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ＤＩＧＥＳＴＩＶＥ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Ｙ
月刊　 　 　 １９９６ 年 ８ 月改刊　 　 第 ３８ 卷　 第 １２ 期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出版

　 　 　
微信：ｘｈｎｊｘｗ

　

新浪微博

主　 管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主　 办
中华医学会
１００７１０，北京市东四西大街 ４２ 号

编　 辑
　 中华消化内镜杂志编辑委员会

２１０００３，南京市紫竹林 ３ 号
电话：（０２５）８３４７２８３１，８３４７８９９７
传真：（０２５）８３４７２８２１
Ｅｍａｉｌ：ｘｈｎｊ＠ ｘｈｎｊ．ｃｏｍ
ｈｔｔｐ：∥ｗｗｗ．ｚｈｘｈｎｊｚｚ．ｃｏｍ
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ｅｄｊｏｕｒｎａｌｓ．ｃｎ

总编辑
张澍田

编辑部主任
唐涌进

出　 版
　 《中华医学杂志》社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７１０，北京市东四西大街 ４２ 号
电话（传真）：（０１０）５１３２２０５９
Ｅｍａｉｌ：ｏｆｆｉｃｅ＠ ｃｍａｐｈ．ｏｒｇ

广告发布登记号
广登 ３２０１０００００９３ 号

印　 刷
　 江苏省地质测绘院

发　 行
　 范围：公开

国内：南京报刊发行局
国外：中国国际图书贸易集团

有限公司
（北京 ３９９ 信箱，１０００４４）
代号 Ｍ４６７６

订　 购
　 全国各地邮政局

邮发代号 ２８⁃１０５
邮　 购
　 中华消化内镜杂志编辑部

２１０００３，南京市紫竹林 ３ 号
电话：（０２５）８３４７２８３１
Ｅｍａｉｌ： ｘｈｎｊ＠ ｘｈｎｊ．ｃｏｍ

定　 价
　 每期 ２５．００元，全年 ３００．００元

中国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ＩＳＳＮ １００７⁃５２３２
ＣＮ ３２⁃１４６３ ／ Ｒ

２０２１年版权归中华医学会所有

未经授权，不得转载、摘编本刊文章，
不得使用本刊的版式设计

除非特别声明，本刊刊出的所有文章
不代表中华医学会和本刊编委会的
观点

本刊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本刊
编辑部调换

目　 　 次

　 共识与指南

中国磁控胶囊胃镜临床应用指南（２０２１，上海） ９４９……………………
国家消化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上海） 　 国家消化内镜质控中心

中华医学会消化内镜学分会胶囊内镜协作组

上海市医学会消化内镜专科分会胶囊内镜学组

县域医院消化专科规范化建设指南（２０２１） ９６４…………………………
国家消化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上海） 　 国家消化内镜质控中心

中国医师协会内镜医师分会　 中华医学会消化内镜学分会

中国县域医院院长联盟消化专业分会

　 专家论坛

消化内镜超级微创手术不同治疗通道的新进展 ９６９……………………
宁波　 令狐恩强

　 菁英论坛

急性下消化道出血急诊结肠镜时机的争议 ９７４…………………………
马晓冰　 李长政

急性阑尾炎消化内镜治疗现状及展望 ９７６…………………………………
王子恺　 杨云生　 李闻　 孙刚　 彭丽华　 王向东

　 论　 　 著

乳果糖联合聚乙二醇方案对不同风险分层人群
肠道准备效果的单中心随机对照研究 ９８０……………………………
张琎　 肖勇　 印安宁　 曹卓　 李娇　 刘书中　 黄子殷　 刘小娇

邬海燕　 陈明锴

内镜黏膜下剥离术治疗超高龄患者结直肠癌前病变
及早期癌的临床疗效分析 ９８５……………………………………………
徐恩盼　 李冰　 周平红　 姚礼庆　 时强　 蔡世伦　 齐志鹏　 孙迪　 钟芸诗

内镜黏膜下剥离术治疗≥２０ ｍｍ 结直肠肿瘤的临床结局分析 ９９１…
史济华　 李文彬　 张晓宇　 王奕然　 王征　 许乐　 罗庆锋

内镜冷圈套器切除结直肠腺瘤的一项回顾性队列研究 ９９７……………
朱晓佳　 吴璋萱　 戴华梅　 方军　 向阳　 杨力

各肠道节段退镜时间与结肠镜质量的关系 １００３…………………………
吴瑞　 朱先兰　 纪璘　 占强　 杨成

同时性多发早期食管癌和上皮内瘤变主病灶与副病灶
临床病理特征的比较 １００８…………………………………………………
徐闪闪　 柴宁莉　 令狐恩强　 王沙沙　 冯秀雪　 李宝

