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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探讨内镜 ｉ⁃Ｓｃａｎ 模式在右半结肠息肉样病变检出中的价值。 方法　 采用前瞻

性、随机、自身对照的研究方法，以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至 １２ 月间在北京世纪坛医院接受结肠镜检查的 ２００
例患者为研究对象，常规观察右半结肠后，分别采用白光模式（白光组，９３ 例）及 ｉ⁃Ｓｃａｎ 模式（ ｉ⁃Ｓｃａｎ
组，９６ 例）再次观察右半结肠，比较两组右半结肠息肉及腺瘤的检出情况。 结果　 两次检查 ｉ⁃Ｓｃａｎ 组

人均息肉检出数显著多于白光组（１ ４６９ 比 １ ０１１，Ｐ ＝ ０ ０２８），第 ２ 次退镜多检出息肉的患者多于白

光组［３７ ５％ （３６ ／ ９６） 比 ２２ ６％ （２１ ／ ９３），Ｐ ＝ ０ ０２５］，能够检出更多直径 ＜ ５ ｍｍ 的息肉 ［８４ ０％
（４２ ／ ５０）比 ５８ ３％（１４ ／ ２４），Ｐ＝ ０ ０１６］。 ｉ⁃Ｓｃａｎ 组人均腺瘤检出数量多于白光组（０ ９７９ 比 ０ ６２４，Ｐ＝
０ ０３９），第 ２ 次退镜多检出腺瘤的患者多于白光组［２４ ０％（２３ ／ ９６）比 １１ ８％（１１ ／ ９３），Ｐ ＝ ０ ０３０］，两
组多检出腺瘤的大小、部位、形态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 ０５）。 ｉ⁃Ｓｃａｎ 组与白光组的息肉检出率分

别为 ６１ ５％（５９ ／ ９６）、４８ ４％（４５ ／ ９３）（Ｐ＝ ０ ０７１），腺瘤检出率分别为 ４７ ９％（４６ ／ ９６）、３５ ５％（３３ ／ ９３）
（Ｐ＝ ０ ０８３）。 结论　 内镜 ｉ⁃Ｓｃａｎ 模式可增加右半结肠息肉及腺瘤的检出，并提高多发息肉及腺瘤患

者息肉样病变的检出及小息肉（直径＜５ ｍｍ）的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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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肠镜检查作为筛查及治疗结直肠腺瘤的重

要手段广泛应用于临床，但漏诊率较高，尤其是对

于右半结肠［１⁃３］。 如何有效地提高结肠息肉检出

率，减少癌前病变的漏诊成为目前研究的热点及难

点。 ｉ⁃Ｓｃａｎ 模式是一种图像增强技术［４］，其在结直

肠病变筛查中的作用尚存在一定的争议［５⁃７］，本研

究以 ２００ 例结肠镜检查患者为对象，探讨内镜ｉ⁃Ｓｃａｎ
模式在右半结肠息肉样病变检出中的作用。

资料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自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至 １２ 月在北京世纪坛医院消化

