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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评价胃食管结合部（ＥＧＪ）息肉样隆起性病变行内镜黏膜下剥离术（ＥＳＤ）治疗的

疗效与安全性。 方法　 对 １１１ 例（１１４ 处病变）ＥＳＤ 治疗的 ＥＧＪ 息肉样隆起性病变病例进行回顾性分

析，主要观察指标包括 ＥＳＤ 切除率、手术时间、并发症和复发情况。 结果　 病变大小 １ ０～ ６ ０ ｃｍ，平
均（２ ４７±０ ８０）ｃｍ。 表面光滑 ３０ 处，充血糜烂 ５９ 处，结节样粗糙 １１ 处，分叶状 ３ 处，绒毛状 ８ 处，浅
溃疡 １ 处，局部凹陷 ２ 处；术后病理提示上皮内瘤变 １９ 处、腺癌 ２ 处，瘤变及癌变率为 １８ ４２％
（２１ ／ １１４）。 ＥＳＤ 治疗整块切除率为 １００ ０％（１１４ ／ １１４），完整切除率为 ９９ １％（１１３ ／ １１４），完整治愈切

除率为 ９７ ４％（１１１ ／ １１４）。 操作时间 １７ ０ ～ ６０ ０ ｍｉｎ，平均为（３２ ４５±７ ３２）ｍｉｎ。 ３ 例发生术后迟发

性出血、１ 例发生术中穿孔，均在内镜下治疗成功。 术后 ２ 例追加手术治疗。 随访 ９６ 例，平均随访

２８ ８ 个月，有 １ 例（１ ０４％，１ ／ ９６）复发。 结论　 ＥＧＪ 息肉样隆起性病变的上皮内瘤变及癌变发生率较

高，采用 ＥＳＤ 治疗整块切除病变，完整治愈切除率高、并发症少、复发率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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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胃食管结合部（ｅｓｏｐｈａｇｏｇａｓｔｒｉｃ ｊｕｎｃｔｉｏｎ，ＥＧＪ）腺
癌发病率逐年增加，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可以明

显改善患者预后。 ＥＧＪ 增生性息肉有一定癌变风

险，对 ＥＧＪ 息肉样病变及早采取治疗措施，是预防

癌变的有效方法［１⁃３］。 近年来，随着对 ＥＧＪ 病变认

识水平的提高，内镜医师对该部位病变的处理也愈

来愈重视。 既往对 ＥＧＪ 黏膜早期病变包括息肉样

病变，大多采用内镜黏膜切除术（ＥＭＲ），而采用内

镜黏膜下剥离术（ ＥＳＤ） 治疗的报道不多，且尚无

ＥＧＪ 部位息肉样病变具体癌变率的相关报道。 我们

对 １１４ 处 ＥＧＪ 息肉样隆起性病变，采用 ＥＳＤ 的方法

进行治疗，取得了较好的疗效，现对治疗相关的内

镜及临床病理学资料分析总结如下。

图 １　 胃食管结合部（ＥＧＪ）息肉样隆起性病变的内镜黏膜下剥离术治疗　 １Ａ：胃镜检查示 ＥＧＪ 后壁 １ ０ ｃｍ 扁平息肉样隆起，表面充血糜

烂；１Ｂ：病变边缘外 ３～５ ｍｍ 行 ＡＰＣ 标记切除范围；１Ｃ：术后创面；１Ｄ：切除标本固定

资料与方法

一、病例资料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复旦大学附属中

山医院内镜中心经 ＥＳＤ 治疗的 ＥＧＪ 息肉样隆起性

病例 １１１ 例（１１４ 处病变），男 ７４ 例、女 ３７ 例，年龄

１９～７７ 岁，平均（４９ ５５±１５ ０１）岁。 所有患者于术

前签署知情同意书，告知可能获得的益处和风险

（包括可能的并发症和相应处理的措施）。 对于术

前因其他疾病需要长期口服抗凝药物或者抗血小

板药物的患者，即使凝血功能在正常范围，术前也

均嘱停服该类药物至少 ５～７ ｄ，术后停服 １ 周。
二、治疗方法

１．器械：采用 Ｏｌｙｍｐｕｓ ＧＩＦ⁃Ｈ２６０Ｊ 单钳道电子

胃镜， ＫＤ⁃６１１Ｌ ＩＴ 刀，ＫＤ⁃６２０ＬＲ ＨＯＯＫ 刀，海博刀，
ＮＭ⁃４Ｌ⁃１ 注 射 针， ＦＤ⁃４１０ＬＲ 热 电 凝 钳， ＥＲＢＥ
ＩＣＣ⁃２００高频电切装置和 ＡＰＣ３００ 氩离子凝固器。