窄带光成像联合放大内镜在活检病理提示胃低级别
上皮内瘤变中的应用 １０１３…………………………………………………
倪柳菁　 朱锦舟　 奚黎婷　 杨奕　 虞晨燕　 邹宸焘　 王超　 吴爱荣

www.zhxhnjzz.com





　 短篇论著

结肠镜检低血糖发生率及肠内营养素预防低血糖的研究 １０１８……………………………………………………

梁丽　 仲威龙　 方琳　 肖璐　 李颖　 田凤颖　 张琪　 卢雪乐　 王邦茂

炎症性肠病合并神经内分泌肿瘤的临床特征分析 １０２１………………………………………………………………

胡平　 柏建安　 田野　 刘敏　 汤琪云

二甲硅油联合复方聚乙二醇清洁肠道对结肠息肉检出率的影响 １０２５……………………………………………

周帅阳　 金颖

　 病例报道

表现为食管黏膜下肿物的外周原始神经外胚层瘤一例 １０２９………………………………………………………

杨丽虹　 蒋鹏　 董驰　 王鹏飞　 王祥　 王芳　 冯彦虎

内镜黏膜下剥离术切除早期回肠癌一例 １０３１…………………………………………………………………………

董海燕　 武茜　 苏淑芬　 张秀斌　 王玉龙

经腹壁全覆膜自膨式金属支架置入联合经皮清创治疗急性胰腺炎坏死性包裹一例 １０３３……………………

刘明东　 沈永华　 朱浩　 窦晓坛　 王雷

　 综　 　 述

结直肠无蒂锯齿状腺瘤的研究进展 １０３５…………………………………………………………………………………

周林香　 沈磊

结直肠息肉内镜下诊断及治疗进展 １０４０…………………………………………………………………………………

覃弦　 宋军　 侯晓华

　 读者·作者·编者

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论文作者署名规范 ９６８……………………………………………………………………………

《中华消化内镜杂志》２０２１ 年可直接使用英文缩写的常用词汇 ９７９………………………………………………

《中华消化内镜杂志》２０２２ 年征订启事 ９８４………………………………………………………………………………

　 插页目次 １００２………………………………………………………………………………………………………………………

　 本刊稿约见第 ３８ 卷第 １ 期第 ８２ 页、第 ７ 期第 ５８６ 页
　 本期责任编辑　 周昊　

www.zhxhnjzz.com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ＤＩＧＥＳＴＩＶＥ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Ｙ
Ｍｏｎｔｈｌｙ　 　 Ｒｅｎａｍｅｄ ｉｎ Ａｕｇｕｓｔ， １９９６　 　 Ｖｏｌｕｍｅ ３８， Ｎｕｍｂｅｒ １２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 ２０２１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ｌ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Ｓｐｏｎｓｏｒ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４２ Ｄｏｎｇｓｉ Ｘｉｄａｊｉｅ， Ｂｅｊｉｎｇ １００７１０， Ｃｈｉｎａ

Ｅｄｉｔｉｎｇ
　 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 Ｂｏａｒｄ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Ｄｉｇｅｓｔｉｖｅ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ｙ
３ Ｚｉｚｈｕｌｉｎ， Ｎａｎｊｉｎｇ ２１０００３，
Ｊｉａｎｇｓ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Ｃｈｉｎａ
Ｔｅｌ：００８６⁃２５⁃８３４７２８３１，８３４７８９９７
Ｆａｘ：００８６⁃２５⁃８３４７２８２１
Ｅｍａｉｌ：ｘｈｎｊ＠ ｘｈｎｊ．ｃｏｍ
ｈｔｔｐ：∥ｗｗｗ．ｚｈｘｈｎｊｚｚ．ｃｏｍ
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ｅｄｊｏｕｒｎａｌｓ．ｃｎ

Ｅｄｉｔｏｒ⁃ｉｎ⁃Ｃｈｉｅｆ
　 Ｚｈａｎｇ Ｓｈｕｔｉａｎ（张澍田）
Ｍａｎａｇｉｎｇ Ｄｉｒｅｃｔｏｒ
　 Ｔａｎｇ Ｙｏｎｇｊｉｎ（唐涌进）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ｓ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 Ｃｏ．，Ｌｔｄ．
４２ Ｄｏｎｇｓｉ Ｘｉｄａｊｉｅ，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７１０， Ｃｈｉｎａ
Ｔｅｌ（Ｆａｘ）：００８６⁃１０⁃５１３２２０５９
Ｅｍａｉｌ：ｏｆｆｉｃｅ＠ ｃｍａｐｈ．ｏｒｇ

Ｐｒｉｎｔｉｎｇ
　 Ｊｉａｎｇｓｕ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 Ｓｕｒｖｅｙｉｎｇ

ａｎｄ Ｍａｐｐｉｎｇ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ｏｒ
　 Ｃｈｉｎａ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ｏｏｋ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Ｐ．Ｏ． Ｂｏｘ ３９９，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４４， Ｃｈｉｎａ
Ｃｏｄｅ Ｎｏ． Ｍ４６７６

Ｍａｉｌ⁃Ｏｒｄｅ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Ｅｄｉｔｏｒａｌ 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Ｄｉｇｅｓｔｉｖｅ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ｙ
３ Ｚｉｚｈｕｌｉｎ， Ｎａｎｊｉｎｇ ２１０００３，
Ｊｉａｎｇｓ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Ｃｈｉｎａ
Ｔｅｌ：００８６⁃２５⁃８３４７２８３１
Ｅｍａｉｌ：ｘｈｎｊ＠ ｘｈｎｊ．ｃｏｍ

