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年8月

Volume 41      Number 8
August 2024

第41卷 第8期

第八期

第四十一卷

二〇二四年八月

2024年8月

Volume 41      Number 8
August 2024

第41卷 第8期

第八期

第四十一卷

二〇二四年八月



CHINESE JOURNAL OF DIGESTIVE ENDOSCOPY
月刊        1996年8月改刊          第 41 卷    第 8 期     2024 年 8 月 20 日出版

专家论坛

无痛内镜诊疗平台的构建 …………………………………………… 589
陈瀚文 贾轩 蔡建庭

菁英论坛

消化内镜常用治疗技术的学习曲线应用 …………………………… 593
江丽 徐欢 马搏宇 吴金羽 王秋霞 吕沐瀚 石蕾

论 著

超声内镜引导下弹簧圈置入联合组织胶注射对瘤型胃底静脉曲张

破裂出血的二级预防价值 ………………………………………… 599
黄怡婷 李晶晶 徐学青 许国强 陈洪潭

内镜与经颈静脉肝内门体分流术治疗静脉曲张出血

合并门静脉血栓的对比研究 ……………………………………… 606
吴伟 蔡子豪 陈超 张明 张峰 殷芹 诸葛宇征 肖江强

幽门螺杆菌除菌治疗后短期内对胃内镜黏膜下剥离术中出血的

影响分析 …………………………………………………………… 614
严笑寒 张黎 陈涛 李景泽 练晶晶 徐勤伟 徐美东

内镜黏膜下剥离术与改良内镜黏膜切除术对G1期

直肠神经内分泌瘤的疗效对比分析 ……………………………… 619
周婷 王雷 徐桂芳 窦晓坛 唐德华 倪牧含 颜鹏 
刘金燕 胡云

橡皮圈预牵引辅助内镜黏膜下挖除术在胃黏膜下肿瘤中的

应用研究（含视频） ………………………………………………… 626
李瑶瑶 董云翰 李贵庆 佘强 许松欣 庞磊 肖炜明 
路国涛 丁岩冰 邓彬

基于胃镜及超声内镜下表现预测胃间质瘤恶性潜能评分系统的

建立和临床验证 …………………………………………………… 633
刘玲 李杨 姜阳阳 仇苏妍 周莹 苏洁 黄娟娟 
伏亦伟 凌亭生

壶腹周围憩室对内镜逆行胰胆管造影术后胰腺炎发生率的

影响分析 …………………………………………………………… 640
德天宇 安栩生 王国强 王琦

基于文献计量的全球胶囊内镜研究特征与趋势分析 ……………… 647
郝美娟 高野 程志远 辛磊 廖专 李兆申 王洛伟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ＤＩＧＥＳＴＩＶＥ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Ｙ
月刊　 　 　 １９９６ 年 ８ 月改刊　 　 第 ３８ 卷　 第 ９ 期　 ２０２１ 年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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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述　 　 评

内痔的消化内镜微创治疗：消化内镜的新领域 ６７３………………………
刘俊

　 共识与指南

中国消化内镜内痔诊疗指南及操作共识（２０２１） ６７６……………………
中华医学会消化内镜学分会内痔协作组

　 专家论坛

内痔消化内镜下套扎治疗的现状与发展 ６８８……………………………
丁辉　 李贞娟　 张慧敏　 胡珊珊　 徐闪闪　 李修岭

　 菁英论坛

内镜下内痔硬化剂治疗的研究进展 ６９３……………………………………
张飞宇　 沈峰　 徐雷鸣

　 论　 　 著

内镜下泡沫硬化剂注射联合橡皮圈套扎治疗Ⅱ～Ⅲ度内痔的
前瞻性临床研究（含视频） ６９６……………………………………………
沈峰　 张飞宇　 瞿春莹　 张毅　 李鸣鸣　 臧蕾　 沈飞　 段言明
张瑶洁　 徐雷鸣