治疗过程中内镜头端附加 Ｄ⁃２０１⁃１１３０４ 透明帽。
２．ＥＳＤ 治疗：所有患者在气管插管下，由经验丰

富的内镜医生行手术治疗。 内镜前端安置透明帽，
局部喷洒靛胭脂进行染色，或在 ＮＢＩ 下确定病变的

部位、形态以及范围。 在病变边缘外 ３ ～ ５ ｍｍ 处

ＡＰＣ 标记切除范围。 标记后多点黏膜下注射肾上

腺素、靛胭脂混合溶液，使病灶充分抬举，应用

ＨＯＯＫ 刀或者海博刀于标记点外侧 ３～５ ｍｍ 环形切

开黏膜，暴露黏膜下层后，在直视下采用 ＨＯＯＫ 刀、
ＩＴ 刀或海博刀剥离黏膜下层，将病变完整剥离，剥
离过程中可反复行黏膜下注射。 对操作中细小血

管出血可使用切开刀止血，较粗的血管出血采用热

电凝钳电凝止血。 若出现穿孔，发生严重气腹时，
可以用腹腔穿刺针于右下腹穿刺，持续排气，减轻

腹压。 手术结束前，在直视下应用金属夹尽可能将

穿孔完整封闭。 所有病例完整、大块剥离，完整剥

离病变后，创面用止血钳烧灼表面裸露血管。 操作

过程如图 １。
３．标本处理：将完整切除的病变以大头针固定

于平面泡沫板上，测量大小后以福尔马林液固定送

病理检查。 对送检标本建议采用连续切片的全瘤

病理组织学分析。 整块切除：指病变在内镜下整块

切除，获得单块标本。 完整切除：指整块切除的病

变，标本病理诊断外侧缘、基底无病变累及。 完整

治愈切除：指整块切除的病变，病理诊断外侧缘、基
底无病变累及且基本无淋巴结转移可能，包括增生

性息肉、腺瘤、高度异型增生、原位癌及黏膜内癌，
而黏膜下癌、低分化或有脉管瘤栓的黏膜内癌仍有

转移可能，不纳入治愈切除标准。
４．术后处理及随访：术后常规禁食补液，使用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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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素和 ＰＰＩ，观察有无腹痛、腹胀和便血，随访胸腹

部体征。 必要时摄胸腹部 Ｘ 线平片，了解有无气胸

以及腹腔有无游离气体。 术后第 １ 天禁食，第 ２ 天

如无出血、腹痛和胸闷，进流质，第 ３ 天进软食、冷
食。 整块切除后标本病理显示切缘阳性或者病理

提示病灶已经侵犯黏膜下层者，建议追加外科手术

治疗。 术后 ３～６ 个月复查 １ 次胃镜，之后根据具体

的病理情况决定随访时间。 良性病变可以 １ ～ ２ 年

复查 １ 次，肿瘤性病变可以 ６ ～ １２ 个月复查 １ 次。
对怀疑复发的病变行靛胭脂染色放大内镜检查，并
行病理活检。 以下情况考虑复发：（１）从原 ＥＳＤ 疤

痕处生长的息肉样增生病变；（２）接近原 ＥＳＤ 疤痕

１～ ２ ｍｍ 内的息肉样增生病变并且周围黏膜有

纠集。
三、统计学分析

使用 ＳＰＳＳ １９ ０ 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
量资料 ２ 组间比较采用 ｔ 检验，Ｐ＜０ ０５ 为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结　 　 果

一、患者特征

男 ７６ 例次， 年龄 ２１ ～ ７７ 岁， 平均 （ ４６ ８６ ±
１５ ５５）岁；女 ３８ 例次，年龄 １９～７６ 岁，平均（５３ ６６±
１５ ７２）岁。 男性组平均年龄明显小于女性组（Ｐ ＝
０ ０２７），且男性组 ３１ ～ ６０ 岁所占比例高 ［ ７２ ４％
（５５ ／ ７６）］，而女性组年龄分布不集中（表 １）。