ＣＳＳＮ
　 ＩＳＳＮ １００７⁃５２３２

ＣＮ ３２⁃１４６３ ／ Ｒ
Ｃｏｐｙｒｉｇｈｔ Ⓒ ２０２１ ｂｙ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Ｎｏ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ｍａｙ ｂｅ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ｅｄ ｏｒ ａｂｒｉｄｇｅｄ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ａｕｔｈｏ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Ｐｌｅａｓｅ ｄｏ ｎｏｔ ｕｓｅ ｏｒ ｃｏｐｙ ｔｈｅ ｌａｙｏｕｔ ａｎｄ
ｄｅｓｉｇｎ ｏｆ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ｓ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ｐｅｒｍｉｓｓｉｏｎ．
Ａｌｌ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 ｔｈｅ
ｏｐｉｎ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ｕｔｈｏｒｓ， ａｎｄ ｄｏ ｎｏｔ ｒｅｆｌｅｃｔ
ｔｈｅ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ｒ ｔｈｅ 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 Ｂｏａｒｄ， ｕｎｌｅｓｓ
ｔｈｉｓ ｉｓ ｃｌｅａｒｌｙ ｓｐｅｃｉｆｉｅｄ．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ＩＮ ＢＲＩＥＦ
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 ａｎｄ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 ｏｎ 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ａｌｌｙ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ｃａｐｓｕｌｅ ｇａｓｔｒｏｓｃｏｐｙ

（２０２１，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９４９………………………………………………………………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Ｄｉｇｅｓｔｉｖｅ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ｇｅｓｔｉｖｅ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ｙ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Ｃａｐｓｕｌｅ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ｙ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
Ｇｒｏｕｐ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Ｄｉｇｅｓｔｉｖｅ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ｏｌｏｇｙ； Ｃａｐｓｕｌｅ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ｙ Ｇｒｏｕｐ
ｏｆ Ｄｉｇｅｓｔｉｖｅ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ｙ Ｂｒａｎｃｈ ｏｆ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 ｏｎ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ｅｄ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ｇａｓｔｒｏｅｎｔｅｒ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ｃｏｕｎｔｙ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ｓ （２０２１） ９６４……………………………………………………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Ｄｉｇｅｓｔｉｖｅ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ｇｅｓｔｉｖｅ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ｙ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ｉｓｔ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Ｄｉｇｅｓｔｉｖｅ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ｏｌｏｇｙ； Ｇａｓｔｒｏｅｎｔｅｒｏｌｏｇｙ Ｂｒａｎｃｈ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ｕｎｔｙ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Ｆｏｒｕｍ ｆｏｒ Ｅｘｐｅｒｔｓ
Ｎｅｗ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ｃｈａｎｎｅｌｓ ｏｆ ｓｕｐｅｒ ｍｉｎｉｍａｌｌｙ ｉｎｖａｓｉｖｅ

ｓｕｒｇｅｒｙ ｂｙ ｄｉｇｅｓｔｉｖｅ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ｙ ９６９………………………………………………
Ｎｉｎｇ Ｂｏ， Ｌｉｎｇｈｕ Ｅｎｑｉａｎｇ

Ｆｏｒｕｍ ｆｏｒ Ｅｌｉｔｅｓ
Ｃｏｎｔｒｏｖｅｒｓｙ ｏｎ ｔｈｅ ｔｉｍｉｎｇ ｏｆ ｅｍｅｒｇｅｎｔ ｃｏｌｏｎｏｓｃｏｐｙ ｆｏｒ ａｃｕｔｅ ｌｏｗｅｒ

ｇａｓｔｒｏ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 ｂｌｅｅｄｉｎｇ ９７４………………………………………………………
Ｍａ Ｘｉａｏｂｉｎｇ， Ｌｉ Ｃｈａｎｇｚｈｅｎｇ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ｓｔａｔｕ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 ｏｆ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ｉｃ 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ｆｏｒ ａｃｕｔｅ
ａｐｐｅｎｄｉｃｉｔｉｓ ９７６……………………………………………………………………
Ｗａｎｇ Ｚｉｋａｉ， Ｙａｎｇ Ｙｕｎｓｈｅｎｇ， Ｌｉ Ｗｅｎ， Ｓｕｎ Ｇａｎｇ， Ｐｅｎｇ Ｌｉｈｕａ， Ｗａｎｇ Ｘｉａｎｇｄｏｎｇ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Ｌａｃｔｕｌｏｓｅ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ｗｉｔｈ ｐｏｌｙｅｔｈｙｌｅｎｅ ｇｌｙｃｏｌ ｆｏｒ ｂｏｗｅｌ 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ｒｉｓｋｓ： ａ ｓｉｎｇｌｅ⁃ｃｅｎｔｅｒ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ｔｒｉａｌ ９８０…
Ｚｈａｎｇ Ｊｉｎ， Ｘｉａｏ Ｙｏｎｇ， Ｙｉｎ Ａｎｎｉｎｇ， Ｃａｏ Ｚｈｕｏ， Ｌｉ Ｊｉａｏ， Ｌｉｕ Ｓｈｕｚｈｏｎｇ，
Ｈｕａｎｇ Ｚｉｙｉｎ， Ｌｉｕ Ｘｉａｏｊｉａｏ， Ｗｕ Ｈａｉｙａｎ， Ｃｈｅｎ Ｍｉｎｇｋａｉ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ｉｃ ｓｕｂｍｕｃｏｓａｌ ｄｉｓｓｅｃ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ｃｏｌｏｒｅｃｔａｌ ｐｒｅｃａｎｃｅｒｏｕｓ ｌｅｓ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ｅａｒｌｙ ｃａｎｃ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ｏｖｅｒ ８０ ｙｅａｒｓ ｏｌｄ ９８５………………………………
Ｘｕ Ｅｎｐａｎ， Ｌｉ Ｂｉｎｇ， Ｚｈｏｕ Ｐｉｎｇｈｏｎｇ， Ｙａｏ Ｌｉｑｉｎｇ， Ｓｈｉ Ｑｉａｎｇ， Ｃａｉ Ｓｈｉｌｕｎ，
Ｑｉ Ｚｈｉｐｅｎｇ， Ｓｕｎ Ｄｉ， Ｚｈｏｎｇ Ｙｕｎｓｈｉ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ｏｆ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ｉｃ ｓｕｂｍｕｃｏｓａｌ ｄｉｓｓｅｃ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ｌａｒｇｅ
ｃｏｌｏｒｅｃｔａｌ ｔｕｍｏｒｓ ９９１………………………………………………………………
Ｓｈｉ Ｊｉｈｕａ， Ｌｉ Ｗｅｎｂｉｎ， Ｚｈａｎｇ Ｘｉａｏｙｕ， Ｗａｎｇ Ｙｉｒａｎ， Ｗａｎｇ Ｚｈｅｎｇ， Ｘｕ Ｌｅ，
Ｌｕｏ Ｑｉｎｇｆｅｎｇ

