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6月

Volume 38      Number 6
June 2021

第38卷 第6期

第
六
期

第
三
十
八
卷

二
〇
二
一
年
六
月

ISSN 1007-5232　　CN 32-1463/R　　邮发代号：28-105　　国内定价：25.00 元

2021年6月

Volume 38      Number 6
June 2021

第38卷 第6期

第
六
期

第
三
十
八
卷

二
〇
二
一
年
六
月



广告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ＤＩＧＥＳＴＩＶＥ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Ｙ
月刊　 　 　 １９９６ 年 ８ 月改刊　 　 第 ３８ 卷　 第 ６ 期　 ２０２１ 年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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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消化内镜诊疗中心安全运行指南（２０２１） ４２１………………………

国家消化内镜专业质控中心　 中国医师协会内镜医师分会

中华医学会消化内镜学分会

　 专家论坛

《中国消化内镜诊疗中心安全运行指南（２０２１）》解读 ４２６……………

王洛伟

　 论　 　 著

胃内镜黏膜下剥离术术中出血的危险因素分析 ４２８……………………

王强　 吴晰　 蒋青伟　 郭涛　 冯云路　 伍东升　 张晟瑜　 杨爱明

无锡市大规模社区自然人群的胃癌筛查方法及结果分析 ４３４………

蔡晓刚　 纪璘　 杨成　 周彬　 王辉　 夏敏　 吴瑞　 蔡颖　 周志毅

杨树东　 刘增超　 占强

标准化早期胃癌筛查对于青海地区早期胃癌诊治的临床意义 ４４２…

逯艳艳　 马颖才　 刘芝兰　 荣光宏　 薛晓红　 丹珠永吉

溃疡性结肠炎内镜评分与临床活动度及组织学评分的

相关性研究 ４４７………………………………………………………………

陈霞飞　 孙琦　 张晓琦　 徐成虎　 邹晓平

肠内延伸型胆管支架治疗胆管狭窄的临床疗效与安全性分析 ４５４…

范雪　 王艳玲　 余盼丽　 张文辉　 郑权　 李欣　 闫秀娥　 林香春

黄永辉

内镜诊治儿童胰腺分裂伴慢性胰腺炎的长期随访研究 ４６０……………

崔光星　 张筱凤　 吕文　 杨建锋　 黄海涛　 金杭斌　 楼奇峰

年龄对成年患者丙泊酚单镇静无痛胃镜检查安全性的影响 ４６５……

邵刘佳子　 万磊　 刘邵华　 刘缚鲲　 薛富善

　 基础研究

新型可拆卸内镜吻合夹治疗胃穿孔的临床前动物实验研究

（含视频） ４７１…………………………………………………………………

张震　 林生力　 徐晓玥　 张丹枫　 徐佳昕　 王豆　 周平红



　 短篇论著

内镜下高频电刀行结肠息肉切除的有效性及安全性 ４７５……………………………………………………………

沈才飞　 赵奎　 王黎明　 伍小鱼　 江海洋　 赵雅琴　 马双　 孙晓滨

注水黏膜切开刀推进式内镜黏膜下剥离术快速切除贲门大面积早期癌及其癌前病变的应用初探 ４７９…

熊英　 韩静　 朱亚男　 陈玉杰　 侯丛然　 于占江　 高雪梅　 张金卓

内镜支架置入新技术治疗幽门良性狭窄的初步观察（含视频） ４８３………………………………………………

赵丽霞　 郑士蒙　 刘丹　 孔令建　 李德亮　 郑庆芬　 周洋洋　 Ｕｌｌａｈ Ｓａｉｆ　 杨荟玉　 刘冰熔

　 病例报道

内镜超声早期诊断直肠癌术后局部复发二例 ４８７………………………………………………………………………

黄佳亮　 吴伟　 程桂莲　 徐丽明　 徐龙江　 周春华　 唐文　 殷国建　 胡端敏

超声内镜下注射用全氟丁烷微球谐波造影辅助诊断胰腺癌二例 ４９０……………………………………………

孟莹　 赵海英　 张政　 冀明　 李鹏　 张澍田

内镜经十二指肠黏膜下隧道技术治疗浅表性十二指肠上皮内肿瘤一例（含视频） ４９４………………………

付金栋　 张菲菲　 曲卫　 任莎莎　 姚静静　 凌亭生

　 综　 　 述

十二指肠空肠套管治疗肥胖和 ２ 型糖尿病的研究进展 ４９６…………………………………………………………

陈济华　 陈鑫

Ｏｖｅｒｓｔｉｔｃｈ 在临床应用中的安全性评价 ５０１………………………………………………………………………………

刘天宇　 隗永秋　 范李侨娜　 何晓荻　 朱静怡　 李鹏

　 读者·作者·编者

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论文作者署名规范 ４４６……………………………………………………………………………

