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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控胶囊胃镜在儿童消化系统疾病中的应用进展

杨洪彬 骆娜妮 邵佩 刘珊 孙丽娜 方莹

西安市儿童医院消化内科，西安 710003
通信作者：方莹，Email：970910576@qq.com

【提要】　传统胃镜管径粗，容易损伤儿童消化道管腔及黏膜，插入式检查过程中恶心、呕吐等不

适感让儿童的配合度差。无痛胃镜存在麻醉风险、家属对麻醉有顾虑及医疗费用增加等问题。磁控

胶囊胃镜真正实现了胃部检查的无创、无痛化操作。十余年来，磁控胶囊胃镜在成人中的应用已非常

成熟，并逐渐开始在儿童应用，因具有不插管、不麻醉、无交叉感染及胃小肠同查等优点，受到儿童患

者及监护人的青睐。现对近年来磁控胶囊胃镜在儿童消化系统疾病中的适应证、禁忌证、有效性、安

全性、准备方法及局限性等进行综述，为该技术大规模在儿童中开展奠定基础。

【关键词】　儿童；　磁控胶囊胃镜；　应用

基金项目：西安市创新能力强基计划医学研究项目（22YXYJ0017）；西安市儿童医院院级课题重

点项目（2019B01）；陕西省卫生健康小儿消化专业科研创新平台（2024PT⁃14）

Application progress of magnetically controlled capsule gastroscopy in children with digestive 
system diseases 
Yang Hongbin, Luo Nani, Shao Pei, Liu Shan, Sun Lina, Fang Ying
Department of Gastroenterology, Xi'an Children's Hospital, Xi'an 710003, China
Corresponding author: Fang Ying, Email: 970910576@qq.com

胃镜是上消化道疾病诊疗的金标准。随着儿童消化内

镜技术的发展，电子胃镜已经被广泛运用到儿童消化系统

疾病的诊断及治疗中［1］。但传统胃镜管径粗，容易损伤儿

童消化道管腔及黏膜，插入式检查过程中恶心、呕吐等不适

感让儿童的配合度差，往往需要在全身麻醉或深度镇静下

进行［2］。但儿童无痛胃镜存在麻醉风险、家属对麻醉有顾

虑及医疗费用增加等问题。2013年由我国研发的磁控胶囊

胃镜（magnetically controlled capsule gastroscopy，MCCG）通

过我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认证，同时被批准用于 8 岁以

上受试者，真正实现了胃部检查的无创、无痛化操作［3］。十

余年来，磁控胶囊胃镜在成人中的应用已非常成熟，并逐渐

开始在儿童应用，但儿童的疾病谱、生理特性与成人不同，

一些关键的临床问题不能完全借鉴成人的经验及指南。目

前国内尚无针对儿童磁控胶囊胃镜的相关标准及指南，现

对近年来磁控胶囊胃镜在儿童消化系统疾病中的适应证、

禁忌证、有效性、安全性、准备方法及局限性等进行综述，为

该技术大规模在儿童开展奠定基础。

一、磁控胶囊胃镜原理

胃部体积大，传统胶囊内镜仅能依靠胃肠自然蠕动与

自身重力进行被动拍摄，在胃内有很多盲区，无法完成全胃

黏膜的清晰观察［3］。磁控胶囊胃镜系统主要由体外磁场控

制装置、内置磁体的胶囊内镜、图像实时显示器 3 部分组

成［4］。受检者提前饮水做好胃腔充盈，通过实时体外磁场

控制装置产生足够的磁力，主动控制胶囊内镜在胃内的位

置与运动方向，并配合受检者体位的变化，可以全面、清晰

地观察全胃黏膜并做出诊断，达到类似于传统胃镜的作用。

二、磁控胶囊胃镜适应证

2021 年《中国磁控胶囊胃镜临床应用指南（2021，上
海）》指出磁控胶囊胃镜在成人的临床应用适应证是有或无

上消化道症状拟行上消化道内镜检查者；而最佳适应证是

不愿接受或不能耐受传统胃镜（含无痛胃镜）或存在胃镜检

查高风险人群［4］。但儿童消化道的疾病谱与成人完全不

同，以炎症性及先天性疾病为主，而肿瘤性疾病少见，造成

了儿童磁控胶囊胃镜的适应证也与成人不同。Qian等［5］对

·综述·

DOI：10.3760/cma.j.cn321463-20240530-00517
收稿日期   2024-05-30   本文编辑   朱悦

引用本文：杨洪彬, 骆娜妮, 邵佩, 等 . 磁控胶囊胃镜在儿童消化系统疾病中的应用进展[J]. 中华消化内镜

杂志, 2025, 42(4): 330-332. DOI: 10.3760/cma.j.cn321463-20240530-00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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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例儿童行磁控胶囊胃镜检查，主要的指征包括：腹痛

