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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全链条理念　规范消化道早期癌诊治

刘揆亮 李鹏 张澍田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消化内科 国家消化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北京

市消化疾病中心 消化健康全国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050
通信作者：李鹏，Email： lipeng@ccmu.eud.cn；张澍田，Email： zhangshutian@ ccmu.eud.cn

张澍田，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

友谊医院院长，担任国家临床医学研究创新战略联盟秘书长、国家

消化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主任、消化健康全国重点实验室

主任、中华医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医师协会常务理事、中国医师协

会消化医师分会会长、世界华人消化医师协会会长、世界消化内镜

学会指导委员会委员、亚太消化内镜学会委员等职务，《中华消化

内镜杂志》总编

李鹏，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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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规范的内镜筛查和治疗是降低消化系统癌症发病率和死亡率的关键，我国的消化道早

期癌诊治亟待整体水平的提升和规范。消化道早期癌的规范诊治涵盖多个学科，涉及多个环节，需树

立全链条的理念。只有各环节密切配合，通力合作，才能保证消化道早期癌诊治全链条运转顺畅，不

断提高消化道早期癌的检出率和治愈率，降低死亡率，改善消化道癌的预后。

【关键词】　消化道肿瘤；　早期癌；　全链条

Emphasis on the whole chain concept and standardization of th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for early 
digestive cancer 
Liu Kuiliang, Li Peng, Zhang Shutian
Department of Gastroenterology, Beijing Friendship Hospital,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National Clinical 
Research Center for Digestive Diseases, Beijing Digestive Disease Center,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Digestive 
Health, Beijing 100050, China
Corresponding author: Li Peng, Email: lipeng@ccmu.edu.cn; Zhang Shutian, Email: zhangshutian@ccmu.edu.cn

我国消化道癌症发病率及死亡率较高。根据

2020 年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数据，我国的结直肠癌、胃癌、食管癌发病率

分居恶性肿瘤的第 2、3、5位［1］。食管癌发病和死亡

·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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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数分别占全球的 53.7% 和 55.3%；胃癌发病和死