《中华消化内镜杂志》２０２１ 年可直接使用英文缩写的常用词汇 ４５３………………………………………………

《中华消化内镜杂志》对来稿中统计学处理的有关要求 ４６４…………………………………………………………

发表学术论文“五不准” ４７０…………………………………………………………………………………………………

《中华消化内镜杂志》２０２１ 年征订启事 ４８６………………………………………………………………………………

　 插页目次 ４２５………………………………………………………………………………………………………………………

　 本刊稿约见第 ３８ 卷第 １ 期第 ８２ 页
　 本期责任编辑　 顾文景　



·病例报道·

内镜超声早期诊断直肠癌术后局部复发二例

黄佳亮１ 　 吴伟１ 　 程桂莲１ 　 徐丽明１ 　 徐龙江２ 　 周春华３ 　 唐文１ 　 殷国建１ 　 胡端敏１

１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消化科 ２１５００４；２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病理科 ２１５００４；３上海

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消化科 ２０００２５
通信作者：胡端敏，Ｅｍａｉｌ：ｈｕｄｕａｎｍｉｎ＠ １６３．ｃｏｍ

　 　 【提要】 　 本文报道了 ２ 例无明显症状的直肠癌术后复发患者，２ 例患者均经内镜超声引导下细

针穿刺活检证实为局部复发，并及时接受了腹会阴根治性切除复发肿瘤手术，预后良好。 与常用的

ＣＴ、ＭＲＩ 相比，内镜超声在诊断早期直肠癌术后局部复发方面也是很有价值的随访检查手段。
【关键词】 　 直肠肿瘤；　 超声检查；　 早期诊断；　 局部复发

基金项目：苏州市临床重点病种诊疗技术专项 （ ＬＣＺＸ２０１７０７）；姑苏卫生人才培养项目

（ＧＳＷＳ２０１９０１２）；２０１９ 年度第十五批科技发展计划医疗器械与新医药（临床试验）（ＳＬＴ２０１９２７）
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 ／ ｃｍａ．ｊ．ｃｎ３２１４６３⁃２０２００７１６⁃０００９４

Ｅａｒｌｙ 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 ｏｆ ｌｏｃａｌｌｙ 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ｔ ｒｅｃｔａｌ ｃａｎｃｅｒ ｂｙ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ｉｃ ｕｌｔｒａｓｏｎｏｇｒａｐｈｙ ｉｎ ｔｗｏ ｃａｓｅｓ
Ｈｕａｎｇ Ｊｉａｌｉａｎｇ１， Ｗｕ Ｗｅｉ１， Ｃｈｅｎｇ Ｇｕｉｌｉａｎ１， Ｘｕ Ｌｉｍｉｎｇ１， Ｘｕ Ｌｏｎｇｊｉａｎｇ２， Ｚｈｏｕ Ｃｈｕｎｈｕａ３， Ｔａｎｇ Ｗｅｎ１，
Ｙｉｎ Ｇｕｏｊｉａｎ１， Ｈｕ Ｄｕａｎｍｉｎ１

１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Ｇａｓｔｒｏｅｎｔｅｒｏｌｏｇｙ，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ｄ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ｏｆ Ｓｏｏｃｈｏｗ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ｕｚｈｏｕ ２１５００４，
Ｃｈｉｎａ； ２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ｙ，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ｄ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ｏｆ Ｓｏｏｃｈｏｗ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ｕｚｈｏｕ ２１５００４，
Ｃｈｉｎａ； ３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Ｇａｓｔｒｏｅｎｔｅｒｏｌｏｇｙ， Ｒｕｉｊｉｎ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Ｊｉａｏｔｏ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２０００２５， Ｃｈｉｎａ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ａｕｔｈｏｒ： Ｈｕ Ｄｕａｎｍｉｎ， Ｅｍａｉｌ： ｈｕｄｕａｎｍｉｎ＠ １６３．ｃｏｍ

