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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食管癌是我国常见的消化道恶性肿瘤之一"严重威胁我国居民生命健康% 食管癌高风
险人群接受筛查和早诊早治能够有效降低食管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 制定符合中国国情的食
管癌筛查与早诊早治指南"将促进中国食管癌筛查的同质性和规范性"提高食管癌筛查的效
果% 中国食管癌筛查与早诊早治指南受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疾病预防控制局的委托与指导"

由国家癌症中心发起"联合多学科专家"整合食管癌筛查与早诊早治领域的国内外研究进展"

同时考虑中国国情和食管癌筛查的实际经验"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指南制定原则和方
法"针对食管癌筛查过程中的筛查人群&技术&流程等给出了基于证据的推荐"旨在保证食管
癌筛查与早诊早治效果"为中国的食管癌防控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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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食管癌是威胁我国居民生命健康的主要恶性肿

瘤之一!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数据显示"

!&!&

年我国

食管癌新发病例为
#!'(

万例" 死亡病例为
#&'$

万

例 " 分别占全球食管癌发病与死亡的
)#'*&+

和

))'#)+

#

$

$

! 食管癌严重威胁我国居民生命健康"如何

有效降低食管癌疾病负担也是我国重大的公共卫生

问题之一!

按照组织类型分类" 食管癌主要分为食管鳞状

细胞癌 %

,-./012,13 -4516.5- 7,33 71879:.61

"

;<==

&

和食管腺癌%

,-./012,13 1>,:.71879:.61

"

;?=

&"在我

国以
;<==

为主#

!

$

! 食管癌早期患者缺乏典型的临

床症状和体征" 因此大多数患者就诊时已达肿瘤中

晚期"导致我国食管癌患者的总体预后较差!

!&&#

'

!&$)

年间"尽管我国食管癌年龄标化
)

年生存率从

!&'@+

上升到
#&'#+

"但总体
)

年生存率仍偏低#

#

$

!食

管癌患者的生存时间与其临床分期密切相关"早期食

管癌患者在接受治疗后
)

年生存率可达
@)+

#

(

$

! 目前

已有多项研究表明"针对食管癌高风险人群开展筛

查能够有效降低人群食管癌发病率和死亡率 #

)A%

$

!

我国的食管癌筛查始于
!&

世纪
*&

年代"并于
!B

世

纪迅速发展! 目前我国已开展包括食管癌筛查的多

个重大公共卫生项目"均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

随着针对人群的食管癌筛查项目广泛开展"规

范食管癌筛查( 早诊早治技术和实施方案对于保证

筛查效果至关重要) 已有多个学术团体发布了一系

列专家共识意见#

*C$&

$

"但目前我国仍缺乏基于循证医

学证据的食管癌筛查和早诊早治指南*因此"国家癌

症中心成立中国食管癌筛查与早诊早治指南制定专

家组"联合肿瘤学+消化内科学(内镜学(外科学(病

理学(临床检验学(流行病学(循证医学(卫生经济学

和卫生管理学等多学科专家" 基于世界卫生组织推

荐的指南制定原则和方法"制定了,中国食管癌筛查

与早诊早治指南%

!&!!

"北京&-%以下简称,指南-&"

以期为我国食管癌筛查与早诊早治的规范开展提供

参考*

二!"指南#形成方法

!"

指南发起机构与专家组成员.本,指南-受国

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疾病预防控制局的委托与指导"

由国家癌症中心发起"联合多学科专家共同制定*制

定启动时间为
!&!$

年
D

月
$%

日"定稿时间为
!&!!

年
)

月
$)

日*

#"

指南工作组$本,指南-成立了多学科工作

组"主要涵盖了肿瘤学+消化内科学+内镜学+外科

学+病理学+临床检验学+流行病学+循证医学+卫生

经济学和卫生管理学等学科专家* 证据检索与评价

由国家癌症中心+兰州大学+哈尔滨医科大学和深圳

大学共同完成* 所有工作组成员均填写了利益声明

表"不存在与本,指南-直接的利益冲突*

$"

指南使用者与应用的目标人群$本,指南-适

用于各级医疗机构开展食管癌筛查* ,指南-的使用

者为各级医疗机构的医务工作者"包括肿瘤科+胸外

科+ 病理科和消化内科等筛查相关学科医师及工作

人员* ,指南-推荐意见的应用目标人群为有意向或

适宜接受食管癌筛查的受检者*

%"

临床问题的遴选和确定$通过系统检索国内

外食管癌筛查领域已发表的指南和系统评价" 以及

对食管癌筛查领域部分专家的访谈" 工作组初步拟

定了
D

大类关键问题框架" 涵盖
!)