不同内镜治疗策略对Ⅰ～Ⅲ度内痔疗效的单中心回顾性研究 ７０２………
刘书中　 肖勇　 李娇　 曹卓　 罗和生　 陈明锴

经内镜痔上直肠黏膜套扎治疗内痔并脱出 １１２ 例临床观察
（含视频） ７０７…………………………………………………………………
黄秀江　 林浩　 姜平　 陈礼娟　 杨红静　 杨凯茜　 刘俊

体外自助式扩张球囊预防食管大面积病变内镜黏膜下剥离
术后狭窄的长期疗效分析 ７１２……………………………………………
李隆松　 令狐恩强　 王赞滔　 张波　 王楠钧　 王祥耀　 张文刚
邹家乐　 冯建聪　 柴宁莉

内镜黏膜下剥离术治疗 ＳｉｅｗｅｒｔⅡ型胃食管交界早期癌
及癌前病变的临床分析 ７１８………………………………………………
刘冠伊　 戎龙　 蔡云龙　 年卫东　 张继新

早期食管癌内镜黏膜下剥离术后食管狭窄的特征
及影响因素探讨 ７２３…………………………………………………………
高勇　 柏健鹰　 林辉　 樊超强　 李建军　 彭学　 杨歆　 于劲
聂绪彪　 赵海燕

早期食管癌及癌前病变内镜黏膜下剥离术后食管狭窄
预测模型的构建及测试 ７２８………………………………………………
刘宁　 刘丹　 刘冰熔　 林锐

消化科专科医师早期胃癌诊治培训模式探讨与教学效果评估 ７３３…
王强　 吴晰　 杨爱明　 杨莹韵　 郭涛　 蒋青伟　 张晟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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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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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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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篇论著

超声内镜引导下穿刺诊断胰腺结核14例 ………………………………………………………………… 654
曹卉 王晓林 邓伊 杜凡

单腔内镜双弯式用于胃困难部位内镜黏膜下剥离术的安全性及有效性初探（含视频）………………… 658
吴泽宇 毛丽娟 张婷 金甜 卢晓云 陆宏娜 刘昌恩 胡晓 张其德

病例报道

超声内镜经胃输入襻吻合旁路辅助内镜逆行胰胆管造影术治疗Roux‑en‑Y胆肠吻合术后

胆道疾病3例（含视频）…………………………………………………………………………………… 663
张斌 王凤兰 吴瑞 沈珊珊 王雷

内镜切除食管原发小细胞癌1例 …………………………………………………………………………… 666
刘勇 张彬 何明顺 刘揆亮

综 述

胰胆管支架置入在内镜下十二指肠乳头腺瘤切除术中的应用及研究进展……………………………… 669
蒋佳妮 吕富靖 陈楚岩

读者·作者·编者

《中华消化内镜杂志》2024年可直接使用英文缩写的常用词汇…………………………………………… 598
《中华消化内镜杂志》对来稿中统计学处理的有关要求…………………………………………………… 646
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论文作者署名规范…………………………………………………………………… 662

插页目次 ………………………………………………………………………………………………………… 605
本刊稿约见第 41 卷第 1 期第 82 页、第 41 卷第 7 期第 586 页

本期责任编辑　钱程

本刊编辑部工作人员联系方式

唐涌进，Email：tang@xhnj.com 朱 悦，Email：zhuyue@xhnj.com
周 昊，Email：zhou@xhnj.com 钱 程，Email：qian@xhnj.com
顾文景，Email：gwj@xhnj.com 许文立，Email：xwl@xhnj.com
本刊投稿方式

登录《中华消化内镜杂志》官方网站 http://www.zhxhnjzz.com 进行在线投稿。

唐涌进 周 昊 顾文景

朱 悦 钱 程 许文立

（扫码添加编辑企业微信）



中华消化内镜杂志 2024 年8 月第 41 卷第 8 期　Chin J Dig Endosc, August 2024, Vol. 41, No. 8

无痛内镜诊疗平台的构建

陈瀚文 贾轩 蔡建庭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消化内科，杭州 310009
通信作者：蔡建庭，Email：jtcai6757@zju.edu.cn