图 １　 内镜超声图像及穿刺病理　 １Ａ：肠镜白光下可见局部吻合口（黄箭头）光滑；１Ｂ：内镜超声可见直肠壁固有肌层不均匀低回声肿块（黄
箭头）；１Ｃ：病灶（短黄箭头）行内镜超声引导下细针穿刺活检，长黄箭头所指为穿刺针；１Ｄ：穿刺病理提示腺癌　 ＨＥ ×２００

　 　 例 １　 患者女，５５ 岁，因“直肠癌术后 １ 年余，肛周不适

近 １ 个月”入院。 患者 １ 年前确诊直肠癌于外院行“直肠癌

根治术（Ｄｉｘｏｎ 术）”，术后病理：溃疡型腺癌，分化Ⅱ～Ⅲ级，
癌组织浸润肠壁全层及周围脂肪组织，神经束见癌累及

（ｐＴ３Ｎ０Ｍ０⁃ⅡＡ 期）。 术后行奥沙利铂＋卡培他滨（ＸＥＬＯＸ）
方案化疗 ６ 次。 查体：直肠指检示吻合口左后方可及一质硬

肿物，活动度尚可，无压痛，直径 １ ５ ～ ２ ０ ｃｍ，指套无染血。

血清癌胚抗原（ＣＥＡ）正常。 患者外院行肠镜、盆腔 ＣＴ 检查

均提示未见吻合口有肿瘤复发、转移征象，遂来我院消化科

就诊。 入院后行内镜超声检查（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ｉｃ ｕｌｔｒａｓｏｎｏｇｒａｐｈｙ，
ＥＵＳ）可见局部吻合口光滑（图 １Ａ），环扫 ＥＵＳ 提示固有肌层

不均匀低回声肿块（图 １Ｂ），考虑局部复发，行内镜超声引导

下细 针 抽 吸 术 （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ｉｃ 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ｇｕｉｄｅｄ ｆｉｎｅ ｎｅｅｄｌｅ
ａ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ＥＵＳ⁃ＦＮＡ）（图 １Ｃ），病理提示腺癌（图 １Ｄ）。 后患

—７８４—中华消化内镜杂志 ２０２１ 年 ６ 月第 ３８ 卷第 ６ 期　 Ｃｈｉｎ Ｊ Ｄｉｇ Ｅｎｄｏｓｃ，Ｊｕｎｅ ２０２１，Ｖｏｌ． ３８，Ｎｏ．６



者行腹会阴联合直肠癌切除术＋乙状结肠永久性造口术，术
后大体病理提示：（直肠）中分化腺癌，结合病史考虑复发，
浸润深肌层，直肠、肛门切缘未见癌累及（图 ２）。

图 ２　 手术切除标本及病理　 ２Ａ：复发癌灶（黄色圈）位于原直

肠癌根治术吻合口下方，切开可见已浸润肌层，未累及黏膜层；
２Ｂ：术后病理提示中分化腺癌，结合病史考虑复发，浸润深肌层

ＨＥ　 ×１００

例 ２　 患者女，６６ 岁，３ 年前因直肠肿物行经肛内镜微

创手术（ ｔｒａｎｓａｎａｌ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ｉｃ ｍｉｃｒｏｓｕｒｇｅｒｙ， ＴＥＭ），术后病理