内镜中心进行结肠镜检查的患者共 ２００ 例，年龄

１８～８０ 岁，患者因腹痛、腹泻、腹部不适、排便习惯

改变、便血或既往有结肠息肉切除史等原因接受肠

镜检查，均已签署知情同意书。 既往半年内做过结

肠镜检查、右半结肠不完整（包括既往有肠切除史、
肿瘤、肠造瘘史）的患者予以剔除。 在检查过程中

发现有以下情况之一者亦予以剔除：（１）未能到达

回盲部；（２）肠道准备差，图像质量差；（３）结肠黑变

病；（４）确诊或怀疑炎症性肠病；（５）结肠镜检查过

程中发现右半结肠癌。
二、方法

１．肠道准备：使用复方聚乙二醇电解质散（商品

名：福静清）清洁肠道，每袋 ６４ ｇ，共 ４ 袋，检查前

１２ ｈ及 ４ ｈ 分别服用 ２ Ｌ 溶液。 若为长期便秘患者，
提前１ ｄ服用缓泻剂，心肺功能差的老年患者则酌情

减量服用。
２．内镜器械：采用 Ｐｅｎｔａｘ ＥＣ３８⁃Ｉ１０Ｆ 高分辨数

字染色内镜。 ｉ⁃Ｓｃａｎ 模式的设定：亮度 ＝ ０；平均测

光模式 （ ＡＶＥ）； 蓝光 ＝ ０； 红光 ＝ ０； 低度增强；
ＳＥ＝ ＋３；ＣＥ＝ ＋２；ＴＥ＝ ０。

３．分组及观察：将研究对象按结肠镜检查时间

顺序进行编号，根据随机数字表进行随机分组，将
编号分组情况放入信封。 采用单人操作法进镜至

回盲部后，在白光模式下边退镜边观察，详细观察

右半结肠（盲肠、升结肠、横结肠）情况。 观察到结

肠脾曲后再次进镜至回盲部，抽取随机号后进行第

２ 次退镜观察，分别采用 ｉ⁃Ｓｃａｎ 模式或白光模式再

次退镜观察右半结肠。 对发现的息肉样病变留存

图像，分别记录两组先后两次检查过程中检出的结

肠息肉的数量、部位、大小、形态。 ５ ｍｍ 以下息肉经

内镜钳净，５ ｍｍ 以上息肉用高频电完整切除。 标本

用 １０％中性福尔马林固定并于 ２４ ｈ 内送检，石蜡包

埋并切片至 ２～３ ｍｍ，ＨＥ 染色后由同一位经验丰富

的病理医师进行组织病理学诊断。
４．评价标准：（１）肠道准备情况评价：采用 Ａｒｏｎ⁃

ｃｈｉｃｋ 等［８］肠道准备分级评估方法，分为 １ ～ ５ 级，其
中 ４ 级、５ 级判定为肠道准备不充分，予以剔除。
（２）退镜时间：将每次由盲肠退镜至脾曲的时间定

义为右半结肠退镜时间。 若取活检或电切息肉，则
减去取活检或电切所用时间。 （３）结肠息肉大体分

型：息肉形态采用山田分型法，将Ⅰ、Ⅱ型定义为无

蒂型，Ⅲ、Ⅳ型定义为有蒂型。 息肉大小以直径表

示，以活检钳张开长度（５ ｍｍ）为标准判定。 （４）息
肉病理学判定标准：肿瘤性及非肿瘤性息肉的判定

按照 ＷＨＯ 分类标准进行［９］。 将腺瘤性息肉（管状

腺瘤、绒毛管状腺瘤、绒毛状腺瘤、错构瘤性息肉）
定义为肿瘤性息肉，炎性息肉、增生性息肉、幼年性

息肉等归类为非肿瘤性息肉。
５．统计学方法：采用 ＳＰＳＳ ２０ ０ 软件进行统计

学分析。 计量资料用 ｘ±ｓ 描述，组间差异比较采用 ｔ
检验或秩和检验；计数资料用率和百分比描述，组
间差异比较采用 χ２ 检验；检验水平 α＝ ０ ０５。

结　 　 果

１．患者一般资料：本研究共入选 ２００ 例患者，剔
除 １１ 例（包括肠道准备不佳 ３ 例、未能到达回盲部

５ 例、发现结肠癌 ２ 例、结肠黑变病 １ 例），最终入组

１８９ 例，包括 ｉ⁃Ｓｃａｎ 组 ９６ 例，白光组 ９３ 例。 如表 １
所示，两组患者的性别、年龄、肠道准备情况及两次

退镜时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 ０５）。
２．第 １ 次退镜检查息肉及腺瘤检出情况比较：

如表 ２ 所示，两组第 １ 次白光下退镜后，ｉ⁃Ｓｃａｎ 组共

检出息肉 ９１ 枚，平均（０ ９４８±１ １７３）枚 ／人，４７ 例患

者检出息肉，检出率为 ４９ ０％；白光组共检出息肉

７０ 枚，平均（０ ７５３±１ ３３２）枚 ／人，３６ 例患者检出息

肉，检出率为 ３８ ７％。 两组人均息肉数量及息肉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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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采用不同模式肠镜检查的患者临床资料比较

组别 例数
男性

［例（％）］
年龄（岁，

ｘ±ｓ）
肠道准备情况［例（％）］ 退镜时间（ｍｉｎ，ｘ±ｓ）

１ 级 ２ 级 ３ 级 第 １ 次 第 ２ 次

ｉ⁃Ｓｃａｎ 组 ９６ ４５（４６ ９） ５６ ８０±１１ ０２ ３９（４０ ６） ４６（４７ ９） １１（１１ ５） ４ ０９±０ ９９ ３ ５１±０ ８１

白光组 ９３ ４５（４８ ４） ５６ ８２±１３ ２１ ３４（３６ ６） ５２（５５ ９） ７（７ ５） ４ ２５±１ １６ ３ ４６±１ ０３

Ｐ 值 ０ ８３５ ０ ９９３ ０ ４３９ ０ ２８９ ０ ４１１

出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 ０５）；息肉的大

小、部位、肉眼分型、组织学类型差异均无统计学意

义（Ｐ ＞ ０ ０５）。 ｉ⁃Ｓｃａｎ 组共检出腺瘤 ６３ 枚，平均

（０ ６５６±０ ９７１）枚 ／人，检出腺瘤的患者 ３７ 例，检出

率为 ３８ ５％； 白 光 组 共 检 出 腺 瘤 ４３ 枚， 平 均

（０ ４６２±０ ９７３）枚 ／人，检出腺瘤的患者 ２５ 例，检出

率为 ２６ ９％。 两组人均腺瘤数量及腺瘤检出率比

较差异均无统计意义（Ｐ＞０ ０５）；检出腺瘤的大小、
部位、形态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 ０５）。