（41.7%）、消化道出血（25.9%）、炎症性肠病（9.4%）、腹泻

（3.5%）及其他胃肠道不适（消化不良、腹胀、便秘）（18.9%）

等。同时 Gu 等［6］对 129例儿童进行磁控胶囊胃镜检查，除

了 97例消化道症状的患儿：腹痛或腹胀（57.4%）、恶心呕吐

（5.4%）、生长迟缓（4.7%）、便血（3.1%）、口臭（3.1%）、慢性

腹泻（1.6%）等，还包括了 32 例无消化道症状的患儿：幽门

螺杆菌感染（22.5%）、口唇黑斑（1.6%）、家族性息肉病

（0.8%）。

综上，推荐儿童的磁控胶囊胃镜检查适应证为拟行上

消化道内镜检查的儿童，包括：（1）不明原因腹痛（上腹痛或

脐周痛）；（2）不明原因消化道出血；（3）不明原因呕吐；

（4）确诊或拟诊炎症性肠病（诊断及随访）；（5）幽门螺杆菌

感染；（6）不明原因腹泻或蛋白丢失性胃肠病；（7）家族性多

发性息肉病（诊断及随访）；（8）不明原因贫血；（9）功能性胃

肠病（排除器质性疾病）。其中以不愿接受或不能耐受传统

胃镜（包括无痛胃镜），或需要同时行上消化道及小肠镜检

查的患儿为最佳选择。

三、磁控胶囊胃镜禁忌证

儿童磁控胶囊胃镜的禁忌证与成人基本一致，包括：

（1）没有手术条件或拒绝接受任何腹部手术者（包括内镜手

术）；（2）体内装有心脏起搏器、电子耳蜗、药物灌注泵、神经

刺激器等电子装置与磁性金属物，但除外磁共振成像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MRI）兼容性产品；（3）已知或

怀疑胃肠道梗阻、狭窄、憩室及瘘管；（4）吞咽功能障碍、胃

肠运动障碍；（5）有改变胃肠道结构的腹部手术史［4⁃6］。在

胶囊内镜未排出前，不能行MRI检查；如果有需要做MRI检
查的儿童，应该在行磁控胶囊胃镜前完成MRI检查。

四、磁控胶囊胃镜有效性

1.对胃部及十二指肠疾病的诊断：目前有研究报道，磁

控胶囊胃镜在儿童可以获得较高的胃完全可视化率，贲门

96.9%、胃底 98.4%、胃体 99.2%、胃角 97.7%、胃窦 99.2%、幽

门 100%，这与接受磁控胶囊胃镜检查的成人结果相当［6］。

与传统胃镜相比，研究也发现儿童食管病变检出率在磁控

胶囊胃镜组为 1.3%（1/79），在传统胃镜组为 1.3%（1/78），组

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999）；胃部病变检出率在磁控胶

囊胃镜组为 87.3%（69/79），在传统胃镜组为 91.0%（71/78），

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327）；十二指肠病变检出率在

磁控胶囊胃镜组为 15.2%（12/79），在传统胃镜组为 19.2%
（15/78），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533）［7］。综上，磁控