蔡建庭，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

二医院消化内科主任。浙江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常务理事兼消化专

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浙江省消化内镜学会副主任委员兼人工智能

学组组长，浙江省消化医师协会副会长，浙江省消化中心副主任，

曾任中国医师协会消化医师分会委员。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浙江省重大科技专项重大社会发展项目等多项课题，以第一作者

及通信作者在国内外知名杂志发表论文100余篇

【提要】　随着胃肠道肿瘤早期筛查的普及，我国消化内镜诊疗总数迅速上升，但无痛内镜所占比

例仍远低于发达国家。我国近年来出台了多项关于无痛内镜诊疗平台的规范、指南及共识，阐述了搭

建无痛内镜诊疗平台的重要性、需要具备的条件。通过总结相关指南及共识，并结合笔者所在无痛内

镜诊疗平台的经验，提供无痛内镜诊疗平台构建、运行的范例，并对该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问题提供可

能的解决方法。

【关键词】　麻醉，静脉；　无痛内镜；　平台构建

Construction of th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platform for painless endoscopy 
Chen Hanwen, Jia Xuan, Cai Jianting
Department of Gastroenterology, 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Zhejia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Hangzhou 310009, China
Corresponding author: Cai Jianting, Email: jtcai6757@zju.edu.cn

随着人民健康意识的提高和医疗服务水平的

提升，中国每年进行胃肠镜检查的总人数已达

1 400万，根据老龄化的增长速度，到 2030年，预计

胃肠镜手术的数量可能达到 5 100 万例，但是目前

我国无痛内镜检查占比仅有 48.3%（胃镜 47.9%，肠

镜 49.3%）［1］，远低于美国（>98%）、希腊（胃镜检查

64%，肠镜检查 78%）、德国（胃镜检查 82%，肠镜检

查 91%）［2‑4］。随着无痛内镜技术在临床应用越来

越广泛，越来越多的患者开始选择无痛内镜检查及

治疗，这也对提供无痛内镜诊疗的平台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无痛内镜诊疗平台的构建不仅仅包括内

镜诊疗中心的硬件设施建设及人力资源配备，也包

括运行过程中的全流程设计。无痛内镜诊疗平台

构建的最终目的是为全院提供安全、专业、高效的

内镜诊疗服务，减少不必要的协调流程，提高无痛

内镜诊疗的可及性。笔者根据近年来出台的多项

关于无痛内镜诊疗平台的规范、指南及共识，阐述

搭建无痛内镜诊疗平台的重要性和需要具备的条

件，同时结合笔者所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

院的实践经验，提供规范化无痛内镜诊疗流程的范

·专家论坛·

DOI：10.3760/cma.j.cn321463-20231030-00438
收稿日期   2023-10-30   本文编辑   朱悦

引用本文：陈瀚文, 贾轩, 蔡建庭 . 无痛内镜诊疗平台的构建[J]. 中华消化内镜杂志, 2024, 41(8): 589-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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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以及无痛内镜平台搭建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问题