３．两次退镜后息肉及腺瘤检出情况比较：如表 ３
所示，两次退镜后，ｉ⁃Ｓｃａｎ 组共发现息肉 １４１ 枚，平
均（１ ４６９±１ ７０４）枚 ／人；白光组发现息肉 ９４ 枚，平
均（１ ０１１± １ ５９１）枚 ／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２８）。 ｉ⁃Ｓｃａｎ 组 ５９ 例患者发现息肉，白光组为 ４５
例，两组息肉检出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６１ ５％比

４８ ４％，Ｐ＝ ０ ０７１）。 第 ２ 次退镜比第 １ 次退镜多检

出息肉的患者数 ｉ⁃Ｓｃａｎ 组为 ３６ 例（３７ ５％），白光组

为 ２１ 例（２２ ６％），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２５）。
ｉ⁃Ｓｃａｎ 组共发现腺瘤 ９４ 枚，平均 （０ ９７９ ± １ ３５３）
枚 ／人；白光组共发现腺瘤 ５８ 枚，平均 （ ０ ６２４ ±
１ １７９） 枚 ／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Ｐ ＝ ０ ０３９）。
ｉ⁃Ｓｃａｎ组 ４６ 例患者检出腺瘤，白光组为 ３３ 例，两组

腺瘤检出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４７ ９％比 ３５ ５％，
Ｐ＝ ０ ０８３）；第 ２ 次退镜比第 １ 次退镜多检出腺瘤的

患者数 ｉ⁃Ｓｃａｎ 组为 ２３ 例（２４ ０％），白光组为 １１ 例

（１１ 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 ０３０）。
４．第 ２ 次退镜多检出息肉及腺瘤的形态学分

析：ｉ⁃Ｓｃａｎ 组多检出右半结肠息肉共 ５０ 枚，均为无

蒂息肉；直径＜５ ｍｍ 的息肉 ４２ 枚（８４ ０％）；升结肠

息肉 ３０ 枚（６０ ０％），横结肠息肉 ２０ 枚（４０ ０％）；腺
瘤 ３１ 枚（６２ ０％）。 白光组多检出息肉共 ２４ 枚，其
中无蒂息肉 ２３ 枚（９５ ８％）；直径＜５ ｍｍ 的息肉 １４
枚（５８ ３％）；升结肠息肉 １２ 枚（５０ ０％），横结肠息