胶囊胃镜对于儿童胃部及十二指肠疾病的检出率与传统胃

镜无明显差异，是一种可用于儿童的有效的胃部及十二指

肠疾病新的检查手段。

根据国内外研究报道［5⁃12］，目前磁控胶囊胃镜发现儿童

胃内及十二指肠病变仍以炎症性疾病为主，包括浅表性胃

炎、结节性胃炎、糜烂性胃炎、胆汁反流性胃炎、胃溃疡、胃

息肉、异位胰腺、十二指肠炎及十二指肠溃疡等。

2.对小肠疾病的诊断：如果提前进行了肠道准备，磁控

胶囊胃镜在完成了对胃的全面观察后，还有足够的电量在

肠道自然蠕动的推动下对小肠黏膜进行无痛、无创的检

查［13⁃14］。Qian 等［5］研究发现磁控胶囊胃镜对儿童小肠疾病

诊断的敏感度显著高于 CT 小肠造影或磁共振小肠造影

（96.0%比 52.0%，P=0.001）；磁控胶囊胃镜对儿童炎症性肠

病患者的小肠病变有较高的诊断率，与普通小肠胶囊内镜

对小肠病变的诊断率相当（87.5%比 86%）。对于病变位于

上消化道、小肠或局限于回肠远端的儿童，可以使用磁控胶

囊胃镜同时完成胃及小肠的检查［9⁃11］。

根据国内外研究报道［5⁃12］，目前磁控胶囊胃镜发现儿童

小肠病变也以炎症性病变为主，包括克罗恩病、过敏性紫

癜、小肠息肉、淋巴管扩张、血管畸形、乳糜泻及蓝色橡皮疱

痣综合征等。

五、磁控胶囊胃镜安全性

目前国内两个单中心回顾性研究显示，5~18 岁共计

347例儿童在磁控胶囊胃镜检查及随访期间均无严重并发

症和不良事件发生，所有受试者均在检查后 2 周内自行排

出胶囊［6，12］。2021 年《中国磁控胶囊胃镜临床应用指南，

2021，上海》也指出：在排除检查禁忌证后，磁控胶囊胃镜可

安全应用于儿童［4，15］。

六、磁控胶囊胃镜并发症

胶囊滞留是磁控胶囊胃镜检查最常见的并发症之一。

据研究报道，磁控胶囊胃镜在普通成人中 2 周内的滞留发

生率为 0.2%［16］，而在儿童磁控胶囊胃镜使用的报道中，目

前尚未发现胶囊滞留者［5⁃12］。新生儿的小肠直径10~15 mm，

结肠直径 10~17 mm，从解剖角度，磁控胶囊胃镜可以安全

通过儿童肠道并排出。同小肠胶囊内镜一样，磁控胶囊胃

镜滞留的原因更趋向于原发病而非年龄因素［17］，检查前要

充分评估是否有小肠梗阻或狭窄，特别是针对诊断或疑诊

炎症性肠病的患者，必要时完善CT小肠造影或磁共振小肠

造影排除小肠狭窄后再行磁控胶囊胃镜检查［18］，可有效减

少胶囊滞留率。一旦出现胶囊滞留，应首先采用药物治疗

原发病或内镜下取出，只有出现肠梗阻或肠穿孔时才考虑

手术治疗［18］。

七、磁控胶囊胃镜检查前准备工作

1.吞咽准备：学龄期前后的儿童均可顺利吞入，目前研

究报道，儿童磁控胶囊胃镜成功吞服率在 98.4%以上［6］，自

行吞入最小年龄报道为 5岁。为提高小年龄阶段儿童成功

吞服率，可提前进行软糖吞服训练。同时，吞服前的科普宣

教、吞服时的鼓励，可减少恐惧、增强信心，从而提高成功吞

服率。

2.胃腔准备：良好的胃腔准备依赖于规范的检查前饮

食准备，检查前 1 d需向患者及监护人讲解控制饮食的重要

性［19］。检查前 1 d晚餐进食流食，禁服有色饮料及药品。检

查前 1 d 20点以后禁食，晨起饮清水 1杯，检查前 40 min服

用去泡剂（西甲硅油或者二甲硅油），检查前 15 min反复翻

身活动，检查前 10 min 饮温水（300~1 000 mL）直至饱胀

感［7，10，12］。但小年龄阶段儿童对于一次性饮水量往往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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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除耐心宣教外，可吞入胶囊后根据胃充盈程度再适当

增加饮水量。而胃排空延迟的患儿，按标准禁食时间会发

现胃内有食糜潴留，需术前 1 d严格流食，延长术前 1 d禁食

时间或术中改变体位等方法改进。

3.肠道准备：磁控胶囊胃镜检查同时要完成胃和小肠

的儿童，除胃腔准备外，还要提前进行肠道准备。前 2 d进

行低残留饮食，检查前 4 h服用 25 mL/kg聚乙二醇电解质清

肠［20］。而对于便秘的儿童可在术前 1 d 晚上 8 点加服 1 次

25 mL/kg聚乙二醇电解质提高肠道准备合格率。如果聚乙

二醇电解质可接受度较低，可考虑使用乳果糖。

八、磁控胶囊胃镜局限及展望

磁控胶囊胃镜因不插管、不麻醉、无交叉感染及胃小肠

同查等优点，受到儿童患者及监护人的青睐，逐渐在儿童消

化系统疾病的诊治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但因儿童患者吞

咽胶囊困难，磁控胶囊胃镜在部分儿童，特别是低龄儿童中

应用受限。同时相对于成人，儿童磁控胶囊胃镜的运用仍

存在胃肠道准备困难大、费用相对普通胃镜高等困难。如

何提高儿童胶囊吞服成功率、提高胃肠道准备合格率、提高

疾病诊断率等有待进一步研究。

我们期待未来磁控胶囊胃镜能研发出专门针对儿童的

体积更小、续航时间更长、图像清晰度更高、能活检、可注水

注气、小肠智能遥控的胶囊内镜，让磁控胶囊胃镜在儿童的

运用更加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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