亡人数分别占全球的 44.0% 和 48.6%；结直肠癌发

病和死亡人数占全球的 28.73% 和 30.59%。食管、

胃、结直肠均属空腔脏器，相应发生的肿瘤早期没

有症状，必须通过内镜筛查来发现。规范的内镜筛

查和治疗是降低消化系统癌症发病率和死亡率的

关键。

近年来，随着《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

划纲要（2006—2020年）》制定了肿瘤防治的原则：

“策略前移，重心下移，使有限的卫生资源从主要用

于中晚期患者的治疗，逐步转移到预防干预和早诊

早治方面来。工作的重点应放在癌症高发的农村

和社区，并逐步建立可持续发展的机制”［2］，我国的

消化道肿瘤早诊早治工作有了长足进步，食管癌与

胃癌的五年相对生存率明显提高，但距离先进水平

还有一定差距，且各地区之间差异较大，亟待整体

水平的提升和规范。

为规范消化道早期癌的诊治，应当倡导树立全

链条的理念。食管癌、胃癌与结直肠癌的发生均与

不良生活、饮食习惯有很重要的关系［3］。首先应强

调通过改善自身生活方式，施行戒烟控酒、饮食调

整、适当运动，来达到预防为主的效果，实现健康管

理全链条。早诊早治全链条包含早发现、早诊断、

早治疗。消化道早期癌特征性的症状就是“无症

状”；应加强宣教，重视包含“胃肠镜检查”的无症状

健康体检来实现“早发现”；应通过规范的内镜操

作、创新的筛查技术、良好的医护配合来加强识别

早期病变的能力，实现“早诊断”；通过规范的微创

内镜切除技术实现“早治疗”。

消化道早期癌的规范诊治涵盖消化内科、普外

科、病理科、影像科、麻醉科等多个学科，需要具有

“大消化”的意识。早期癌诊治涉及筛查、精查、切

除、随访多个环节，需要医师、护师、技师的共同参

与。需要重视人员的全链条理念。虽然内镜下切

除是早期癌诊治的关键步骤，但消化道早期癌的诊

治绝非单纯的内镜切除。消化道早期癌诊治全链

条理念中最重要的组成要素是内镜、病理与护理；

内镜医师与病理医师，内镜医师与护理人员，病理

医师与技师之间的紧密协作，构成全链条理念的核

心。而内镜筛查、精查、切除、随访等环节中，除内

镜医师外，宣教人员、护师、麻醉、外科同道均需发

挥重要作用。全链条的各环节之间环环相扣，任一

环节的“短板”，都会影响整体效能的发挥。只有各

环节密切配合，通力合作，才能保证消化道早期癌

诊治全链条运转顺畅，不断提高消化道早期癌的检

出率和治愈率，降低死亡率，改善消化道癌的预后，

从而造福广大患者。本文将就消化道早期癌诊治

过程中的内镜筛查、内镜诊断、内镜治疗、病理诊断

及随访五个环节来具体阐述全链条理念的内涵。

一、内镜筛查

符合内镜下治疗适应证的消化道早期癌大多

缺乏症状，仅能通过无症状患者，尤其是高危患者

的内镜筛查来发现。没有发现，就没有治疗；规范

的内镜筛查是开展消化道早期癌诊治的基础，白光

内镜则是内镜筛查的根本。内镜筛查存在一定的

漏诊率。波兰的一项研究显示，上消化道内镜筛查

中，食管鳞癌、腺癌及胃腺癌的漏诊率分别为

4.2%、6.1%与 5.7%［4］。因此，开展内镜筛查的医师

需要规范筛查内镜的操作，熟悉可能漏诊的部位，

掌握内镜下判断胃背景黏膜的方法。对于形态改

变不明显，表现为表浅隆起/凹陷的早期病变，需要

关注病变色调和表面结构，以及胃黏膜血管网的异

常。发现早期胃癌，需要内镜医师具有一双“慧

眼”。这种能力的培养，需要通过一定的培训来实

现，内镜医师尤其需要对早期癌病变的形态具备充

分的认识，而这种意识的培养除了临床经验的积累

外，大量的学习、培训是能力提升的关键。一项观

察性研究显示，通过开展相关培训有助于提高上消

化道早期癌的检出率［5］。在培训过程中，尤其需要

注重对内镜医师的内镜-病理联系思维的培养，内

镜-病理的合作，不仅可以提高病变的诊断能力，对

于提高病变的发现能力也极其重要。有研究显示，

实施内镜-病理联合讨论有助于提升早期癌的检

出率［6］。

内镜筛查前需要应用链霉蛋白酶、西甲硅油等

药物进行术前准备。一项随机对照研究纳入

610例择期行上消化道内镜检查的患者，将患者随

机分为试验组（n=296，患者术前使用西甲硅油/链
霉蛋白酶+利多卡因）和对照组（n=314，术前使用

利多卡因）。发现术前使用西甲硅油/链霉蛋白酶

可显著改善胃黏膜可视度（P<0.01），并可显著提高

癌前病变检出率［7］。如何进行准备以达到最佳效

果则需要护理人员的配合，建议在检查前 15 min嘱

患者口服药物，通过体位的变化让药物均匀地涂布

于胃黏膜表面［3］。

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在内镜辅

助诊断中的应用近年来发展迅速，也可用于辅助盲

区监测，发现异常病灶，提醒内镜医师规范操作［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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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筛查质量的另一重要条件是让高危人群

能够主动接受筛查。这一工作需要医务人员发动

全社会的力量，通过媒体等宣传手段让群众接受主

动筛查消化道早期癌和早诊早治的理念。虽然目

前尚难以进行大规模的群体性筛查，但可以通过强

化宣传和开展伺机性筛查，督促高危患者及时接受

筛查，以提高消化道癌的早诊率。除内镜医师外，

门诊医师、社区医师、护理人员都应具有早诊早治

的宣传意识，充分参与到宣教活动之中。

二、内镜诊断

发现可疑病变后，应进行规范的内镜检查（白

光、染色、图像增强及放大、超声内镜），做出内镜下

的定性诊断、边界诊断、浸润深度诊断及组织类型

诊断，判断是否符合内镜下切除的适应证。适应证

的合理性在各种内镜操作中均为非常重要的质量

控制指标之一［9］。规范的术前诊断对于把握适应

证，保证治疗效果及患者的预后极为重要。内镜医

师还需具有一定的外科、麻醉相关知识，以利于我

们对于存在相对适应证患者的个体化治疗决策［10］。

放大内镜联合图像增强内镜技术（magnifying 
endoscopy with image enhanced endoscopology，
ME⁃IEE）对于消化道早期癌的术前诊断具有重要