肉 １２ 枚（５０ ０％）；腺瘤 １５ 枚（６２ ５％）。 ｉ⁃Ｓｃａｎ 组

检出更多 ＜ ５ ｍｍ 的息肉 （ ８４ ０％ 比 ５８ ３％， Ｐ ＝
０ ０１６），而息肉的部位、肉眼分型、组织学类型差异

表 ２　 第 １次退镜检查不同模式下息肉及腺瘤检出情况比较

项目
ｉ⁃Ｓｃａｎ 组
（ｎ＝ ９６）

白光组
（ｎ＝ ９３） Ｐ 值

息肉总数（枚） ９１ ７０

人均息肉数（枚，ｘ±ｓ） ０ ９４８±１ １７３ ０ ７５３±１ ３３２ ０ ０９９

单人最高息肉数（枚） ４ ７

检出息肉的患者［例（％）］ ４７（４９ ０） ３６（３８ ７） ０ １５６

息肉大小［枚（％）］ ０ ３３５

　 ≥５ ｍｍ ４２（４６ ２） ２７（３８ ６）

　 ＜５ ｍｍ ４９（５３ ８） ４３（６１ ４）

息肉部位［枚（％）］ ０ ６５０

　 升结肠 ５４（５９ ３） ４４（６２ ９）

　 横结肠 ３７（４０ ７） ２６（３７ １）

息肉肉眼分型［枚（％）］ ０ １１１

　 有蒂 ６（６ ６） １（１ ４）

　 无蒂 ８５（９３ ４） ６９（９８ ６）

息肉组织学类型［枚（％）］ ０ ３０１

　 肿瘤性 ６３（６９ ２） ４３（６１ ４）

　 非肿瘤性 ２８（３０ ８） ２７（３８ ６）

腺瘤总数（枚） ６３ ４３

人均腺瘤数（枚，ｘ±ｓ） ０ ６５６±０ ９７１ ０ ４６２±０ ９７３ ０ ０７６

单人最高腺瘤数（枚） ４ ６

检出腺瘤的患者［例（％）］ ３７（３８ ５） ２５（２６ ９） ０ ０８８

腺瘤大小［枚（％）］ ０ ２８２

　 ≥５ ｍｍ ３６（５７ １） ２０（４６ ５）

　 ＜５ ｍｍ ２７（４２ ９） ２３（５３ ５）

腺瘤部位［枚（％）］ ０ ９７９

　 升结肠 ３５（５５ ６） ２４（５５ ８）

　 横结肠 ２８（４４ ４） １９（４４ ２）

腺瘤肉眼分型［枚（％）］ ０ １４３

　 有蒂 ６（９ ５） １（２ ３）

　 无蒂 ５７（９０ ５） ４２（９７ ７）

无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４１６，０ ７０６，０ ９６７）。 比较两

组多检出腺瘤的特点，ｉ⁃Ｓｃａｎ 组多检出的 ３１ 枚腺瘤

均为无蒂型；直径＜５ ｍｍ 的腺瘤 ２５ 枚（８０ ６％）；升
结肠 腺 瘤 １９ 枚 （ ６１ ３％）， 横 结 肠 腺 瘤 １２ 枚

（３８ ７％）。 白光组多检出的 １５ 枚腺瘤中，无蒂型

１４ 枚（９３ ３％）；直径＜５ ｍｍ 的 ９ 枚（６０ ０％）；升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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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两次退镜后不同模式下息肉及腺瘤检出情况比较

