｅｎｃｏｓｃｏｐｉｃ ｒｅｔｒｏｇｒａｄｅ ｃｈｏｌａｎｇｉｏｐａｎｃｒｅａｔｏｇｒａｐｈｙ，ＥＲＣＰ）
相关诊疗技术一样，属于新 ＮＯＴＥＳ 体系中黏膜内空间的消

化内镜手术。 ＥＲＡＴ 提出亦受到 ＥＲＣＰ 治疗急性化脓性胆

管炎的启发。 消化内镜诊疗 ＡＡ 最早于 １９９５ 由奥地利 Ｓａｉｄ
等［１９］首次报道，通过肠镜下阑尾插管、抽吸脓液及冲洗阑尾

管腔等方式治疗 ＡＡ。 ２０１２ 年，Ｌｉｕ 等［２０］ 正式提出了 ＥＲＡＴ
概念并用于治疗非复杂性 ＡＡ。 随后，少量的病例回顾性研

究显示，ＥＲＡＴ 总体治疗成功率 ９５％以上，并发症发生率约

３％；随访最长 ３３ 个月，复发率 ６ ２％ ～ ９％，复发患者接受了

阑尾切除手术［２１⁃２２］ 。
ＥＲＡＴ 术前可根据患者情况选择口服泻药或清洁灌肠

方法进行肠道准备。 ＥＲＡＴ 操作需要 Ｘ 线辅助，可在消化内

镜中心带放射线设备的操作间进行。 ＥＲＡＴ 最好由熟练掌

握 ＥＲＣＰ 的消化内镜医师实施，需要内镜技师或护士配合操

作。 患者一般无需麻醉，术中需要变换体位配合造影及操作

等。 当然，Ｘ 线辅助需要暴露在放射线下，如儿童和孕产妇

等并不适宜，体表超声辅助实施 ＥＲＡＴ 可能有较广泛临床应

用前景。 ＥＲＡＴ 治疗非复杂性 ＡＡ 的主要技术流程包括：首
先肠镜观察阑尾开口形态进一步明确诊断［２３］ ，采用 ＥＲＣＰ
相关器械配件进行逆行性阑尾插管造影评估阑尾腔内情况

并进行抽吸冲洗减压，如存在粪石可采用胆道用取石网篮 ／
球囊取出粪石，如粪石取出困难或阑尾腔狭窄梗阻可放置胆

胰管塑料支架进行持续引流；ＥＲＡＴ 术后 １～２ 周可酌情复查

阑尾超声或肠镜评估，并根据情况取出支架。 ＥＲＡＴ 术后当

天即可恢复饮食并下床活动。 抗生素使用可根据患者体温、
腹部症状、炎性指标和血培养结果等综合评估。

ＥＲＡＴ 优势主要体现在通过肠镜直视和阑尾造影进一

步明确诊断；通过阑尾减压可迅速缓解疼痛，术后即可恢复

饮食和活动；保留阑尾及其潜在功能，较外科更加微创，腹部

无切口 ／瘢痕，创伤小，肠功能影响小；并发症少，可能存在的

肠道 ／阑尾穿孔、腹腔脓肿和出血等发生率低；对手术场地和

设备器械等要求较外科手术低，无需麻醉，可门诊开展。 但

ＥＲＡＴ 同药物保守治疗一样存在复发风险，但基于现有研究

显示 ＥＲＡＴ 术后复发率较抗生素药物治疗显著降低。 当然，
未来非常有必要开展多中心、大样本的临床随机对照研究，
进一步评估 ＥＲＡＴ 治疗非复杂性 ＡＡ 的适应证、禁忌证、疗
效、早远期并发症，特别是复发率情况等。 随着研究深入和

技术流程不断完善，ＥＲＡＴ 有望成为非复杂性 ＡＡ 的有效替

代治疗方式。
四、结语

消化内镜微创技术治 ＡＡ，在消化内镜医师和外科医师

之间还未达成广泛共识，关键性或争议性问题仍有待研究。
ＥＲＡＴ 较 ＥＲＣＰ 技术操作上相对容易，但目前主要在国内初

步临床应用，未来有必要开展较大样本的临床随机对照研究

来进一步评估；而消化内镜下阑尾切除手术对内镜操作技术

和设备器械要求高，需谨慎开展，建立更加安全、成熟的技术

方法。 相信不久的将来，能建立规范化的，更便于临床常规

开展的消化内镜治疗 ＡＡ 的技术方法和流程，为 ＡＡ 诊疗策

略的制定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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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ａｐａｒｏｓｃｏｐｉｃ ａｐｐｅｎｄｅｃｔｏｍｙ： ｍｏｒｅ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 ｔｉｍｅ ｂｕｔ ｌｅｓｓ ｌｅｎｇｔｈ
ｏｆ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ｓｔａｙ［Ｊ］ ． Ａｎｎ Ｓｕｒｇ， ２０１５，２６２（６）：ｅ１０９． ＤＯＩ： １０．
１０９７ ／ ＳＬＡ．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６９３．