及解决方法，以供参考。

一、无痛内镜诊疗的重要性

1. 内镜诊断方面：随着近 10 年内镜设备及内

镜诊断理论的飞速发展及普及，消化内镜的检查重

点从以往发现进展期肿瘤逐渐转变为早期肿瘤筛

查，从单纯的消化道内黏膜病变评估延伸到超声内

镜下消化道全层及消化道外器官诊断，从胃镜、结

肠镜拓展到小肠镜、胆道镜。这些改变使得操作步

骤越来越复杂，所需的检查时间越来越长。普通内

镜检查过程中镜身对口腔、消化道的刺激会造成患

者恶心、呛咳、内脏牵拉不适，这些不适感与疼痛导

致患者难以长时间耐受检查，从而拒绝内镜复查与

治疗［5‑6］。同时从内镜医师的角度，因患者配合不

佳，可能导致观察不全面，甚至检查提前终止。内

镜诊疗中对消化道的强烈刺激还可能诱发心血管

事件，甚至心脏骤停，尤其是对伴有基础疾病的老

年患者［7‑8］。无痛内镜技术的应用能较大程度提高

舒适度、减少应激反应、减慢肠蠕动，使内镜医师不

需要将过多注意力放在患者的不适主诉，有利于内

镜医师更专注于病灶观察及操作，也可更多地采用

辅助技术，提高了内镜检查质量，更利于发现微小

早期病灶及进行准确评估，也更好地避免患者恶

心、呛咳时误吸，既满足了患者舒适化医疗需求，也

使内镜医师的诊疗工作变得更加顺利和安全［9］。

一项来自于我国的大样本回顾性分析支持无痛内

镜相较普通内镜能显著提高胃及食管早期肿瘤及

高级别上皮内瘤变的早诊率，究其原因包括采用了

染色、放大、图像增强等辅助技术，延长了检查时间

以及进行了更多部位的多点活检［10］。

2.内镜治疗方面：由于大多数内镜下治疗操作

复杂、并发症多、所需时间长，部分操作需要维持特

殊体位，患者难以在清醒状态下耐受治疗操作，从

患者的舒适度及耐受性考虑，无痛技术在内镜治疗

中更是必不可少的一环。同时，无痛技术给内镜治

疗还会带来以下益处：（1）减少胃肠道蠕动，增加操

作的稳定性及准确性，缩短治疗时间；（2）避免因患

者恶心、体动造成不必要的组织损伤、出血、再出血

等；（3）对于误吸高危患者或者体位可能抑制呼吸

运动的患者可行气管插管麻醉以更好地保护气道；

（4）更从容地进行操作前评估、操作后创面处理等。

以 内 镜 黏 膜 下 剥 离 术（endoscopic submucosal 
dissection，ESD）为例，良好的暴露要求较大量的充

气，导致胃肠道压力增高带来机械刺激，甚至可能

造成血流动力学波动，而稳定地操作要求尽可能少

的胃肠道蠕动，同时一旦ESD术中出血甚至穿孔都

需要额外的处置时间［10‑11］，因此为保证患者在如此

长时间内的舒适性和依从性，充分镇静是必要的。

而在内镜逆行胰胆管造影术（endoscopic retrograde 
cholangiopancreatography，ERCP）中，体位限制大，

需长时间保持俯卧位或侧卧位，在进镜、插管、括约

肌切开、取石、复杂支架置入等操作过程中，若患者

不配合或因镇静深度不够产生恶心、体动，不利于

操作的顺利进行，更有可能对操作部分的组织造成

损伤，引起组织破裂、出血等不良反应［12］，同时俯卧

位操作时患者易因压迫胸廓影响通气导致氧饱和

度降低。全麻气管插管可以更好地保护气道以保

障患者安全。在内镜下止血过程中，给予消化道出

血患者镇静治疗，可以有效缓解患者疼痛，降低患

者应激反应，有利于患者的治疗和预后［13］，对于上

消化道出血患者，气管插管麻醉可以更好地保护患

者气道。同时无痛内镜操作可避免患者恐惧躁动

及内镜刺激引起的呕吐呛咳，使患者能更好地配合

内镜检查，缩短治疗时间［14］。

二、搭建无痛内镜诊疗平台的条件

无痛内镜诊疗平台的构建在场地、人员和设备

方面均较普通内镜诊疗平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国家消化内镜专业质控中心发布的《中国消化内镜