项目
ｉ⁃Ｓｃａｎ 组
（ｎ＝ ９６）

白光组
（ｎ＝ ９３） Ｐ 值

息肉总数（枚） １４１ ９４

人均息肉数（枚，ｘ±ｓ） １ ４６９±１ ７０４ １ ０１１±１ ５９１ ０ ０２８

单人最高息肉数（枚） ８ ９

检出息肉的患者［例（％）］ ５９（６１ ５） ４５（４８ ４） ０ ０７１

多检出息肉的患者［例（％）］ ３６（３７ ５） ２１（２２ ６） ０ ０２５

腺瘤总数（枚） ９４ ５８

人均腺瘤数（枚，ｘ±ｓ） ０ ９７９±１ ３５３ ０ ６２４±１ １７９ ０ ０３９

单人最高腺瘤数（枚） ５ ７

检出腺瘤的患者［例（％）］ ４６（４７ ９） ３３（３５ ５） ０ ０８３

多检出腺瘤的患者［例（％）］ ２３（２４ ０） １１（１１ ８） ０ ０３０

肠腺瘤 ９ 枚（６０ ０％），横结肠腺瘤 ６ 枚（４０ ０％）。
两组间比较，多检出腺瘤的大小、部位、形态差异均

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 ２５６，０ ９３３，０ ７０８）。

讨　 　 论

结肠镜检查是诊治结直肠疾病最直接的办法，
但其对病变有一定的漏诊率，尤其是右半结肠由于

皱襞深、病变常为扁平型，漏诊率更高［１０⁃１１］。 因此

减少右半结肠息肉样病变的漏诊具有十分重要的

临床意义。 ｉ⁃Ｓｃａｎ 技术是一种新型的电子染色技

术，由于其亮度增加，在减少结直肠肿瘤漏诊方面

的作用值得期待。 Ｈｏｆｆｍａｎ 等［５］ 的一项前瞻性随机

对照研究发现普通电子内镜对结直肠肿瘤性病变

的检出率为 １３％，ｉ⁃Ｓｃａｎ 高清电子内镜的检出率为

３８％（Ｐ＜０ ００１）。 Ｔｅｓｔｏｎｉ 等［６］ 对１ １０１例进行结肠

镜检查的患者进行了回顾性分析，其中 ８４９ 例为普

通白光内镜检查，２５２ 例为 ｉ⁃Ｓｃａｎ 高清电子内镜检

查，发现在结肠镜检查退镜过程中使用 ｉ⁃Ｓｃａｎ 模式

能显著提高结肠病变的检出率，尤其是小息肉及扁

平息肉。 但该技术在结直肠息肉样病变检出方面

的作用尚有争议。 多项研究显示，Ｌｕｃｅｒａ ＮＢＩ 模式

下结肠镜检查与白光结肠镜比较并不能减少结肠

息肉的整体漏诊率，在结肠息肉样病变的检出率上

并不存在显著的优势［１２⁃１５］。 另外智能分光比色内

镜（ ＦＩＣＥ） 在相关研究中也不能提高腺瘤检出

率［１６］。 Ｈｏｎｇ 等［７］进行了一项前瞻性、随机、背靠背

研究，结果显示 ｉ⁃Ｓｃａｎ 技术不能提高结直肠腺瘤的

检出率和降低腺瘤的漏诊率。
本研究采用自身对照的方法，第 １ 次用白光退

镜，第 ２ 次随机采用 ｉ⁃ｓｃａｎ 模式及白光模式比较两

次退镜的息肉及腺瘤检出情况。 由于本研究由 ２ 名

操作熟练的内镜医师完成，为了减少医师检查质量

带来的偏倚，我们比较了两组在第 １ 次退镜过程中

影响结肠镜检查质量的一些参数，包括肠道准备情

况、结肠镜退镜时间、息肉的人均检出数量及检出

率，提示两组内镜检查质量的基线没有显著差别。
通过我们的研究发现，与白光退镜比较，第 ２ 次用

ｉ⁃Ｓｃａｎ模式退镜后人均息肉检出数量显著提高（Ｐ＝
０ ０２８），提示 ｉ⁃Ｓｃａｎ 模式能够增加息肉样病变的检

出数量。 我们比较了以患者为单位的右半结肠息

肉检出率发现，在第 ２ 次退镜中 ｉ⁃Ｓｃａｎ 组和白光组

新检出息肉的患者分别为 １２ 例和 ９ 例，采用 ｉ⁃Ｓｃａｎ
模式并没有显著提高患者检出率（Ｐ ＝ ０ ０７１），而多

检出息肉的患者比率却有显著的提高（Ｐ ＝ ０ ０２５），
说明提高的是第 １ 次已检出息肉的患者存在多发息

肉的检出率，提示 ｉ⁃Ｓｃａｎ 模式对于多发息肉的检出

具有明显优势。 对于其中的腺瘤进行比较发现，
ｉ⁃Ｓｃａｎ模式退镜同样能够增加人均腺瘤的检出数量

（Ｐ＝ ０ ０３９）及多检出腺瘤的患者比率（Ｐ ＝ ０ ０３０），
而没有提高右半结肠腺瘤的患者检出率 （ Ｐ ＝
０ ０８３）。 而 Ｂｅｎｓｅｎ 等［１７］的研究发现息肉的多发性

是影响结肠镜检查息肉漏诊的独立影响因素，我们

的这一结果提示ｉ⁃Ｓｃａｎ模式下的退镜观察能够减少

结肠镜下息肉以及腺瘤的漏诊，尤其是在多发病变

的患者。
我们进一步分析了第 ２ 次退镜多发现的息肉的

临床特点发现，ｉ⁃Ｓｃａｎ 模式发现的直径＜５ ｍｍ 的息

肉所占比例显著高于白光模式（８４ ０％比 ５８ ２％，
Ｐ＝ ０ ０１６），虽然腺瘤中也有类似的趋势，但是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提示 ｉ⁃Ｓｃａｎ 模式能够发现更多小的

非腺瘤性息肉。 近年来认为右半结肠非腺瘤性息

肉与无蒂锯齿状腺瘤 ／息肉密切相关，而无蒂锯齿

状腺瘤 ／息肉的漏诊与间歇癌密切相关，因此 ｉ⁃Ｓｃａｎ
模式减少右半结肠小息肉的漏诊能否降低间歇癌

的发生尚需进一步大样本的长期随访。
本研究仅对右半结肠进行了两次观察，结论是

否适用于全结肠镜的检查，尚需进一步拓展到全结

肠的研究。 为避免医师之间检出率差别的影响，本
研究入组患者均采用自身对照及由 ２ 位操作熟练的

内镜医师完成，但仍不能完全排除检查医师之间检

出率的差别造成的结果偏倚，需要进一步进行多中

心大样本研究。 综上可见，ｉ⁃Ｓｃａｎ 技术可以提高右

半结肠息肉及腺瘤的检出数量，提高多发息肉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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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息肉检出率以及多发腺瘤患者的腺瘤检出率。
采用 ｉ⁃Ｓｃａｎ 模式退镜检查可以提高右半结肠息肉及

腺瘤的检出，减少其漏诊率。

参 考 文 献

［ １ ］　 Ｗｉｎａｗｅｒ ＳＪ，Ｚａｕｂｅｒ ＡＧ，Ｈｏ ＭＮ， ｅｔ ａｌ．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ｌｏｒｅｃｔａｌ
ｃａｎｃｅｒ ｂｙ ｃｏｌｏｎｏｓｃｏｐｉｃ ｐｏｌｙｐｅｃｔｏｍｙ［ Ｊ］ ． Ｎ Ｅｎｇｌ Ｊ Ｍｅｄ， １９９３，
３２９（２７）：１９７７⁃１９８１． ＤＯＩ： １０ １０５６ ／ ＮＥＪＭ１９９３１２３０３２９２７０１．