价值［11］。这种诊断能力的具备需要规范的培训和

临床经验的积累。诊断过程需要内镜医师与护理

人员的协作。内镜医师需要熟练掌握放大内镜与

图像增强内镜的操作和相应的基础知识；护理人员

也应熟悉放大内镜操作时必要的设备准备，如黑帽

的佩戴、染色剂的配置与喷洒管的使用、主机的设

置、水泵的调节等。日本有约30%的医疗机构常规

使用放大内镜进行上消化道筛查［12］，在高危人群中

常规应用放大内镜筛查可能具有提升病变检出率

的作用［13］。放大内镜可清晰显示病变的表面结构，

便于与病理下的表现进行对应。在有条件的单位，

尝试常规应用放大内镜进行筛查，筛查与诊断的流

程合二为一，内镜与病理的环节得以紧密衔接；对

于内镜医师诊断水平的提高，尤其是内镜-病理联

系思维的培养是极其有益的；放大内镜的熟练使

用，也有助于提高内镜医师的诊断自信度，促进内

镜-病理协作的深化。

三、内镜治疗

高效治疗的基石是规范、精细的内镜黏膜下剥

离术（endoscopic submucosal dissection， ESD）操作

及围手术期管理。治疗前应严格筛选病变，明确适

应证，同时注意预测病变切除的难度，衡量自身的

技术能力。术中应注意规范的标记、精细的切开，

注重剥离层次的保持，谨慎进行血管的预处理，适

时使用牵引，合理处理创面。内镜治疗与外科手术

有所不同，我国的内镜助手多为护理人员担任，助

手也必须了解治疗的步骤以及各种器械和耗材的

特性。术中应理解内镜医师的意图，与内镜医师默

契配合，如止血时及时调节切开刀的刀头长度，止

血钳的方向；注射时注意针尖长度；夹闭时调整组

织夹方向、开合速度等；术者与助手都应了解电外

科单元的原理和参数设置［14］，必要时及时进行调整

和故障排除。围术期需要关注术前抗凝药物及合

并症的管理，心脑血管麻醉风险的评估；术后的麻

醉复苏、药物应用以及并发症的识别［10］。在出现出

血、穿孔等不良事件时，还需及时与外科同道讨论

是否需要外科干预。因此，ESD的治疗需要关注的

绝不仅仅是切除的手技和局灶的病变，而是需要内

镜医师、护师、麻醉师、外科医师精诚合作，全面关

注患者的整体情况。内镜医师除内镜技术外，也要

着力掌握内科合并症、解剖、外科手术方式、医学工

程学等各方面的知识。

四、病理诊断

病理诊断包括活检病理诊断与 ESD 术后大体

标本的病理诊断，病理诊断是消化道早期癌诊治全

链条中极为重要的环节之一。ESD 术后标本的诊

断是早期癌治愈性评估的关键；准确的活检病理诊

断则能保证病变得到及时的治疗。无论是活检组

织还是术后标本的病理诊断，均需要规范的标本处

理，固定、取材、包埋、切片、染色。包埋、切片、染色

的过程中，病理技师的角色至关重要。取材规范、

制作良好的切片不仅有助于准确的病理诊断，对于

内镜病理对比和还原的开展也是必不可少的［3］。

大体标本是衔接内镜表现与病理组织学表现之间

的桥梁［15］，也是将内镜诊断与病理诊断两个环节联

结在一起的关键。内镜医师与护理人员应对离体

标本进行标准、规范的预处理；内镜医师与病理医

师通过大体标本的细致观察与放大内镜下的表现

进行对应，不仅可以进行精细的诊断，对于内镜和

病理医师诊断能力的提高也是大有裨益的。

消化道早期癌的诊治工作中，除了通过完整的

病理申请单让病理医师掌握临床的病史等相关资

料外［3］，内镜与病理之间还需要保持更充分的沟

通。尤其是在内镜诊断与病理诊断不一致时，应开

展内镜病理联合讨论。对于内镜下高度怀疑，而病

理不能确诊的病变，应与病理医师充分沟通、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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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必要时再次活检，或在放大内镜下行靶向活

检［3］。对于可能影响到患者预后判断的病理诊断，

如混合型癌中未分化型成分的判断等情况时，也应

进行充分讨论，保证患者利益的最大化。内镜与病

理的沟通需要双方互相懂得对方的“语言”，因此内

镜医师与病理医师均有必要了解对方学科的基础

知识。

五、随访

完成内镜切除和病理诊断后，需要对病变的治

愈性进行评价［14］，以确定后续的追加治疗或随访方

案；对于达到治愈性切除的患者，也需要根据患者

的情况进行评估；建立以规范化内镜检查为基础的

个体化随访方案。内镜医师需要了解患者的病史

及家族史。对于合并幽门螺杆菌感染的早期胃癌

患者，应及时行根除治疗［16］；对于具有遗传性肿瘤

背景的患者，以及背景黏膜呈斑驳食管、胃内广泛

萎缩肠化或溃疡性结肠炎的患者，需要重视合并同

时性及异时性癌的可能性，应进行密切随访。高质

量的规律随访可发现 95% 以上的异时性癌［17］。内

镜下病灶的顺利切除并非消化道早期癌全链条诊

治的终点；尤其是对于具有消化道癌高危因素的患

者而言，应对其进行长期的追踪；治疗后的随访与

病变的筛查联结起来形成闭环。

六、总结

总而言之，在消化道早期癌的诊治中，应该重

视全链条理念的树立。从筛查到诊断，从诊断到治

疗，从围手术期管理到术后随访；从内镜到病理，从

医疗到护理，从临床到医技；消化道早期癌的诊治

绝非内镜下切除的单一环节。只有全面掌握消化

内镜学、消化道早期癌诊治及相关学科的知识，做

好内镜-病理-护理之间的协作，加强内镜-麻

醉-外科之间的联系，才能不断提高我国消化道早

期癌的规范化诊治水平，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

健康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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