个临床问题"以

在线问卷的形式对临床问题的重要性进行调研和评

分* 收集汇总
!

轮共计
*!

人次%第
$

轮
!)

人次+第

!

轮
(*

人次&的专家函评反馈"最终遴选出本,指

南-拟解决的
!&

个临床问题*

&"

证据的检索$指南制定工作组成立了证据检

索与评价小组" 针对最终纳入的关键问题" 按照人

群 + 干 预 + 对 照 和 结 局 %

/./531E9.:

"

9:E,8F,:E9.:

"

7.6/189-.: 1:> .5E7.6,

"

GH=I

&原则进行检索"具体

检索数据库包括
G5JK,>

+

;6J1-,

+

=39:9713E8913'2.F

+

=.7081:, L9J818M

+

N,J .O <79,:7,

+中国知网+万方数

据知识服务平台+ 维普资讯网和中国生物医学文献

数据库* 此外"也对食管癌筛查相关综述+系统评价

或
K,E1

分析和指南的参考文献进行滚雪球检索*证

据检索截止日期为
!&!$

年
$$

月
)

日*

'"

证据的评价与分级$证据检索与评价小组对

纳 入 的 随 机 对 照 试 验 采 用
=.7081:, P,F9,Q,8

/

-

R1:>J..S )'&'$

标准进行评价 #

$$

$

0对纳入的队列研

究采用纽卡斯尔
C

渥太华量表%

E0, T,Q71-E3,!IEE1Q1

<713,

& 进行评价 #

$!

$

0 对于诊断准确性研究采用

UV?W?<!!

%

45139EM 1--,--6,:E .O >912:.-E97 1775817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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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行评价"

$#

#

$对于病例系列研究采用英国国

立临床优化研究所 %

,-'*./-0 1/&'*'('+ 2.3 40*/*5-0

675+00+/5+

!制定的评价工具进行评价 "

$8

#

&对指南等

使 用 开 发 指 南 研 究 和 评 估 工 具
!

%

-993-*&-0 .2

:(*)+0*/+& 2.3 3+&+-35; < +=-0(-'*./ !

'

>?@66 !

!

进行评价"

$A

#

( 评价过程由两人独立完成)若存在分

歧)则共同讨论或咨询第三方解决(使用推荐意见分

级的评估*制定及评价+

:3-)*/: .2 3+5.BB+/)-'*./&

-&&+&&B+/'

'

)+=+0.9B+/' -/) +=-0(-'*./

'

?@>C6

, 方

法对证据质量和推荐意见进行分级"

$%

#

+表
$

,(

!"

推荐意见的形成!本指南工作组基于证据检

索与评价小组提供的国内外证据' 同时考虑我国筛

查目标人群的偏好和价值观*干预措施的成本和利弊

后'初步拟定了食管癌筛查临床问题推荐意见( 指南

工作组先后
!

次以德尔菲法通过邮件形式发送至相

关专家进行意见征询'在对推荐意见进行了进一步修

改后'于
!D!!

年
#

月进行面对面评议'并形成共识(

#"

指南文稿的形成与外审!本指南工作组参考

国际实践指南报告规范 +

3+9.3'*/: *'+B& 2.3 93-5'*5+

:(*)+0*/+& */ ;+-0';5-3+

'

@1?EF

,草拟指南文稿"

$G

#

'内

部审议后形成征求意见稿( 通过国家癌症中心组织

的会议等方式公开征求意见' 根据反馈结果完善形

成最终稿(

$"

指南的传播"实施与更新!-指南.发布后)指

南工作组将主要通过以下方式对-指南.进行传播

和推广/%

$

!在相关学术会议中对-指南.进行解读&

%

!

!有计划地在中国部分省份组织-指南.推广专场

会议) 确保基层的癌症筛查工作人员充分了解并正

确应用本-指南.&%

#

!在学术期刊和书籍出版社公开

发表本-指南.&%

8

!通过媒体等进行推广( 指南工作

组将综合临床实践的需求与证据产生的进展) 对本

-指南.进行更新( 计划在
#

年内对本-指南.的推荐

意见进行更新(

三"关键问题及推荐意见

#一$流行病学问题

临床问题
!