［ ２ ］ 　 ｖａｎ Ｒｉｊｎ ＪＣ，Ｒｅｉｔｓｍａ ＪＢ，Ｓｔｏｋｅｒ Ｊ， ｅｔ ａｌ． Ｐｏｌｙｐ ｍｉｓｓ ｒａｔｅ ｄｅｔｅｒ⁃
ｍｉｎｅｄ ｂｙ ｔａｎｄｅｍ ｃｏｌｏｎｏｓｃｏｐｙ： ａ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 Ｊ］ ． Ａｍ Ｊ
Ｇａｓｔｒｏｅｎｔｅｒｏｌ， ２００６，１０１（２）：３４３⁃３５０． ＤＯＩ： １０ １１１１ ／ ｊ． １５７２⁃
０２４１ ２００６ ００３９０．ｘ．

［ ３ ］ 　 Ｌｅｕｆｋｅｎｓ ＡＭ，ｖａｎ Ｏｉｊｅｎ ＭＧ，Ｖｌｅｇｇａａｒ ＦＰ， ｅｔ 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
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ｉｓｓ ｒａｔｅ ｏｆ ｐｏｌｙｐｓ ｉｎ ａ ｂａｃｋ⁃ｔｏ⁃ｂａｃｋ ｃｏｌｏｎｏｓｃｏｐｙ ｓｔｕｄｙ
［Ｊ］ ．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ｙ， ２０１２， ４４ （ ５ ）： ４７０⁃４７５． ＤＯＩ： １０ １０５５ ／ ｓ⁃
００３１⁃１２９１６６６．

［ ４ ］ 　 Ｋｏｄａｓｈｉｍａ Ｓ，Ｆｕｊｉｓｈｉｒｏ Ｍ． Ｎｏｖｅｌ ｉｍａｇｅ⁃ｅｎｈａｎｃｅｄ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ｙ ｗｉｔｈ
ｉ⁃ｓｃａ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 Ｊ］ ． Ｗｏｒｌｄ Ｊ Ｇａｓｔｒｏｅｎｔｅｒｏｌ， ２０１０， １６ （ ９）：
１０４３⁃１０４９．ＤＯＩ：１０．３７４８ ／ ｗｊｇ．ｖ１６．ｉ９．１０４３．

［ ５ ］ 　 Ｈｏｆｆｍａｎ Ａ，Ｓａｒ Ｆ，Ｇｏｅｔｚ Ｍ， ｅｔ ａｌ． Ｈｉｇｈ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ｃｏｌｏｎｏｓｃｏｐｙ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ｗｉｔｈ ｉ⁃Ｓｃａｎ ｉｓ ｓｕｐｅｒｉｏｒ ｉｎ ｔｈｅ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ｌｏｒｅｃｔａｌ ｎｅ⁃
ｏｐｌａｓｉａｓ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ｖｉｄｅｏ ｃｏｌｏｎｏｓｃｏｐｙ： ａ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ｔｒｉａｌ［Ｊ］ ．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ｙ， ２０１０，４２（１０）：８２７⁃
８３３． ＤＯＩ： １０ １０５５ ／ ｓ⁃００３０⁃１２５５７１３．

［ ６ ］ 　 Ｔｅｓｔｏｎｉ ＰＡ， Ｎｏｔａｒｉｓｔｅｆａｎｏ Ｃ， Ｖａｉｌａｔｉ Ｃ， ｅｔ ａｌ． Ｈｉｇｈ⁃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ｃｏｌｏｎｏｓｃｏｐｙ ｗｉｔｈ ｉ⁃Ｓｃａｎ： ｂｅｔｔｅｒ 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 ｆｏｒ ｓｍａｌｌ ｐｏｌｙｐｓ ａｎｄ ｆｌａｔ
ａｄｅｎｏｍａｓ［Ｊ］ ． Ｗｏｒｌｄ Ｊ Ｇａｓｔｒｏｅｎｔｅｒｏｌ， ２０１２，１８（３７）：５２３１⁃５２３９．
ＤＯＩ： １０ ３７４８ ／ ｗｊｇ．ｖ１８．ｉ３７ ５２３１．