表 １　 胃食管结合部息肉样隆起性病变患者按性别及年龄

段分类后的统计结果（例）

年龄段 男性组（ｎ＝ ７６） 女性组（ｎ＝ ３８）

１９～３０ 岁 ９ ３

３１～４０ 岁 １８ ５

４１～５０ 岁 １１ ７

５１～６０ 岁 ２６ ９

６１～７０ 岁 ７ ８

７１～８０ 岁 ５ ６

二、内镜及病理特征

１１１ 例患者中，有 ３ 例为多发病变（均为 ２ 处），
其余 病 例 均 为 单 发。 其 中 合 并 食 管 炎 ５９ 例

（５３ １５％，５９ ／ １１１），均为轻中度反流性食管炎。
１．病变大小：病变范围大小包括息肉样隆起以

及与之相连续的黏膜条形或片状融合糜烂，本组病

变大小为 １ ０～ ６ ０ ｃｍ，平均（２ ４７±０ ８０） ｃｍ，为无

蒂或 广 基 息 肉 样 隆 起。 息 肉 表 面 光 滑 ３０ 处

（２６ ３２％），充血糜烂 ５９ 处（５１ ７５％），结节样粗糙

１１ 处（９ ６５％），表面绒毛状 ８ 处（７ ０１％），分叶状 ３
处（２ ６３％），表面浅溃疡 １ 处（０ ８７％），有局部凹陷

２ 处（１ ７５％）。
２． 病 理 组 织 学 结 果： 增 生 性 息 肉 ４２ 处

（３６ ８４％），炎症伴部分腺体增生 ４０ 处（３５ ０９％），
胃底腺息肉 ２ 处（１ ７６％），炎症伴鳞状上皮乳头状

增生 ７ 处（６ １４％），炎性纤维性息肉 １ 处（０ ８９％），
食管梭形细胞瘤 １ 处（０ ８９％），腺癌 ２ 处（１ ７５％，
均累及黏膜下层），上皮内瘤变 １９ 处（１６ ６７％）。
１９ 处上皮内瘤变中，低级别 ８ 处（７ ０２％）、高级别

１１ 处（９ ６５％），１１ 处高级别上皮内瘤变中有 ８ 处灶

区癌变（均为腺癌）；１９ 处上皮内瘤变病例中，有 １２
处合并反流性食管炎。

三、ＥＳＤ 手术评价

１．完成情况：１１４ 处病变均于内镜下剥离成功，
操作时间（自黏膜下注射至完整剥离病变）为１７ ０～
６０ ０ ｍｉｎ，平均（３２ ４５±７ ３２） ｍｉｎ。 整块切除率为

１００ ０％ （ １１４ ／ １１４ ）； 完 整 切 除 率 为 ９９ １％
（１１３ ／ １１４），有 １ 处病变基底切缘阳性；完整治愈切

除率为 ９７ ４％（１１１ ／ １１４），３ 处非完整治愈切除包括

有 ２ 处黏膜下癌和 １ 处低分化黏膜内癌。
２．并发症发生情况：操作过程中均有少量出血，

出血量最大约 ８００ ｍＬ，均经电凝成功止血，未出现

无法控制的创面出血，均不需接受输血治疗。 ３ 例

发生术后迟发性出血，２ 例发生在术后 ２ ｄ，１ 例发生

在术后 １ 周，均在内镜下止血成功治疗，无一例次需

手术治疗。 穿孔 １ 例，为术中穿孔，术中出现明显气

腹，并见腹膜外脂肪。
３．随访结果：除 ２ 例术后追加外科手术外，其余

１０９ 例患者均纳入随访。 失访 １３ 例，实际随访 ９６
例，随访期 ６ ～ ５２ 个月，平均 ２８ ８ 个月。 有 １ 例

（１ ０４％，１ ／ ９６）在术后第 ６ 个月复查发现复发，再予

内镜下切除，随访 １８ 个月未见复发。

讨　 　 论

ＥＧＪ 是连接食管下段和胃底的一段区域，管腔

狭小，容易受反流胃酸的刺激，是胃癌高发部位，胃
镜检查时需认真观察，早发现 ＥＧＪ 病变，早期治疗。
胃镜检查中 ＥＧＪ 息肉样病变比较多见，目前一致认

为息肉有癌变可能，是一种癌前疾病，临床上一旦

发现，建议及早内镜下治疗［４］。 对于 ＥＧＪ 较小的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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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样病变（直径小于 １ ｃｍ），可以考虑 ＥＭＲ 切除［５］，
较大病变 ＥＭＲ 难以一次性完整切除，切除病变往往