Ｃｏｌｄ ｓｎａｒｅ ｐｏｌｙｐｅｃｔｏｍｙ ｆｏｒ ｃｏｌｏｒｅｃｔａｌ ａｄｅｎｏｍａ： ａ ｒｅｔ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ｃｏｈｏｒｔ ｓｔｕｄｙ ９９７……………………………………………………………………
Ｚｈｕ Ｘｉａｏｊｉａ， Ｗｕ Ｚｈａｎｇｘｕａｎ， Ｄａｉ Ｈｕａｍｅｉ， Ｆａｎｇ Ｊｕｎ， Ｘｉａｎｇ Ｙａｎｇ， Ｙａｎｇ Ｌｉ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ｉｃ ｗｉｔｈｄｒａｗａｌ ｔｉｍｅ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ｏｌｏｎｉｃ ｓｅｇ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ｃｏｌｏｎｏｓｃｏｐｙ １００３…………………………
Ｗｕ Ｒｕｉ， Ｚｈｕ Ｘｉａｎｌａｎ， Ｊｉ Ｌｉｎ， Ｚｈａｎ Ｑｉａｎｇ， Ｙａｎｇ Ｃｈｅｎｇ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ｃｌｉｎｉｃｏ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ｍａｉｎ ａｎｄ ａｃｃｅｓｓｏｒｙ
ｌｅｓｉｏｎｓ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ｓｙｎｃｈｒｏｎｏｕｓ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ｅａｒｌｙ ｅｓｏｐｈａｇｅａｌ ｃａｎｃｅｒ
ａｎｄ ｉｎｔｒａｅｐｉｔｈｅｌｉａｌ ｎｅｏｐｌａｓｉａ １００８…………………………………………………
Ｘｕ Ｓｈａｎｓｈａｎ， Ｃｈａｉ Ｎｉｎｇｌｉ， Ｌｉｎｇｈｕ Ｅｎｑｉａｎｇ， Ｗａｎｇ Ｓｈａｓｈａ， Ｆｅｎｇ Ｘｉｕｘｕｅ， Ｌｉ Ｂａｏ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ａｒｒｏｗ ｂａｎｄ ｉｍａｇｉｎｇ⁃ｍａｇｎｉｆｙｉｎｇ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ｙ ｔｏ ｔｈｅ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ｇａｓｔｒｉｃ ｌｏｗ⁃ｇｒａｄｅ ｉｎｔｒａｅｐｉｔｈｅｌｉａｌ ｎｅｏｐｌａｓｉａ ｉｎ ｂｉｏｐｓｙ １０１３………
Ｎｉ Ｌｉｕｊｉｎｇ， Ｚｈｕ Ｊｉｎｚｈｏｕ， Ｘｉ Ｌｉｔｉｎｇ， Ｙａｎｇ Ｙｉ， Ｙｕ Ｃｈｅｎｙａｎ， Ｚｏｕ Ｃｈｅｎｔａｏ，
Ｗａｎｇ Ｃｈａｏ， Ｗｕ Ａｉｒｏｎｇ

www.zhxhnjzz.com





Ｂｒｉｅｆ Ｒｅｐｏｒｔｓ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ｏｆ ｈｙｐｏｇｌｙｃｅｍｉａ ｄｕｒｉｎｇ ｃｏｌｏｎｏｓｃｏｐ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ｙｐｏｇｌｙｃｅｍｉａ ｂｙ ｅｎｔｅｒｉｃ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ｓ １０１８……………

Ｌｉａｎｇ Ｌｉ， Ｚｈｏｎｇ Ｗｅｉｌｏｎｇ， Ｆａｎｇ Ｌｉｎ， Ｘｉａｏ Ｌｕ， Ｌｉ Ｙｉｎｇ， Ｔｉａｎ Ｆｅｎｇｙｉｎｇ， Ｚｈａｎｇ Ｑｉ， Ｌｕ Ｘｕｅｌｅ， Ｗａｎｇ Ｂａｎｇｍａｏ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 ｂｏｗｅｌ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ｎｇ ｎｅｕｒｏｅｎｄｏｃｒｉｎｅ ｎｅｏｐｌａｓｍｓ １０２１………………………