［ ７ ］ 　 Ｈｏｎｇ ＳＮ，Ｃｈｏｅ ＷＨ，Ｌｅｅ ＪＨ， ｅｔ ａｌ．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
ｂａｃｋ⁃ｔｏ⁃ｂａｃｋ ｔｒｉａｌ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ｕｓｅｆｕｌｎｅｓｓ ｏｆ ｉ⁃ＳＣＡＮ ｉｎ
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 ｃｏｌｏｎｏｓｃｏｐｙ［ Ｊ］ ． Ｇａｓｔｒｏｉｎｔｅｓｔ Ｅｎｄｏｓｃ， ２０１２，７５（５）：
１０１１⁃１０２１．ｅ２． ＤＯＩ： １０ １０１６ ／ ｊ．ｇｉｅ．２０１１ １１ ０４０．

［ ８ ］ 　 Ａｒｏｎｃｈｉｃｋ ＣＡ，Ｌｉｐｓｈｕｔｚ ＷＨ，Ｗｒｉｇｈｔ ＳＨ， ｅｔ ａｌ． Ａ ｎｏｖｅｌ ｔａｂｌｅｔｅｄ
ｐｕｒｇａｔｉｖｅ ｆｏｒ ｃｏｌｏｎｏｓｃｏｐｉｃ 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ａｎｄ ｓａｆｅｔｙ ｃｏｍｐａｒｉ⁃
ｓ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Ｃｏｌｙｔｅ ａｎｄ Ｆｌｅｅｔ Ｐｈｏｓｐｈｏ⁃Ｓｏｄａ［Ｊ］． Ｇａｓｔｒｏｉｎｔｅｓｔ Ｅｎｄｏｓｃ，
２０００，５２（３）：３４６⁃３５２． ＤＯＩ： １０ １０６７ ／ ｍｇｅ．２０００ １０８４８０．

［ ９ ］ 　 Ｆｌéｊｏｕ ＪＦ． ＷＨＯ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ｇｅｓｔｉｖｅ ｔｕｍｏｒｓ： ｔｈｅ ｆｏｕｒｔｈ ｅｄｉ⁃
ｔｉｏｎ ［ Ｊ ］ ． Ａｎｎ Ｐａｔｈｏｌ， ２０１１， ３１ （ ５ Ｓｕｐｐｌ ）： Ｓ２７⁃３１． ＤＯＩ：
１０ １０１６ ／ ｊ．ａｎｎｐａｔ．２０１１ ０８ ００１．

［１０］ 　 Ｐｏｈｌ Ｈ，Ｒｏｂｅｒｔｓｏｎ ＤＪ． Ｃｏｌｏｒｅｃｔａｌ ｃａｎｃｅｒｓ ｄｅｔｅｃｔｅｄ ａｆｔｅｒ ｃｏｌｏｎｏｓｃｏｐｙ
ｆｒｅｑｕｅｎｔｌｙ ｒｅｓｕｌｔ ｆｒｏｍ ｍｉｓｓｅｄ ｌｅｓｉｏｎｓ［Ｊ］． Ｃｌｉｎ Ｇａｓｔｒｏｅｎｔｅｒｏｌ Ｈｅｐａｔｏｌ，
２０１０，８（１０）：８５８⁃８６４． ＤＯＩ： １０ １０１６／ ｊ．ｃｇｈ．２０１０ ０６ ０２８．

［１１］ 　 Ｓｉｎｇｈ Ｈ，Ｎｕｇｅｎｔ Ｚ，Ｄｅｍｅｒｓ ＡＡ，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ｏｌｏｒｅｃｔａｌ
ｃａｎｃｅｒ 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 ａｆｔｅｒ ｃｏｌｏｎｏｓｃｏｐｙ ｖａｒｉｅｓ ｂｙ ｓｉｔ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ａｎｃｅｒ［Ｊ］ ．
Ｇａｓｔｒｏｅｎｔｅｒ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０，１３９（４）：１１２８⁃１１３７． ＤＯＩ： １０ １０５３ ／ ｊ．
ｇａｓｔｒｏ．２０１０ ０６ ０５２．

［１２］ 　 Ｄｉｎｅｓｅｎ Ｌ，Ｃｈｕａ ＴＪ，Ｋａｆｆｅｓ ＡＪ．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ｎａｒｒｏｗ⁃ｂａｎｄ ｉｍ⁃
ａｇｉｎｇ ｖｅｒｓｕｓ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ｌｏｎｏｓｃｏｐｙ ｆｏｒ ａｄｅｎｏｍａ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Ｊ］ ．
Ｇａｓｔｒｏｉｎｔｅｓｔ Ｅｎｄｏｓｃ， ２０１２，７５（３）：６０４⁃６１１． ＤＯＩ： １０ １０１６ ／ ｊ．
ｇｉｅ．２０１１ １０ ０１７．