!我国食管癌发病率和死亡率

!

我国食管癌负担严重" 是恶性肿瘤死亡的主要

原因之一

!

我国食管癌发病率呈现出性别#年龄和地区差异

!

我国食管癌死亡率呈现出性别#年龄和地区差异

!H!"

年我国食管癌新发病例数为
#!I8

万例)占

全球的
A#IGHJ

"

$

#

( 国家癌症中心数据显示)

!H$%

年

中国食管癌新发病例为
!AK!A

万例) 占全部恶性肿

瘤的
%I!LJ

)其中男性
LMI8A

万例)女性
%IM"

万例(

全国食管癌发病率%粗率!为
LMI!%NL"

万)其中男性

和女性分别为
!%K"ANL"

万和
L"K"GNL"

万)男性高于

女性"

LM

#

( 食管癌发病率在
8"

岁之前处于较低水平)

自
8"

岁之后快速上升)男*女性发病率均于
M"OM8

岁年龄组达到高峰"

LP

#

(食管癌发病率存在地域差异)

!"L%

年)农村地区食管癌发病率%

LAK"NL"

万!高于城

市地区%

MK!NL"

万!

"

LM

#

( 从东*中*西三大经济区域来

看) 食管癌的发病率也存在着较大差异)

!"LA

年中

国东部地区新发食管癌
MKP

万例) 发病率为
LGK!NL"

万&中部地区新发食管癌
PK"

万例)发病率为
LPK%NL"

万& 西部地区新发食管癌
%KG

万例) 发病率
L%KMNL"

万"

!"

#

( 从
!"""

年开始)城市地区和女性人群的粗发

病率均呈下降趋势&人群年龄结构标准化后)城市*

农村*男性*女性均呈现下降趋势"

!L

#

(

!"!"

年我国食管癌死亡病例数为
#"KL

万例)占

全球的
AAK#AQ

"

$

#

( 国家癌症中

心数据显示)

!H$%

年中国食管

癌死亡病例为
$PI#P

万例)占

全部恶性肿瘤的
MIH#J

)其中

男性
$8I!#

万例)女性
AI$%

万

例( 全国食管癌死亡率%粗率!

为
$8IH!N$H

万)其中男性和女

性分别为
!HI$HN$H

万和
GI%8N

$H

万)男性高于女性"

$M

#

( 食管

表
% &'()*

证据质量与推荐强度分级

高%

>

! 非常有把握/观察值接近真实值

中%

R

! 对观察值有中等把握/观察值有可能接近真实值)但也有可能差别很大

低%

4

! 对观察值的把握有限/观察值可能与真实值有较大差别

极低%

C

! 对观察值几乎无把握/观察值与真实值可能有极大差别

弱%

!

! 利弊不确定或无论质量高低的证据均显示利弊相当

项目 内容

证据质量分级

推荐强度分级

强%

$

! 明确显示干预措施利大于弊或弊大于利

指南共识8H#



中国肿瘤
!"!!

年第
#$

卷第
%

期 !"#$%&!%$'()*+,++*-./01234.05

癌死亡率在
&"

岁之前处于较低水平! 自
&"

岁之后

快速上升! 男性死亡率在
'"('&

岁年龄组达到高

峰! 女性死亡率在
')

岁及以上年龄组达到高峰"

*+

#

$

食管癌死亡率存在地域差异!

!,*%

年!农村地区食管

癌死亡率%

**-,.$,

万&高于城市地区
/%-!.*,

万&

"

*'

#

$ 从

东'中'西三大经济区域来看!食管癌的死亡率也存

在着较大差异!

!,*)

年中国东部地区食管癌死亡病

例
%-+

万例!死亡率为
*#-&.*,

万(中部地区死亡病

例
%-'

万例!死亡率为
*&-0.*,

万(西部地区死亡病

例
)-*

万例!死亡率为
*!-+.*,

万 "

!,

#

$ 我国食管癌死

亡率呈下降趋势"

*+

#

$

临床问题
!

!我国食管癌患者的生存率

!

我国食管癌
"

年相对生存率近年来有所提高

!