诊疗中心安全运行指南》《中国消化内镜诊疗镇静/
麻醉操作技术规范》对此作出了详细的规定［15‑16］。

1. 场地方面：由于麻醉过程的加入，在常规的

候诊区、诊疗操作区、清洗消毒区、综合办公区之

外，无痛内镜诊疗平台还需额外设置术前准备区，

用于术前谈话（包括麻醉谈话及诊疗谈话）和留置

静脉通路，同时设置麻醉复苏室，复苏室床位数量

与诊疗室数量理想比例为 2.5∶1。同时对于诊疗操

作区，由于需满足一次性完成无痛胃肠镜的操作需

求，检查床需可在操作室内 360°旋转，诊疗室面积

不少于20 m2，并配备至少一路氧气及吸引通路。

2.人员方面：除了常规的内镜医师、内镜护士、

洗消人员外，对于实施麻醉者目前国际上并没有统

一的要求。以目前国内最常使用的丙泊酚麻醉为

例，德国、丹麦、美国、西班牙、加拿大等国家的指南

均允许有中深度镇静资质的非麻醉专业医护人员

对低风险人群进行丙泊酚麻醉，其中丹麦和西班牙

的指南均要求在非麻醉专业医护人员实施丙泊酚

麻醉时须有麻醉医师待命，而加拿大及澳大利亚的

指南则明确护士不得实施丙泊酚麻醉［17］。而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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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风险人群，包括美国麻醉师协会（American 
Society of Anesthesiologists，ASA）评级≥Ⅲ级、困难