示绒毛状管状腺瘤，局部癌变（中分化），侵及黏膜下层，切
缘未累及。 患者拒绝追加手术，术后每 ６ ～ １２ 个月复查肠

镜、ＣＴ、ＭＲＩ。 ３ 年后复查肠镜见直肠瘢痕下方隆起 （图

３Ａ），同期 ＭＲＩ 可见黏膜下方的多囊性病灶（图 ３Ｂ），ＥＵＳ 探

查见直肠壁内不均匀低回声结节，凸向腔外（图 ３Ｃ），考虑局

部复发，遂行 ＥＵＳ⁃ＦＮＡ（图 ３Ｄ），穿刺病理见大量黏液中散

在异型细胞团，考虑肿瘤复发（图 ３Ｅ），后患者再行根治术，
术后病理提示黏液腺癌（图 ３Ｆ）。

讨论　 结直肠癌中 ７０％ ～ ８０％为直肠癌［１］ 。 外科医师

在新辅助放化疗助力下不断突破过去手术的禁区，但即便在

遵循全直肠系膜切除（ ｔｏｔａｌ ｍｅｓｏｒｅｃｔａｌ ｅｘｃｉｓｉｏｎ，ＴＭＥ）的原则

下，目前局部复发直肠癌 （ ｌｏｃａｌｌｙ 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ｔ ｒｅｃｔａｌ ｃａｎｃｅｒ，
ＬＲＲＣ）的发病率仍有 ５％ ～ １５％，６０％ ～ ８０％的 ＬＲＲＣ 发生在

术后 １ 年内，高峰期在 ６～ １２ 个月［２］ ，若未经及时治疗，其平

均生存时间仅为 ８ 个月［３］ 。 目前，直肠癌术后常见的监测方

法包括肛门指诊、血 ＣＥＡ、肠镜、ＣＴ、ＭＲＩ，甚至正电子发射计

算 机 断 层 显 像 （ ｐｏｓｉｔｒ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ｙ⁃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ｙ， ＰＥＴ⁃ＣＴ），其中肠镜对所有分期的直肠癌有不同

程度的复查要求［４⁃５］ 。 但 ＬＲＲＣ 中多数为吻合口复发，癌灶

自肠腔外（浆 ／外膜层）向内浸润吻合口，肿瘤细胞早期尚未

累及黏膜层，此时肠镜的假阴性较高。 即使肠镜下可见病

灶，但它仍无法评估病变的肠壁外浸润范围、周围脏器情况。
美国国立综合癌症网络（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ｃａｎｃｅｒ

ｎｅｔｗｏｒｋ，ＮＣＣＮ）在最新发布的直肠癌临床实践指南中建议，
直肠癌转移复发高危患者（Ⅱ～Ⅳ期直肠癌）应每年查胸、
腹、盆腔 ＣＴ，若患者有 ＣＴ 静脉造影禁忌证时可行增强 ＭＲＩ
替代，共 ５ 年［５］ 。 但 ＣＴ 难以区别纤维组织、炎症组织和肿

瘤实质之间的密度差异，在小病灶的定性上尤为局限。 ＭＲＩ
虽然能弥补 ＣＴ 的部分局限性，但 ＭＲＩ 仍有置放金属吻合器

的患者不能接受检查的劣势。 且在临床工作中，相继也有医

师发现肠镜、ＣＴ 甚至 ＭＲＩ 阴性的 ＬＲＲＣ 病例［６⁃７］ 。 为了提高

ＬＲＲＣ 的早期诊断率，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将目光转向 ＥＵＳ。
ＥＵＳ 较 ＣＴ、ＭＲＩ 的优势在于：（１）ＥＵＳ 检查时，先注水充分延