我国食管癌
"

年相对生存率呈现出地区和性

别差异

食管癌预后较差! 基于全球
%,

个国家
.

地区的

数据显示! 食管癌年龄标化
)

年生存率仅
*,-,1(

#,-,1

"

!!

#

$ 我国基于
$0

个肿瘤登记地区的数据显

示 !

!,,#

)

!,$)

年食管癌
)

年合计相对生存率从

!,-+1

%

+)123

*

!,-*1(!*-%1

& 增长至
#,-#1

%

+)1

23

*

!+-%1(#*-,1

&(

!,*!

)

!,*)

年男性食管癌
)

年

生存率%

!0-01

&低于女性%

#%-01

&(城市地区食管癌

)

年生存率%

*'-*1

&低于农村地区%

##-!1

&

"

#

#

!可能

与食管癌筛查项目主要在农村地区开展有关 %尤其

是
!,*!

年以前&$虽然食管癌预后较差!但食管癌早

期患者在接受治疗后
)

年生存率可达
+)1

!因此探

索高效的筛查与早诊早治策略对于提高食管癌的生

存率至关重要"

&

!

!#

#

$

临床问题
#

!食管癌发病相关危险因素和保护因素

危险因素

!

特定的饮食因素是食管癌的危险因素

!

遗传因素是食管癌的危险因素

!

饮酒是食管癌的危险因素

!

吸烟是食管癌的危险因素

保护因素

!

某些饮食因素是食管癌的保护因素

!"

目前研究已经明确的主要危险因素

!

*

"特 定 的 饮 食 因 素 #冉进军等 "

!&

#对
!,,&

)

!,*#

年发表的中国人群中饮食因素与食管癌关系

的
!#

项研究进行
4567

分析! 结果显示! 热烫饮食

%

89:*-+#

!

+)123

*

*-%)(!-!!

&'腌制饮食%

89:*-&%

!

+)1

23

*

*-!*(*-0!

&' 辛辣饮食 %

89:*-)!

!

+)123

*

*-*)(

*-+"

&'油炸饮食%

89:*-)0

!

+)123

*

*-!#(*-+!

&'高盐

饮食%

89:*-))

!

+)123

*

*-#*(*-0+

&'霉变饮食%

89:

*-)%

!

+)123

*

*-#)(*-0'

&' 硬质饮食 %

89:!-**

!

+)1

23

*

*-*0(#-"&

&' 快速进食 %

89:*-+!

!

+)123

*

*-%!(

!-!*

&和不规律饮食%

89:*-0'

!

+)123

*

*-#"(!-!%

&均

会增加食管癌发病风险$ 汪求真等"

!)

#对
!"""

)

!"")

年发表的
!*

项中国人群食管癌饮食因素的病例对

照研究进行
4567

分析%累计病例数为
) 0)+

例!对

照病例数为
' 0+)

例&!结果显示!腌制食品'饮食不

规律'霉变食品'喜烫食'高盐饮食'进餐速度快和酸

菜均会增加食管癌的发病风险! 合并
89

分别为

!-0+

%

+)123

*

*-')(&-!"

&'

!-0%

%

+)123

*

!-&! (#-*&

&'

!-)#

%

+)123

*

!-*%(!-+)

&'

!-)*

%

+)123

*

*-0)(#-%"

&'

!-!0

%

+)123

*

*-#)(#-'!

&'

!-*0

%

+)123

*

*-%*(!-+!

&和

*-0*

%

+)123

*

*-*%(!-)&

&$

!

!

"遗传因素#食管癌有家族聚集性!一项基于

人群的大型病例对照研究显示!食管癌家族史与食

管鳞癌发病风险之间存在密切关联! 食管鳞癌的发

病风险随着受影响的一级亲属数量的增加而增加

%

;<"-""*

&!另外父母双方都患有食管癌的个体食管

鳞癌发病风险大幅度增加 %

89:0-+%

!

+)123

*

*-0&(

#%-#!

&

"

!%

#

$ 目前!全基因组关联研究%

=>?@

&已经确

定了几十个食管癌的遗传易感位点$

@ABC

等 "

!0

#对

$)'

例食管鳞癌患者进行综合基因组分析! 最终确

定了
'

个突变位点! 其中
%

个是已知的肿瘤相关基

因!包括
D;)#

'

9E$

'

2FGH!?

'

;3G#2?

'

H8D2I*

和

HJK!L!