气道、长时间操作等，则均建议麻醉医师实施麻醉。

考虑到我国患者多、需尽可能缩短操作时间同时保

障安全，我国目前均要求由麻醉专业医师执行麻

醉，实施镇静与麻醉的每个诊疗室配备至少 1名麻

醉高年资住院医师或主治医师，有条件的可配备

1名专职护士负责麻醉前准备和镇静/麻醉记录、协

助镇静/麻醉管理；每 2~3个诊疗单元应配备 1名具

有主治医师（含）以上资质的麻醉医师；每个复苏室

配备至少 1名麻醉医师及与床位比例为 1∶2~4的专

职护士［18‑19］。为更好地保障无痛诊疗安全，在浙江

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无痛诊疗中心，我们同时

要求内镜医师及内镜护士具有美国心脏协会

（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AHA）基本生命支持

证书，并参加医院组织的由麻醉部负责的镇静治疗

培训，并通过考核获得中深度镇静资质，有效期

3年，培训内容包括患者评估、气道管理、镇静镇痛

药物的使用和并发症的处理等。

3. 设备方面：对于现在最常使用的丙泊酚麻

醉，在无痛诊疗及复苏过程中须配备可行无创血压

监测、血氧饱和度监测及心电监护的监护仪，如有

条件应尽可能同时进行呼气末二氧化碳监测，有利

于早期发现通气不足及呼吸抑制［17‑18］。同时应在

每个诊疗室内配备吸引器、面罩、呼吸皮囊、口咽通

气管等基本气道管理设备，以及麻醉急救药物和拮

抗药物，根据诊疗室数量配置除颤急救车。随着内

镜下治疗的不断发展，对于预计操作时间长，误吸、

窒息风险高的患者，需行气管插管全身麻醉，因此

内镜中心需按照手术室标准配备麻醉机及气管插

管相关物品，并在复苏室配备呼吸机用于术后

复苏。

三、规范化无痛内镜诊疗流程

规范化的无痛内镜诊疗流程贯穿患者诊间开

单到诊疗后复诊的全流程，分为诊疗前、诊疗过程

及诊疗后 3个主要部分，该部分缺乏强制规范及指

南，诊疗机构可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进行流程优

化，笔者在此介绍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的

模式作为参考。

1.无痛内镜诊疗前：开单医师需评估患者麻醉

风险及抗凝抗血小板药物使用，我们建议对≥
65 岁，存在心脑血管疾病或其他可能影响麻醉风

险疾病的患者进行麻醉会诊，以降低麻醉风险。预

约无痛内镜时需进行内镜诊疗的宣教，包括抗凝抗

血小板药物筛查，饮食注意事项，需准备的物品（如

毛巾、肠镜裙裤等），还有最重要的肠道准备流程。

本中心以上宣教内容由预约处专人完成，并搭建了

互联网应用平台进行宣教。同时预约时对检查项

目进行分时段预约，尽可能减少患者的不必要

等待。

2. 诊疗过程中：诊疗当天，须保障诊疗对象正

确、风险可控、操作无误、流程顺畅。在分诊台核对

患者身份，打印包含患者姓名及病案号的身份标识

贴于左手背，由分诊护士评估患者生命体征、疼痛、

跌倒风险及过敏史，随后进入术前准备区由麻醉医

师再次评估麻醉风险及谈话，并应在该区域留置至

少 22 G静脉通路后进入候诊区。从候诊区进入诊

疗室后由护士再次核对患者身份及抗凝抗血小板

药物使用情况等保障安全，并协助患者摆体位及完

成麻醉前准备，随后由操作医师发起术前暂停流程

（timeout），操作医师、麻醉医师及护士共同确认患

者身份、操作部位、麻醉方式及知情同意书签署等

相关内容；在诊疗操作过程中留取病理时再次双人

核对患者姓名、病案号及活检部位；诊疗结束后由

护士发起签名登出流程（signout），确认操作名称已

书写、物品清点无误、标本无误且已贴标签及设备

运行情况。另外有一些细节同样值得注意，以尽可

能保障患者安全，例如同时进行胃肠镜操作时先胃

后肠，并在行肠镜时常规抬高床头，尽可能避免误

吸；又比如采用分段式床栏避免患者意外跌落等。

3.诊疗完成后：由麻醉医师及专职运送人员送

患者至复苏室，交接术中特殊情况及处理，完成生

命体征测量后离开，由复苏室护士进行接下来的麻

醉记录并评估患者是否符合离室标准。当门诊患

者离院评分量表分数超过 9分后，可在亲友陪同下

离院；对于住院患者则按麻醉恢复常规管理

（Steward 苏 醒 评 分 >4 分 或 Aldrete 评 分 表 >
9 分）［18‑20］。在整个诊疗过程中麻醉监护的频率和

记录与手术室要求一致，术后复苏的记录和标准与

麻醉后监护病房同质化。

四、搭建无痛内镜诊疗平台中遇到的问题与解

决方法

在内镜中心硬件条件符合相关要求后，搭建无

痛内镜诊疗平台的过程中需考虑以下问题：（1）因

麻醉过程的加入，同一例患者的检查时间延长，每

日可检查人数减少；（2）麻醉相关设备成本增加；

（3）平台各方（包括内镜医师、麻醉医师及内镜护

士）的协调问题。一方面，在患方及医方对无痛诊

疗都有需求的情况下，为使无痛诊疗更加普及，采

购麻醉设备的成本是可接受的，同时须培养和招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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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够的麻醉及内镜医师，并优化诊疗流程，尽可能

缩短诊疗时间。在此方面笔者所在中心有如下经

验：（1）对高危患者预约前做好麻醉评估，减少在内

镜中心的耗时；（2）在术前准备区完成静脉通路留

置；（3）麻醉医师进入内镜中心前培训，适应内镜中

心较快的节奏；（4）气管插管患者统一至复苏室拔

管。另一方面，在目前医疗体系医护收入与操作量

高度相关的情况下，如果无痛内镜操作费用的定价

无法补偿单位时间检查人数减少造成的收入损失，

势必影响到内镜医师进行无痛诊疗的积极性，可以

根据当地物价局定价，由麻醉科及消化内科协商麻

醉费用的分配问题。最后，作为全院公共平台，无

痛内镜诊疗平台的管理应当根据医疗机构实际情

况，由麻醉科及消化内科等科室协商并共同制定平

台使用及人员管理制度，指派专人负责保障并监督

前述诊疗流程的规范化运行，处理运行过程中出现

的突发情况，并及时协调有关人员解决，避免权责

不明、流程不畅。

总之，随着消化内镜诊疗技术的不断发展及患

者对舒适度要求的不断提高，无痛内镜技术的广泛

应用是大势所趋，因此构建无痛内镜诊疗平台是所

有进行内镜检查的医院均应认真考虑并进行实施

的。随着无痛内镜技术的不断发展，相关共识及规

范也将不断修订和完善，以更好地服务广大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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