Ｈｕ Ｐｉｎｇ， Ｂａｉ Ｊｉａｎ′ａｎ， Ｔｉａｎ Ｙｅ， Ｌｉｕ Ｍｉｎ， Ｔａｎｇ Ｑｉｙｕｎ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ｓｉｍｅｔｈｉｃｏｎｅ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ｗｉｔｈ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 ｐｏｌｙｅｔｈｙｌｅｎｅ ｇｌｙｃｏｌ ｆｏｒ ｂｏｗｅｌ ｃｌｅａｎ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ｏｆ

ｃｏｌｏｎ ｐｏｌｙｐｓ １０２５…………………………………………………………………………………………………………………

Ｚｈｏｕ Ｓｈｕａｉｙａｎｇ， Ｊｉｎ Ｙｉｎｇ

Ｃａｓｅ Ｒｅｐｏｒｔｓ

Ａ ｃａｓｅ ｏｆ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ａｌ ｐｒｉｍｉｔｉｖｅ ｎｅｕｒｏｅｃｔｏｄｅｒｍａｌ ｔｕｍｏｒ 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ｉｎｇ ａｓ ｅｓｏｐｈａｇｅａｌ ｓｕｂｍｕｃｏｓａｌ ｍａｓｓ １０２９…………………

Ｙａｎｇ Ｌｉｈｏｎｇ， Ｊｉａｎｇ Ｐｅｎｇ， Ｄｏｎｇ Ｃｈｉ， Ｗａｎｇ Ｐｅｎｇｆｅｉ， Ｗａｎｇ Ｘｉａｎｇ， Ｗａｎｇ Ｆａｎｇ， Ｆｅｎｇ Ｙａｎｈｕ

Ａ ｃａｓｅ ｏｆ ｅａｒｌｙ ｉｌｅａｌ 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 ｆｏｒ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ｉｃ ｓｕｂｍｕｃｏｓａｌ ｄｉｓｓｅｃｔｉｏｎ １０３１……………………………………………………

Ｄｏｎｇ Ｈａｉｙａｎ， Ｗｕ Ｑｉａｎ， Ｓｕ Ｓｈｕｆｅｎ， Ｚｈａｎｇ Ｘｉｕｂｉｎ， Ｗａｎｇ Ｙｕｌｏｎｇ

Ｐｅｒｃｕｔａｎｅｏｕｓ ｓｅｌｆ⁃ｅｘｐａｎｄｉｎｇ ｍｅｔａｌ ｓｔｅｎｔ 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ｗｉｔｈ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ｉｃ ｎｅｃｒｏｓｅｃｔｏｍｙ ｆｏｒ

ａｃｕｔｅ ｐａｎｃｒｅａｔｉｔｉｓ ｗｉｔｈ ｗａｌｌｅｄ⁃ｏｆｆ ｎｅｃｒｏｓｉｓ： ａ ｃａｓｅ ｒｅｐｏｒｔ １０３３………………………………………………………………

Ｌｉｕ Ｍｉｎｇｄｏｎｇ， Ｓｈｅｎ Ｙｏｎｇｈｕａ， Ｚｈｕ Ｈａｏ， Ｄｏｕ Ｘｉａｏｔａｎ， Ｗａｎｇ Ｌｅｉ

Ｒｅｖｉｅｗ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ｏｎ ｓｅｓｓｉｌｅ ｓｅｒｒａｔｅｄ ａｄｅｎｏｍａ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ｌｏｒｅｃｔｕｍ １０３５…………………………………………………………

Ｚｈｏｕ Ｌｉｎｘｉａｎｇ， Ｓｈｅｎ Ｌｅｉ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ｉｎ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ｉｃ 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 ａｎｄ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ｃｏｌｏｒｅｃｔａｌ ｐｏｌｙｐｓ １０４０……………………………………………………

Ｑｉｎ Ｘｉａｎ， Ｓｏｎｇ Ｊｕｎ， Ｈｏｕ Ｘｉａｏｈｕａ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ｒｅｖｉｓｅｒｓ： Ｌｉ Ｌｉ （李黎）　 Ｑｉａｎ Ｃｈｅｎｇ （钱程）　 Ｚｈｕ Ｙｕｅ （朱悦）

www.zhxhnjzz.com





·短篇论著·

结肠镜检低血糖发生率及肠内营养素预防低血糖的研究

梁丽　 仲威龙　 方琳　 肖璐　 李颖　 田凤颖　 张琪　 卢雪乐　 王邦茂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消化内科 天津市消化疾病研究所 天津市消化病学重点实验

室 ３０００５２
通信作者：王邦茂，Ｅｍａｉｌ：ｍｗａｎｇ０２＠ ｔｍｕ．ｅｄｕ．ｃｎ

　 　 【提要】 　 比较结肠镜检患者一次清肠和二次清肠的低血糖发生率及肠内营养素膳食在结肠镜

检查中对低血糖发生的预防效果和对肠道准备质量的影响。 将入院进行结肠镜检查的患者分为一

次清肠组、二次清肠组、二次清肠＋肠内营养素膳食（半固态预包装营养食品）组（简称干预组）。 所

有患者在结肠镜检查前测血糖，检查束后通过波士顿肠道准备评分量表评价肠道清洁度。 结果，结
肠镜检患者 低 血 糖 发 生 率 在 一 次 清 肠 组、二 次 清 肠 组、干 预 组 分 别 为 １４ ３８％ （ ２３ ／ １６０）、
１７ ５０％（２８ ／ １６０）、６ ４５％（４ ／ ６２）。 肠道清洁度高者所占比例在一次清肠组、二次清肠组、干预组分