展直肠，从而规避了肠腔塌陷、肠管堆积产生的干扰，更清晰

地观察到肠壁各个层次结构及周围组织情况，判断肿瘤生长

浸润的程度。 ＬＲＲＣ 在 ＥＵＳ 上表现为吻合口处、肠壁间或肠

壁外的低或不均回声团块，因此无论是在吻合口，还是在直

肠周围组织，只要发现非均质低回声区、肠壁增厚均应疑有

局部复发。 若发现固有肌层下缘线保持完整但上缘线模糊，
甚至固有肌层内显示低回声图像并伴有表面断裂者，则要高

度怀疑复发。 探查过程中可以对怀疑部位灵活调整超声频

率，进一步提高诊断的敏感度。 （２）由于手术后局部纤维组

织增生，导致诊断 ＬＲＲＣ 的主要困难在于如何鉴别小的复发

灶与纤维瘢痕，而纤维瘢痕在 ＥＵＳ 上可表现为特异的纤维

化低回声影像，其特异性较 ＣＴ 更高，适用范围较 ＭＲＩ 更广。
（３）ＥＵＳ 操作过程中可以通过内镜钳道进行穿刺活检，获得

病理诊断。 Ｌöｈｎｅｒｔ 等［８］评估了 ＥＵＳ 及 ＦＮＡ 对无症状 ＬＲＲＣ
的诊断潜力，得出结论：ＥＵＳ 仅依据病灶回声特点来诊断

ＬＲＲＣ 的准确率为 ７９ ３％，而结合 ＦＮＡ 的诊断准确率为

１００％，且 ＦＮＡ 有助于鉴别炎症反应、肉芽肿等良性病变。
后续越来越多研究表明，ＦＮＡ 的加入将 ＬＲＲＣ 的诊断率从

６９％～８５％提高到 ９０％以上［９⁃１１］ 。
当然，ＥＵＳ 也有它特有的局限性。 （１）ＥＵＳ 目前仅适用

于术后保肛患者。 （２）若在术后不久就行 ＥＵＳ，任何低回声

的声像都有可能是盆腔血肿、脓肿或渗液，所以首次 ＥＵＳ 我

们建议选择在术后 ３ 个月，这样可避免一些假阳性结果的干

扰。 （３）ＥＵＳ 无法诊断远处转移病灶，所以它必须辅以 ＣＴ、
ＭＲＩ 来排除远处转移。 在 Ｈａｒｅｗｏｏｄ 等［１２］ 建立的决策分析

模型中，先行 ＣＴ ／ ＭＲＩ 排除远处转移，再行 ＥＵＳ 评估局部复

发被证明是最具成本效益的方案。 局部复发患者多伴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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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直肠癌经肛内镜微创手术术后 ３ 年局部复发　 ３Ａ：肠镜见直肠瘢痕处隆起；３Ｂ：盆腔磁共振见直肠前壁囊性灶（黄箭头）；３Ｃ：内镜超

声见直肠壁凸向腔外结节（黄箭头）；３Ｄ：病灶行内镜超声引导下细针穿刺活检（黄箭头分别标记病灶和穿刺针）；３Ｅ：穿刺病理示大量黏液

中散在异型细胞团，考虑肿瘤局部复发　 ＨＥ　 ×２００；３Ｆ：大体标本，黄箭头示黏液腺癌

ＣＥＡ 水平升高，因此，ＥＵＳ 可与血 ＣＥＡ 一起作为高危复发患

者的筛查工具。 （４）虽然 ＥＵＳ 这一技术客观上已充分满足

ＬＲＲＣ 早期诊断需求，但 ＥＵＳ 诊断率与操作者技术和诊断经

验密切相关。 幸运的是，Ｃａｍｒｏｄｙ 等［１３］发现单纯直肠的 ＥＵＳ
探查较胆胰系统而言相对简单，他对 ＥＵＳ 初学者进行了 ３０
个月的训练后发现，直肠相关疾病的准确率由 ５８％提高到

８７ ５％。 因此，加强操作者的技能训练和提高内镜超声的分

辨率是提高准确率的关键。
直肠癌术后局部复发一直是临床的一大难题。 长期以

来，肠镜、ＣＴ、ＭＲＩ 是结直肠癌术后随访监测的重要手段，而
ＥＵＳ 及 ＦＮＡ 早期诊断直肠癌术后复发的报道较少，价值鲜

为人知。 随着 ＥＵＳ 的推广，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 ＥＵＳ 对早

期 ＬＲＲＣ 诊断的敏感度较 ＣＴ、ＭＲＩ 更高，且费用相对较少，
局限性小，检查过程中痛苦小，患者依从性高，结合 ＦＮＡ 还

可以获得组织学诊断，媲美外科的金标准。 在 ＮＣＣＮ 最新的

直肠癌诊疗指南中，也建议 ＴＥＭ 术后患者应行 ＥＵＳ 随访

５ 年［５］ 。
综上所述，ＥＵＳ 及 ＦＮＡ 对于早期 ＬＲＲＣ 具有准确的诊

断和分期作用，是一种很有价值、值得选择的随访检查手段，
它可与 ＣＴ、ＭＲＩ 相互补充，有助于提高直肠癌患者的五年存

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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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编辑：钱程）