［１３］ 　 Ｒｅｘ ＤＫ，Ｈｅｌｂｉｇ ＣＣ． Ｈｉｇｈ ｙｉｅｌｄｓ ｏｆ ｓｍａｌｌ ａｎｄ ｆｌａｔ ａｄｅｎｏｍａｓ ｗｉｔｈ
ｈｉｇｈ⁃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ｃｏｌｏｎｏｓｃｏｐｅｓ ｕｓｉｎｇ ｅｉｔｈｅｒ ｗｈｉｔｅ ｌｉｇｈｔ ｏｒ ｎａｒｒｏｗ
ｂａｎｄ ｉｍａｇｉｎｇ［Ｊ］ ． Ｇａｓｔｒｏｅｎｔｅｒｏｌｏｇｙ， ２００７，１３３（１）：４２⁃４７． ＤＯＩ：
１０ １０５３ ／ ｊ．ｇａｓｔｒｏ．２００７ ０４ ０２９．

［１４］ 　 Ａｄｌｅｒ Ａ， Ｐｏｈｌ Ｈ， Ｐａｐａｎｉｋｏｌａｏｕ ＩＳ， ｅｔ ａｌ． Ａ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ｒａｎｄｏｍｉｓｅｄ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ｎａｒｒｏｗ⁃ｂａｎｄ ｉｍａｇｉｎｇ ｖｅｒｓｕｓ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ｌｏｎｏｓｃｏｐｙ ｆｏｒ ａｄｅｎｏｍａ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ｄｏｅｓ ｎａｒｒｏｗ⁃ｂａｎｄ ｉｍａｇｉｎｇ ｉｎ⁃
ｄｕｃｅ ａ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 ［ Ｊ］ ． Ｇｕｔ， ２００８，５７（ １）：５９⁃６４． ＤＯＩ：
１０ １１３６ ／ ｇｕｔ．２００７ １２３５３９．

［１５］ 　 Ｈａｚｅｗｉｎｋｅｌ Ｙ，Ｔｙｔｇａｔ ＫＭ，ｖａｎ Ｌｅｅｒｄａｍ ＭＥ， ｅｔ ａｌ． Ｎａｒｒｏｗ⁃ｂａｎｄ
ｉｍａｇｉｎｇ ｆｏｒ ｔｈｅ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ｏｌｙｐｓ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ｓｅｒｒａｔｅｄ ｐｏｌｙｐ⁃
ｏｓｉｓ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 ａ ｍｕｌｔｉｃｅｎｔｅｒ， 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 ｂａｃｋ⁃ｔｏ⁃ｂａｃｋ ｔｒｉａｌ
［ Ｊ ］ ． Ｇａｓｔｒｏｉｎｔｅｓｔ Ｅｎｄｏｓｃ， ２０１５， ８１ （ ３ ）： ５３１⁃５３８． ＤＯＩ：
１０ １０１６ ／ ｊ．ｇｉｅ．２０１４ ０６ ０４３．

［１６］ 　 Ｎｅｇｒｅａｎｕ Ｌ，Ｐｒｅｄａ ＣＭ，Ｉｏｎｅｓｃｕ Ｄ， ｅｔ ａｌ．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ｉｎ ｄｉｇｅｓｔｉｖｅ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ｙ： Ｆｌｅｘｉｂｌｅ Ｓｐｅｃｔｒａｌ Ｉｍａｇｉｎｇ Ｃｏｌｏｕｒ Ｅｎｈａｎｃｅｍｅｎｔ
（ＦＩＣＥ）⁃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Ｊ］ ． Ｊ Ｍｅｄ Ｌｉｆｅ， ２０１５，８（４）：４１６⁃４２２．

［１７］ 　 Ｂｅｎｓｅｎ Ｓ，Ｍｏｔｔ ＬＡ，Ｄａｉｎ Ｂ，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ｃｏｌｏｎｏｓｃｏｐｉｃ ｍｉｓｓ ｒａｔｅ ａｎｄ
ｔｒｕｅ ｏｎｅ⁃ｙｅａｒ 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ｃｏｌｏｒｅｃｔａｌ ｎｅｏｐｌａｓｔｉｃ ｐｏｌｙｐｓ［Ｊ］ ． Ａｍ Ｊ
Ｇａｓｔｒｏｅｎｔｅｒｏｌ， １９９９，９４ （ １）：１９４⁃１９９． ＤＯＩ： １０ １１１１ ／ ｊ． １５７２⁃
０２４１ １９９９ ００７９６．ｘ．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１１⁃２３）

（本文编辑：周昊）

·广告目次·
富士胶片（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封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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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尔博（上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对中文目次 ２
上海澳华光电内窥镜有限公司 对英文目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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