别为３１ ２５％（５０ ／ １６０）、３５ ００％（５６ ／ １６０）、８２ ２６％（５１ ／ ６２）。 可见，相比于一次清肠患者，二次清肠患

者低血糖发生率增高，而肠内营养素干预能够有效地降低低血糖发生率，同时提高患者肠道准备质

量，是一种值得推荐的肠道准备方法。
　 　 【关键词】 　 结肠镜检查；　 低血糖症；　 肠道营养；　 肠道清洁度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８１９７０４７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８２０００５１１）；天津

市教育委员会科研计划项目（２０１９ＫＪ１９７）；天津市赵以成医学科学基金青年孵育项目（ＺＹＹＦＹ２０１９０１０）
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 ／ ｃｍａ．ｊ．ｃｎ３２１４６３⁃２０２１０１２５⁃００９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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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ｆ Ｄｉｇｅｓｔｉｖｅ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Ｔｉａｎｊｉｎ Ｋｅｙ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ｏｆ Ｄｉｇｅｓｔｉｖｅ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Ｔｉａｎｊｉｎ ３０００５２， Ｃｈｉｎａ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ａｕｔｈｏｒ： Ｗａｎｇ Ｂａｎｇｍａｏ， Ｅｍａｉｌ： ｍｗａｎｇ０２＠ ｔｍｕ．ｅｄｕ．ｃｎ
　 　 【Ｓｕｍｍａｒｙ】 　 Ｔｏ ｃｏｍｐａｒｅ ｔｈｅ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ｏｆ ｈｙｐｏｇｌｙｃｅｍｉａ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ｄａｙ⁃ｂｅｆｏｒｅ ｂｏｗｅｌ 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ｐｌｉｔ⁃ｄｏｓｅ ｂｏｗｅｌ 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ｏｌｏｎｏｓｃｏｐｙ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ｅｎｔｅｒａｌｄ ｉｅｔａｒｙ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ｓ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ｙｐｏｇｌｙｃｅｍｉ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ｅ ｄｕｒｉｎｇ ｃｏｌｏｎｏｓｃｏｐｙ ｗｅｒｅ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Ｔｈｅ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ｈｏ ｕｎｄｅｒｗｅｎｔ ｃｏｌｏｎｏｓｃｏｐｙ ｗｅｒｅ ｄｉｖｉｄｅｄ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ｄａｙ⁃ｂｅｆｏｒｅ ｂｏｗｅｌ 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ｇｒｏｕｐ， ｔｈｅ ｓｐｌｉｔ⁃ｄｏｓｅ ｂｏｗｅｌ
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ｇｒｏｕｐ，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ｐｌｉｔ⁃ｄｏｓｅ ｂｏｗｅｌ 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 ｅｎｔｅｒａｌ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ｄｉｅｔ ｇｒｏｕｐ． Ａｌｌ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ｈａｄ ｔｈｅｉｒ
ｆｉｎｇｅｒ ｂｌｏｏｄ ｓｕｇａｒ ｔｅｓｔｅｄ ｂｅｆｏｒｅ ｃｏｌｏｎｏｓｃｏｐｙ． Ｔｈｅ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ａｌ ｂｌｏｏｄ ｇｌｕｃｏｓｅ ｌｅｖｅｌ ｗａｓ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ｂｅｆｏｒ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ｉｃ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 ｃｌｅａｎｌｉｎ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ａｓ ｅｖａｌｕａｔｅ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Ｂｏｓｔｏｎ 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 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ｓｃａｌｅ ｂｙ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ｉｓｔｓ． Ｔｈｅ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ｏｆ ｄａｙ⁃ｂｅｆｏｒｅ ｂｏｗｅｌ 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ｇｒｏｕｐ
ａｎｄ ｓｐｌｉｔ⁃ｄｏｓｅ ｂｏｗｅｌ 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ｇｒｏｕｐ ａｎｄ ｅｎｔｅｒａｌ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ｇｒｏｕｐ ｗｅｒｅ １４ ３８％ （ ２３ ／ １６０），
１７ ５０％ （２８ ／ １６０）ａｎｄ ６ ４５％ （４ ／ ６２），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ｈｉｇｈ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 ｃｌｅａｎｉｎｇ ｗｅｒｅ
３１ ２５％ （５０ ／ １６０）， ３５ ００％ （ ５６ ／ １６０） ａｎｄ ８２ ２６％ （ ５１ ／ ６２） ｉｎ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ｇｒｏｕｐｓ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Ｔｈｅ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ｏｆ ｈｙｐｏｇｌｙｃｅｍｉａ ｗａｓ ｈｉｇｈｅｒ ｉｎ ｓｐｌｉｔ⁃ｄｏｓｅ ｂｏｗｅｌ 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ｇｒｏｕｐ 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 ｉｎ ｄａｙ⁃ｂｅｆｏｒｅ ｂｏｗｅｌ
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ｇｒｏｕｐ． Ｅｎｔｅｒａｌ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ｃａｎ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ｒｅｄｕｃｅ ｔｈｅ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ｏｆ ｈｙｐｏｇｌｙｃｅｍｉａ ａｎｄ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 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ａ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ｅｄ 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 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Ｃｏｌｏｎｏｓｃｏｐｙ；　 Ｈｙｐｏｇｌｙｃｅｍｉａ；　 Ｅｎｔｅｒａｌ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 ｃｌｅａｎｌｉｎｅｓ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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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ｕｎｄ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 （ ８１９７０４７７）；
Ｙｏｕｔｈ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８２０００５１１）；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ｏｆ Ｔｉａｎｊｉ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２０１９ＫＪ１９７）； Ｙｏｕｔｈ Ｉｎｃｕｂ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ｏｆ Ｔｉａｎｊｉｎ Ｚｈａｏ Ｙｉｃｈｅｎｇ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ＺＹＹＦＹ２０１９０１０）