［１４］ 　 Ｒｏｂｅｒｔｓ ＫＥ， Ｓｏｌｏｍｏｎ Ｄ， Ｍｉｒｅｎｓｋｙ Ｔ， ｅｔ ａｌ． Ｐｕｒｅ ｔｒａｎｓｖａｇｉｎａｌ
ａｐｐｅｎｄｅｃｔｏｍｙ ｖｅｒｓｕｓ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ｐａｒｏｓｃｏｐｉｃ ａｐｐｅｎｄｅｃｔｏｍｙ ｆｏｒ
ａｃｕｔｅ ａｐｐｅｎｄｉｃｉｔｉｓ： ａ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ｃｏｈｏｒｔ ｓｔｕｄｙ ［ Ｊ］ ． Ａｎｎ Ｓｕｒｇ，
２０１２， ２５５ （ ２ ）： ２６６⁃２６９． ＤＯＩ： １０． １０９７ ／
ＳＬＡ．０ｂ０１３ｅ３１８２３ｂ２７４８．

［１５］ 　 Ｓｃｈｏｅｎｂｅｒｇ ＭＢ， Ｍａｇｄｅｂｕｒｇ Ｒ， Ｋｉｅｎｌｅ Ｐ， ｅｔ ａｌ． Ｈｙｂｒｉｄ
ｔｒａｎｓｇａｓｔｒｉｃ ａｐｐｅｎｄｅｃｔｏｍｙ ｉｓ ｆｅａｓｉｂｌｅ ｂｕｔ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ｏｆｆｅｒ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ｌａｐａｒｏｓｃｏｐｉｃ ａｐｐｅｎｄｅｃｔｏｍｙ：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ｇａｓｔｒｉｃ ａｐｐｅｎｄｅｃｔｏｍｙ ｓｔｕｄｙ［Ｊ］ ． Ｓｕｒｇｅｒｙ， ２０１７，１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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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ｐｐｅｎｄｅｃｔｏｍｙ： ｔｈｏｕｇｈｔｓ ｏｎ ｏｕｒ ｆｉｒｓｔ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ｈｕｍａｎｓ［ Ｊ］ ．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ｙ， ２０１０， ４２ （ １ ）： ８１⁃８４． ＤＯＩ： １０． １０５５ ／ ｓ⁃
００２９⁃１２４３７９５．

［１７］ 　 Ｌｉｕ ＢＲ， Ｓｏｎｇ ＪＴ， Ｌｉｕ ＺＨ， ｅｔ ａｌ．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ｉｃ ｔｒａｎｓｃｅｃａｌ
ａｐｐｅｎｄｅｃｔｏｍｙ：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ｈｕｍａｎ ｃａｓｅ ｒｅｐｏｒｔ ［ Ｊ ］ ． Ｇａｓｔｒｏｉｎｔｅｓ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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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７．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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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胃肠外科杂志，２０１８，２１ （ ８）：９４０⁃９４１． ＤＯＩ： １０． ３７６０ ／
ｃｍａ．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１⁃０２７４．２０１８．０８．０１７．

［１９］ 　 Ｓａｉｄ Ｍ， Ｌｅｄｏｃｈｏｗｓｋｉ Ｍ， Ｄｉｅｔｚｅ Ｏ， ｅｔ ａｌ． Ｃｏｌｏｎｏｓｃｏｐｉｃ 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
ａｎｄ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ｃｕｔｅ ａｐｐｅｎｄｉｃｉｔｉｓ ［ Ｊ ］ ． Ｅｕｒ Ｊ Ｇａｓｔｒｏｅｎｔｅｒｏｌ
Ｈｅｐａｔｏｌ， １９９５，７（６）：５６９⁃５７１．

［２０］ 　 Ｌｉｕ ＢＲ， Ｓｏｎｇ ＪＴ， Ｈａｎ ＦＹ， ｅｔ ａｌ．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ｉｃ ｒｅｔｒｏｇｒａｄｅ
ａｐｐｅｎｄｉｃｉｔｉｓ ｔｈｅｒａｐｙ： ａ ｐｉｌｏｔ ｍｉｎｉｍａｌｌｙ ｉｎｖａｓｉｖｅ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 （ｗｉｔｈ
ｖｉｄｅｏｓ）［Ｊ］ ． Ｇａｓｔｒｏｉｎｔｅｓｔ Ｅｎｄｏｓｃ， ２０１２，７６（４）：８６２⁃８６６． ＤＯＩ：
１０．１０１６ ／ ｊ．ｇｉｅ．２０１２．０５．０２９．