不彻底，有时病变有残留，病变局部容易复发［６］，有
一定的局限性和不完整性。 ＥＳＤ 是在内镜下一次

性地将病灶大块、完整地从固有肌层表面剥离，主
要治疗消化道早期癌。 对于疑似早期癌的病灶通

过 ＥＳＤ 完整剥离、大块活检，以取得完整的病理学

诊断资料，从而明确病变的性质、浸润深度、分化程

度、是否存在淋巴和血管浸润、预测是否存在淋巴

结转移等高危因素，有助于临床选择正确的后续治

疗方案，免除不必要的手术治疗。 本研究中对 ＥＧＪ
息肉样隆起以及与之相连续的黏膜条形或片状融

合糜烂范围≥１ ０ ｃｍ 的病灶行 ＥＳＤ 治疗，均能一次

性完整剥离、彻底切除病灶，将完整切除的标本送

病理组织学检验，提高诊断的准确性、可靠性。
病理组织学上 ＥＧＪ 息肉有多种不同类型，如鳞

状上皮乳头状瘤、平滑肌瘤、Ｂａｒｒｅｔｔ 食管相关的息肉

状异型增生、息肉状癌、胃底腺息肉、增生性息肉

等［７］，其中增生性息肉最多见。 国内研究报道 １３４
例贲门息肉样隆起，有 １２３ 例病理结果为增生性息

肉，比例达 ９１ ８％，组织来源包括鳞状上皮、柱状上

皮及混合鳞柱状上皮［８］。 本研究中发现增生性息

肉 ４２ 处（３６ ８４％），来源主要是鳞状上皮及腺上皮，
炎症伴部分腺体增生 ４０ 处（３５ ０９％）。 增生性息肉

通常被认为是一种良性病变，但越来越多研究表明

其具有癌变潜能，癌变过程表现为增生性息肉⁃上皮

内瘤变⁃局部癌变，上皮内瘤变分为低级别和高级

别。 本研究中发现腺癌 ２ 处（１ ７５％），低级别上皮

内瘤变 ８ 处 （ ７ ０２％），高级别上皮内瘤变 １１ 处

（９ ６５％），高级别上皮内瘤变中 ８ 处（７ ０２％）灶区

癌变，均为腺癌。 瘤变病例中男 １４ 例、女 ５ 例，内镜

下息肉大小不等，１ ０ ～ ６ ０ ｃｍ，其表面形态为充血

糜烂 ９ 处（４７ ３７％）、结节样粗糙 ３ 处（１５ ７９％）、表
面有分叶 ２ 处（１０ ５３％）、绒毛状 ２ 处（１０ ５３％）、凹
陷 ２ 处（１０ ５３％），合并食管炎 １２ 处（占上皮内瘤变