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 ／ ｃｍａ．ｊ．ｃｎ３２１４６３⁃２０２１０１２５⁃００９０３

　 　 结肠镜检查具有诊断准确率高、安全性高等特点，是大

肠疾病诊疗的重要检测方法［１⁃２］ 。 有研究报道，部分结肠镜

检患者会有低血糖症状的发生，影响患者的检查耐受性、就
医体验及安全。 患者发生低血糖反应可引起一系列严重事

件，包括脑卒中、心肌梗塞等，同时，低血糖也与心血管病预

后差具有紧密关系。 发生低血糖的原因包括镜检患者空腹

时间过长（通常空腹时间＞１０ ｈ），同时服用泻药会导致机体

营养物质的进一步流失，加剧了低血糖的发生［３］ 。 也有部

分患者过度按照医嘱，自行延长禁食时间，导致低血糖的发

生［４］ 。 在患者口服泻药中，加一定量的葡萄糖，可降低患者

饥饿感，减少恶心、呕吐等低血糖症状，提高患者的耐受

性［５］ 。 但单纯摄入葡萄糖容易导致患者血糖波动较大，尤
其是糖尿病患者，严重者甚至有生命危险［３］ 。 奥海恩（中国

大冢制药有限公司）作为一种肠内营养素饮食，具有在胃肠

道内停留时间较长，缓慢升血糖，作用温和的特点。 但关于

低渣饮食对结肠镜检患者低血糖发生的干预研究少有报道。
本研究比较了一次清肠和二次清肠患者的低血糖发生率。
同时分析了二次清肠患者中，在肠道准备期间服用奥海恩

后，手指血糖、肠道清洁度、低血糖发生率的情况，为临床选

择适宜的肠道准备方案提供参考。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收集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２０２０ 年 ７ 月于天津医科大学

总医院消化内科行结肠镜检的 ３８２ 例患者为研究对象。 纳

入肠镜检查患者，包括普通患者和无痛患者。 排除以下情况

者，包括糖尿病、肠梗阻、肠穿孔、严重呼吸和循环系统疾病、
严重急性肠道感染、中毒性巨结肠、回肠造口、精神疾患、言
语障碍及认知功能低下、意识障碍者。 患者按清肠处理方式

的不同，分为一次清肠组、二次清肠组、二次清肠＋奥海恩干

预组（以下简称干预组），各组性别构成比、不同性别年龄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 ０５），详见表 １。 本研究方案通

过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所有患者签署了知

情同意书。

表 １　 不同清肠处理方式者的一般情况

组别
性别（例） 年龄（岁，Ｍｅａｎ±ＳＤ）
男 女 男 女

一次清肠组（ｎ＝ １６０） ７７ ８３ ４８ ４４±１４ ２１ ５２ ４４±１４ １２

二次清肠组（ｎ＝ １６０） ５８ １０２ ５１ ４５±１３ ９８ ５６ １８±１１ ８３

二次清肠＋奥海恩干预组
（ｎ＝６２） ３１ ３１ ４９ ３９±１６ ２１ ５５ ７１±１２ ３９

二、方法

１．泻药及奥海恩服用方法：本研究中服泻药的方法均为

空腹状态，２ 袋泻药予 ２ Ｌ 温开水冲开，以每半小时口服

５００ ｍＬ的速度，２ ｈ 服完。 奥海恩为半固态低渣 ／低纤维饮食

（３００ ｇ ／袋），每 １００ ｋｃａｌ（１００ ｇ）中含蛋白质 ５ ｇ、脂肪 ２ ３ ｇ、
碳水化合物 １５ ７ ｇ，其提供能量比例为 １ ∶１ ∶３。 具体各组服

用方法如下。 （１）一次清肠组。 上午检查者：检查前日 ２４
点至次日凌晨 ２ 点，服泻药 ２ 袋。 下午检查者：检查当日上

午 ７ 点至 ９ 点，服泻药 ２ 袋。 （２）二次清肠组。 上午检查者：
检查前日 １８ 点至 ２０ 点，首次服泻药 ２ 袋；检查前日 ２４ 点至

当日凌晨 ２ 点，再次服泻药 ２ 袋。 下午检查者：检查前日 ２０
点至 ２２ 点，首次服泻药 ２ 袋；检查当日 ７ 点至 ９ 点，再次服

泻药 ２ 袋。 （３）干预组。 上午检查者：检查前日 １２ 点、１６
点，各予奥海恩 １ 袋；检查前日 １８ 点至 ２０ 点，首次服泻药 ２
袋；检查前日 ２４ 点至当日凌晨 ２ 点，再次服泻药袋 ２ 袋。 下