［２１］ 　 Ｌｉｕ ＢＲ， Ｍａ Ｘ， Ｆｅｎｇ Ｊ， ｅｔ ａｌ．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ｉｃ ｒｅｔｒｏｇｒａｄｅ ａｐｐｅｎｄｉｃｉｔｉｓ
ｔｈｅｒａｐｙ （ Ｅ） ＲＡＴ ： ａ ｍｕｌｔｉｃｅｎｔｅｒ ｒｅｔ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Ｊ］ ． Ｓｕｒｇ Ｅｎｄｏｓｃ， ２０１５， ２９ （ ４）： ９０５⁃９０９． ＤＯＩ： １０． １００７ ／
ｓ００４６４⁃０１４⁃３７５０⁃０．

［２２］ 　 Ｙｅ ＬＰ， Ｍａｏ ＸＬ， Ｙａｎｇ Ｈ， ｅｔ ａｌ．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ｉｃ ｒｅｔｒｏｇｒａｄｅ
ａｐｐｅｎｄｉｃｉｔｉｓ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ａｃｕｔｅ
ａｐｐｅｎｄｉｃｉｔｉｓ［Ｊ］ ． Ｚ Ｇａｓｔｒｏｅｎｔｅｒｏｌ， ２０１８，５６（８）：８９９⁃９０４． ＤＯＩ：
１０．１０５５ ／ ａ⁃０５８１⁃９１１９．

［２３］ 　 Ｌｉ Ｙ， Ｍｉ Ｃ， Ｌｉ Ｗ， ｅｔ ａｌ． 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 ｏｆ ａｃｕｔｅ ａｐｐｅｎｄｉｃｉｔｉｓ ｂｙ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ｉｃ ｒｅｔｒｏｇｒａｄｅ ａｐｐｅｎｄｉｃｉｔｉｓ ｔｈｅｒａｐｙ （Ｅ） ＲＡＴ：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ｌｏｎｏｓｃｏｐｙ ａｎｄ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ｉｃ ｒｅｔｒｏｇｒａｄｅ
ａｐｐｅｎｄｉｃｏｇｒａｐｈｙ［ Ｊ］ ． Ｄｉｇ Ｄｉｓ Ｓｃｉ， ２０１６，６１（ １１）：３２８５⁃３２９１．
ＤＯＩ： １０．１００７ ／ ｓ１０６２０⁃０１６⁃４２４５⁃８．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０６⁃１８）

（本文编辑：钱程）

·读者·作者·编者·

《中华消化内镜杂志》２０２１ 年可直接使用英文缩写的常用词汇

ＥＲＣＰ（经内镜逆行胰胆管造影术）
ＥＳＴ（经内镜乳头括约肌切开术）
ＥＵＳ（内镜超声检查术）
ＥＵＳ⁃ＦＮＡ（内镜超声引导下细针抽吸术）
ＥＭＲ（内镜黏膜切除术）
ＥＳＤ（内镜黏膜下剥离术）
ＥＮＢＤ（经内镜鼻胆管引流术）
ＥＲＢＤ（经内镜胆道内支架放置术）
ＡＰＣ（氩离子凝固术）
ＥＶＬ（内镜下静脉曲张套扎术）
ＥＩＳ（内镜下硬化剂注射术）

ＭＲＣＰ（磁共振胰胆管成像术）
ＧＥＲＤ（胃食管反流病）
ＲＥ（反流性食管炎）
ＩＢＤ（炎症性肠病）
ＵＣ（溃疡性结肠炎）
ＮＳＡＩＤｓ（非甾体抗炎药）
ＰＰＩ（质子泵抑制剂）
ＨＢＶ（乙型肝炎病毒）
ＨＢｓＡｇ（乙型肝炎病毒表面抗原）
Ｈｂ（血红蛋白）
ＮＯ（一氧化氮）

ＰａＯ２（动脉血氧分压）
ＰａＣＯ２（动脉血二氧化碳分压）
ＡＬＴ（丙氨酸转氨酶）
ＡＳＴ（天冬氨酸转氨酶）
ＡＫＰ（碱性磷酸酶）
ＩＬ（白细胞介素）
ＴＮＦ（肿瘤坏死因子）
ＶＥＧＦ（血管内皮生长因子）
ＥＬＩＳＡ（酶联免疫吸附测定）
ＲＴ⁃ＰＣＲ（逆转录⁃聚合酶链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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