超声内镜下注射用全氟丁烷微球谐波造影辅助诊断

胰腺癌二例

孟莹　 赵海英　 张政　 冀明　 李鹏　 张澍田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消化内科 １０００５０
通信作者：李鹏，Ｅｍａｉｌ：ｌｉｐｅｎｇ＠ ｃｃｍｕ．ｅｄｕ．ｃｎ

　 　 【提要】 　 本文报道了北京友谊医院收治的 ２ 例胰腺病变患者，采用超声内镜下注射用全氟丁烷

微球行谐波造影增强超声内镜检查及超声内镜引导下细针穿刺术，结果 ２ 例患者均经谐波造影增强

超声内镜显示病灶增强低于周围胰腺组织，呈不均匀低增强，病变轮廓较未增强前明显清晰，胰头区

胰管截断，并经穿刺病理证实为腺癌。 检查过程中及术后，２ 例患者均未出现头痛、腹泻或过敏反应

等不适。
【关键词】 　 腔内超声检查；　 活组织检查，细针；　 胰腺肿瘤；　 谐波造影增强

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 ／ ｃｍａ．ｊ．ｃｎ３２１４６３⁃２０２００８０５⁃００６８１

Ｓｏｎａｚｏｉｄ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ｅｎｈａｎｃｅｄ ｈａｒｍｏｎｉｃ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ｉｃ ｕｌｔｒａｓｏｎｏｇｒａｐｈｙ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ｓ ｔｈ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 ｉｎ ｐａｎｃｒｅａｔｉｃ ｃａｎｃｅｒ：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ｔｗｏ ｃａｓｅｓ
Ｍｅｎｇ Ｙｉｎｇ， Ｚｈａｏ Ｈａｉｙｉｎｇ， Ｚｈａｎｇ Ｚｈｅｎｇ， Ｊｉ Ｍｉｎｇ， Ｌｉ Ｐｅｎｇ， Ｚｈａｎｇ Ｓｈｕｔｉａｎ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Ｇａｓｔｒｏｅｎｔｅｒｏｌｏｇｙ，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Ｆｒｉｅｎｄｓｈｉｐ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ｄ ｔｏ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５０， Ｃｈｉｎａ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ａｕｔｈｏｒ： Ｌｉ Ｐｅｎｇ， Ｅｍａｉｌ： ｌｉｐｅｎｇ＠ ｃｃｍｕ．ｅｄｕ．ｃｎ

　 　 例 １　 男，６２ 岁。 主因“间断上腹胀痛 １ 个月”收入院。
既往慢性支气管炎病史 ２０ 年。 曾于外院查淀粉酶明显升

高，以“急性胰腺炎”治疗后症状缓解。 入院体检：神志清，
巩膜无黄染，浅表淋巴结未触及肿大，心肺（－），腹软，无压

痛及反跳痛。 入院后血常规未见异常，生化指标基本正常，
ＣＡ１９⁃９（－），ＩｇＧ４（ －），血淀粉酶正常。 腹部增强 ＭＲＩ 示胰

腺形态饱满，胰体尾及部分胰头区在 Ｔ１ＷＩ 上弥漫性信号减

低，Ｔ２ＷＩ 信号增强，增强后可见轻度延迟强化，胰头区局部

边界清晰。 胰管未见扩张，至胰头区未见显示。 提示胰腺病

变，ＩｇＧ４ 相关性胰腺炎（？），胰头肿瘤并胰腺炎（？）。 临床诊

断为胰腺占位性病变（性质待查）。 入院后完善 ＥＵＳ，于胰

头处见回声不均匀，边界欠清，其远端胰管扩张，应用注射用

—０９４— 中华消化内镜杂志 ２０２１ 年 ６ 月第 ３８ 卷第 ６ 期　 Ｃｈｉｎ Ｊ Ｄｉｇ Ｅｎｄｏｓｃ，Ｊｕｎｅ ２０２１，Ｖｏｌ． ３８，Ｎｏ．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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