病例的 ６３ １６％），分析其发生可能与长期胃酸反流

有关。 有报道胃增生性息肉伴上皮内瘤变的发生

率为 １％ ～ ２０％［９⁃１１］，局部癌变的发生率为 ０ ３％ ～
７ １％［９，１２⁃１４］。 本研究中通过 ＥＳＤ 治疗发现 ＥＧＪ 息

肉样隆起性病变上皮内瘤变发生率为 １６ ６７％，局
部癌变发生率为 ７ ０２％，发生率均较高，主要是我

们所取病理标本均通过 ＥＳＤ 大块活检获取，病理医

生可以对切除标本形态、切缘及基底缘全面评价，

提高早期癌的发现率。 而朱海珍等［１５］ 分析２ １７８例
胃息肉的临床病理特征，发现贲门息肉癌变率为

２ ５％，分析原因可能是其通过内镜活检或 ＥＭＲ 获

取病理标本，所取活检位置或标本不全所致。
本研究中，男性患者 ＥＧＪ 息肉样病变主要发生

在 ３１～６０ 岁年龄阶段。 息肉多为单发，表面以光滑

或充血糜烂为主，合并食管炎 ５９ 例（５３ １５％）。 目

前 ＥＧＪ 发病机制尚不明确，可能与胃酸反流、幽门

螺杆菌感染、吸烟等因素有关。 有研究表明异型增

生的增生性息肉可能与长期服用 ＰＰＩ 类药物所致的

高胃泌素血症有关［１６］。 所以 ＰＰＩ 的使用要求规范

用药，避免长期用药。 Ｌｏｎｇ 等［７］ 研究 ４６ 例 ＥＧＪ 增

生性息肉患者，９％合并 Ｂａｒｒｅｔｔ 食管，而本研究中未

发现合并 Ｂａｒｒｅｔｔ 食管病例，可能与本研究中样本量

有限、饮食差别等因素有关。
ＥＧＪ 位于食管下端和喇叭形的胃近端，管腔狭

小，易痉挛，影响胃镜观察，所以胃镜检查时应仔细

观察 ＥＧＪ 病变。 对于发现的息肉样隆起病变的治

疗及监测，目前并无规范共识，原则上必须切除。
一方面，ＥＧＪ 部息肉样隆起性病变瘤变率高，本研究

中达 １６ ６７％；另一方面，大部分病变（５３ １５％）口

侧的食管黏膜有糜烂、融合，合并反流性食管炎，抑
酸治疗可能有效［１７］，但慢性化学性炎性刺激导致黏

膜过度增生形成的隆起性病变，不切除很难治愈。
所以，对于病变大于 １ ０ ｃｍ，且伴有条形黏膜糜烂

的食管炎，特别是局部表面糜烂粗糙、分叶状或绒

毛状的息肉样隆起，建议采用 ＥＳＤ 进行切除，因这

些形态特点可能与瘤变率存在一定相关性，但由于

本研究中病例数量较少，仍需进一步总结分析。
总之，ＥＧＪ 胃镜检查时不容忽视，对在这部位发

现的息肉样隆起性病变，ＥＳＤ 是有效的治疗方法，
既可彻底切除病变，又可大块活检，提高早期癌的

发现率，而且通过切除标本可评价浸润深度、分化

程度、是否存在淋巴和血管浸润，有助于临床选择

正确的后续治疗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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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 ］ 　 Ｌｏｎｇ ＫＢ， Ｏｄｚｅ ＲＤ． Ｇａｓｔｒｏｅｓｏｐｈａｇｅａｌ ｊｕｎｃｔｉｏｎ ｈｙｐｅｒｐｌａｓｔｉｃ （ ｉｎ⁃
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 ｐｏｌｙｐｓ： ａ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ｃ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４６ ｃａｓｅｓ
［Ｊ］ ． Ａｍ Ｊ Ｓｕｒｇ Ｐａｔｈｏｌ， ２０１１， ３５ （ ７ ）： １０３８⁃１０４４． ＤＯＩ：
１０ １０９７ ／ ＰＡＳ．０ｂ０１３ｅ３１８２１８９４２５．

［ ８ ］ 　 孙成都， 范开春， 郭明洲， 等． １３４ 例贲门息肉患者内镜及病

理特征研究［Ｊ］ ．胃肠病学和肝病学杂志，２０１４，２３（６）：７０１⁃
７０３． ＤＯＩ： １０ ３９６９ ／ 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６⁃５７０９ ２０１４ ０６ ０３２．

［ ９ ］ 　 Ｌａｉ Ｍ． Ｐｒｅｎｅｏｐｌａｓｔｉｃ ａｎｄ ｐｒｅｉｎｖａｓｉｖｅ ｌｅ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ｓｏｐｈａｇｕｓ ａｎｄ
ｓｔｏｍａｃｈ［Ｊ］ ． 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ｅ， ２０１１，３２ Ｓｕｐｐｌ ２：１⁃２， １９５⁃１９６． ＤＯＩ：
１０ １００７ ／ ｓ００２９２⁃０１１⁃１５１１⁃６．

［１０］ 　 Ｇｉｎｓｂｅｒｇ ＧＧ， Ａｌ⁃Ｋａｗａｓ ＦＨ， Ｆｌｅｉｓｃｈｅｒ ＤＥ， ｅｔ ａｌ． Ｇａｓｔｒｉｃ
ｐｏｌｙｐ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ｏｆ ｓｉｚｅ ａｎｄ ｈｉｓｔｏｌｏｇｙ ｔｏ ｃａｎｃｅｒ ｒｉｓｋ［Ｊ］ ． Ａｍ Ｊ
Ｇａｓｔｒｏｅｎｔｅｒｏｌ， １９９６，９１（４）：７１４⁃７１７．

［１１］ 　 Ｋｏｎｏ Ｔ， Ｉｍａｉ Ｙ， Ｉｃｈｉｈａｒａ Ｔ， ｅｔ ａｌ． Ａｄｅｎｏ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 ａｒｉｓｉｎｇ ｉｎ
ｇａｓｔｒｉｃ ｉｎｖｅｒｔｅｄ ｈｙｐｅｒｐｌａｓｔｉｃ ｐｏｌｙｐ： ａ ｃａｓｅ ｒｅｐｏｒｔ ａｎｄ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Ｊ］ ． Ｐａｔｈｏｌ Ｒｅｓ Ｐｒａｃｔ， ２００７，２０３（１）：５３⁃５６． ＤＯＩ：
１０ １０１６ ／ ｊ．ｐｒｐ．２００６ ０８ ０１０．