午检查者：检查前日 １２ 点、１８ 点，各予奥海恩 １ 袋；检查前日

２０ 点至 ２２ 点，首次服泻药 ２ 袋；检查当日 ７ 点至 ９ 点，再次

服泻药 ２ 袋。
２．血糖监测方法和低血糖阈值判断：检测结肠镜检患者

手指血糖。 按照 ２０１０ 年版中国 ２ 型糖尿病防治指南的标

准，手指血糖≤３ ９ ｍｍｏｌ ／ Ｌ 的患者认为发生低血糖。 数据

由经过统一培训后的护士收集。
３．波士顿评分标准：肠道清洁度的评判是由内镜医师应

用波士顿肠道清洁度评分量表，对患者肠道准备结果进行打

分。 内镜医师对患者分组不知情。 按照最差至最轻分为 ４
级，盲肠和升结肠评分是 ０～３ 分，横结肠和降结肠的评分也

是 ０～３ 分，直肠和乙状结肠也是 ０～３ 分，全结肠液体量分为

０，总分为 ９。 总评分达到 ７ 分者，认为达到高质量肠道清洁

效果。
三、统计学分析

采用 ＳＰＳＳ ２２ ０ 软件进行数据的统计学分析。 采用

Ｍｅａｎ±ＳＤ 描述连续性变量数据，组间比较采用方差分析或

卡方检验，Ｐ＜０ 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四、结果

１．清肠后低血糖发生率：一次清肠组和二次清肠组的结

肠镜检查患者平均血糖浓度分别为（４ ８６±０ ８０）ｍｍｏｌ ／ Ｌ 和

（４ ９６±１ １０）ｍｍｏｌ ／ Ｌ，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 ０５）；低
血糖发生率分别为 １４ ３８％（２３ ／ １６０）和 １７ ５０％（２８ ／ １６０），
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 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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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奥海恩干预的有效性：二次清肠组和干预组的结肠镜

检查患者平均血糖浓度分别为 （ ４ ９６ ± １ １０） ｍｍｏｌ ／ Ｌ 和

（４ ８７±０ ７０）ｍｍｏｌ ／ Ｌ，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 ０５）；低
血糖发生率分别为 １７ ５０％（２８ ／ １６０）和 ６ ４５％（４ ／ ６２），组间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 ０５）。
３．奥海恩干预提高肠道准备质量：一次清肠组的结肠镜

检查患者高质量肠道清洁效果者占 ３１ ２５％（５０ ／ １６０），二次

清肠组的结肠镜检查患者高质量肠道清洁效果者占 ３５ ００％
（５６ ／ １６０），干预组的结肠镜检查患者高质量肠道清洁效果

者占 ８２ ２６％（５１ ／ ６２）。 二次清肠组与干预组相比，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 ０５）。
讨论　 结肠镜检广泛应用于大肠疾病的诊疗中，由于镜

检前准备时间较长，患者长时间禁食、部分患者精神紧张以

及服用泻药导致营养流失等因素，在术中常用患者出现面色

苍白、心慌、头晕、无力等低血糖症状，尤其是体弱和糖尿病

患者［６］ 。 低血糖发生的主要原因是能量供应不足导致的。
因此，对结肠镜检患者低血糖发生率进行研究及预防低血糖

的发生具有重要意义。
本研 究 结 果 显 示， 低 血 糖 发 生 率 在 二 次 清 肠 组

（１７ ５０％）较一次清肠组（１４ ３８％）为高，但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Ｐ＞０ ０５），而干预组（６ ４５％）则明显降低（Ｐ＜０ ０５）。 干

预组患者的肠道清洁度与不服用奥海恩者相比亦明显改善

（Ｐ＜０ ０５）。 说明奥海恩干预能够在降低低血糖发生的同

时，提高肠道清洁效果。
葡萄糖作为能量补充剂，在临床中经常应用，但单纯摄

入葡萄糖容易引起患者血糖浓度波动较大，不易控制患者血

糖［７］ ，尤其是糖尿病患者，可能有生命危险。 而奥海恩半固

态低渣 ／低纤维饮食的特点，使其营养物质消化吸收缓慢，患
者有明显饱腹感，其在降低患者低血糖发生率的同时，平稳

改善患者血糖，患者接受程度较高［８⁃９］ 。 由此可见，服用低渣

饮食比单纯补充葡萄糖具有明显优势［１０］ 。 低渣饮食在肠道

吸收的时候比较缓慢，可以避免糖水快速被吸收导致的血糖

急剧升高，造成大量的胰岛素分泌，继而引发低血糖的风险。
奥海恩的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能量占比设计为

１ ∶１ ∶３。 其设计中考虑到氨基酸的特性，即在能量供应充足的

情况下，氨基酸会主要用于合成机体蛋白质，而在能量供应

不足时，氨基酸会用来产能供给机体需要。 一般来说，在非

蛋白热量（ｋｃａｌ） ／氮量（ｇ）＝ １５０～ ２００ 时，氨基酸促进蛋白合

成的效率比较好。 奥海恩的非蛋白热量（ｋｃａｌ） ／氮量（ｇ） ＝
１００，有利于氨基酸在体内合成机体蛋白，促进恢复。 在整体

能量摄入不足时，奥海恩中含有的三大能源物质可以起到分

阶段供能的作用，碳水化合物一般主要在前 ３０ ｍｉｎ 供能，脂
肪（中链＋长链）的供能时间是在 ０ ５ ～ ３ ０ ｈ，蛋白质的供能

时间主要在 １～３ ｈ。 通过三大营养物质的分阶段供能，可避

免糖水在短时间大量吸收入血，从而更长时间地维持患者的

血糖平稳。
利益冲突　 所有作者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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