［１２］ 　 Ｊａｉｎ Ｒ， Ｃｈｅｔｔｙ Ｒ． Ｇａｓｔｒｉｃ ｈｙｐｅｒｐｌａｓｔｉｃ ｐｏｌｙｐｓ： ａ ｒｅｖｉｅｗ［Ｊ］ ． Ｄｉｇ
Ｄｉｓ Ｓｃｉ， ２００９，５４（９）：１８３９⁃１８４６． ＤＯＩ： １０ １００７ ／ ｓ１０６２０⁃００８⁃
０５７２⁃８．

［１３］ 　 Ｍｕｒａｋａｍｉ Ｋ， Ｍｉｔｏｍｉ Ｈ， Ｙａｍａｓｈｉｔａ Ｋ， ｅｔ ａｌ． ｐ５３， ｂｕｔ ｎｏｔ ｃ⁃Ｋｉ⁃
ｒａｓ， ｍｕ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ｏｗｎ⁃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２１ＷＡＦ１ ／ ＣＩＰ１ ａｎｄ ｃｙｃｌｉｎ
Ｄ１ ａｒ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ｍａｌｉｇｎａｎｔ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ｇａｓｔｒｉｃ ｈｙｐｅｒ⁃
ｐｌａｓｔｉｃ ｐｏｌｙｐｓ［Ｊ］ ． Ａｍ Ｊ Ｃｌｉｎ Ｐａｔｈｏｌ， ２００１，１１５（２）：２２４⁃２３４．
ＤＯＩ： １０ １３０９ ／ ＶＬＦ５⁃ＵＣＮＨ⁃ＸＱＭ２⁃Ｘ４１０．

［１４］ 　 Ｈａｎ ＡＲ， Ｓｕｎｇ ＣＯ， Ｋｉｍ ＫＭ，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ｃｌｉｎｉｃｏ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ｅａ⁃
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ｇａｓｔｒｉｃ ｈｙｐｅｒｐｌａｓｔｉｃ ｐｏｌｙｐｓ ｗｉｔｈ ｎｅｏｐｌａｓｔｉｃ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
ａ 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ｄｉｃ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ｉｃ ｐｏｌｙｐｅｃｔｏｍｙ ［ Ｊ］． Ｇｕｔ
Ｌｉｖｅｒ， ２００９，３（４）：２７１⁃２７５． ＤＯＩ： １０ ５００９ ／ ｇｎｌ．２００９ ３ ４ ２７１．

［１５］ 　 朱海珍， 陈志芬． ２１７８ 例胃息肉的临床病理特征［ Ｊ］ ．武汉大

学学报（医学版），２０１６，３７（１）：１４５⁃１４８． ＤＯＩ： １０ １４１８８ ／ ｊ．
１６７１⁃８８５２ ２０１６ ０１ ０３３．

［１６］ 　 Ｈｏｎｇｏ Ｍ， Ｆｕｊｉｍｏｔｏ Ｋ．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ｒｉｓｋ ｆａｃｔｏｒ ｏｆ ｆｕｎｄｉｃ ｇｌａｎｄ
ｐｏｌｙｐ ａｎｄ ｈｙｐｅｒｐｌａｓｔｉｃ ｐｏｌｙｐ ｉｎ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ｐｒｏｔｏｎ ｐｕｍｐ 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
ｔｈｅｒａｐｙ： ａ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ｙ ｉｎ Ｊａｐａｎ［Ｊ］ ． Ｊ Ｇａｓｔｒｏｅｎｔｅｒｏｌ， ２０１０，
４５（６）：６１８⁃６２４． ＤＯＩ： １０ １００７ ／ ｓ００５３５⁃０１０⁃０２０７⁃７．

［１７］ 　 Ｈｉｒａｓａｋｉ Ｓ， Ｋｏｉｄｅ Ｎ， Ｓｕｚｕｋｉ Ｓ， ｅｔ ａｌ．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ｎ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
ｔｏｒｙ ｅｓｏｐｈａｇｏｇａｓｔｒｉｃ ｐｏｌｙｐ ［ Ｊ］ ． Ｉｎｔｅｒｎ Ｍｅｄ， ２０１１， ５０ （ １８ ）：
２０４７⁃２０４８．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１０⁃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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