! 另外
!

个是新发现的食管鳞癌相关基因

?F?4!+

和
J?4*#)E

$

!

#

"饮酒#饮酒人群食管癌的发病风险增高$ 世界癌

症研究基金会和美国癌症研究所发布的+

!,*'

癌症

预防和生存报告, 共纳入
%

项研究进行
4567

分析!

结果显示!酒精每日摄入量每增加
*, C

!食管鳞癌风

险增加
!)1

%

89:*-!)

!

+)123

*

*-*!(*-&*

&

"

!'

#

$

;M7NOP

等"

!+

#纳入
$'

篇探索食管鳞癌和饮酒关系的研究进

行
4567

分析! 其中
'

项研究来源于亚洲人群!

'

项

研究来源于欧洲人群!结果显示!每周酒精摄入量

Q!,, C

者的食管癌发病风险是不饮酒者的
&-%)

倍

指南共识 &,&



中国肿瘤
!"!!

年第
#$

卷第
%

期 !"#$%&!%$'()*+,++*-./01234.05

!

&'()*%+

"

,+-./

#

#*%01+*,,

$%在亚洲人群中"每周

酒精摄入量
2!3" 4

者的食管癌发病风险是不饮酒

者的
+*5"

倍 &

&'(+*5"

"

,+-./

#

#*%)1,*!)

$%在欧洲

人群中"每周酒精摄入量
2!"" 4

者的食管癌发病风

险是不饮酒者的
#*56

倍 &

&'(#*56

"

,+-./

#

!*+61

+*5!

$'

!

)

"吸烟#吸烟人群食管癌的发病风险增高'

!30)

年关于烟草问题的(美国卫生总监报告)

*

#3

+对
0,%)

年以来吸烟与食管癌的研究进行了汇总分析" 得出

的结论为# 有充分证据证明吸烟与食管癌之间存在

因果关系,

7894

等*

#0

+对
0,56

-

!30+

年发表的
+!

项

研究进行
:;<8

分析"研究人群来源于北美.欧洲.大

洋洲.亚洲及南美洲地区"结果显示"吸烟者和曾经

吸烟者食管鳞癌的发病风险分别是不吸烟者的
)*05

倍 &

''()*05

"

,+-./

#

#*)!1+*0!

$ 和
!*3+

倍 &

''(

!*3+

"

,+-./

#

0*601!*)+

$' 在中国人群中开展的相关

研究也支持吸烟是食管癌的危险因素'

.=;9

等*

#!

+基

于
.>?

队列的研究发现"在男性中"吸烟者食管癌

的发病风险是不吸烟者的
$*)6

倍&

''($*)6

"

,+-./

#

$*!)1$*6#

$"但在女性中"吸烟者与不吸烟者食管

癌的发病风险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

./

#

3*6$1!*$6

$'廖震华等*

##

+对
$,,#

-

!335

年发表的

!+

项研究进行
:;<8

分析"结果显示"每日吸烟量
$1

,

支.

$31$,

支和
!!3

支者食管癌发病风险分别是

不吸烟者的
$*#%

倍 &

&'($*#%

"

,+-./

#

$*$31$*%5

$.

$*#5

倍 &

&'($*#5

"

,+-./

#

$*35 1$*66

$ 和
#*+#

倍

&

&'(#*+#

"

,+-./

#

$*+%16*,5

$% 吸烟年限
!31!,

年.

#31#,

年和
!)3

年者食管癌发病风险分别是不吸

烟者的
$*65

倍 &

&'($*65

"

,+-./

#

$*#)1!*#6

$.

$*5,

倍 &

&'($*5,

"

,+-./

#

$*))1!*)5

$ 和
!*$+

倍 &

&'(

!*$+

"

,+-./

#

$*+%1!*,)

$'

!"

目前研究已经明确的保护因素

@A9

等*

#)

+对
$+

项研究进行
:;<8

分析"研究人群

来源于北美.欧洲.亚洲及南美洲地区"结果显示"与

最低膳食纤维摄入人群相比" 最高膳食纤维摄入人

群食管癌的发病风险降低
)5-

&

&'(3*+!

"

,+-./

#

3*)#13*%)

$% 每日膳食纤维摄入量每增加
$3 4

"

?8B!

B;<<

食管&

?8BB;<<

/

C ;CDE=84AC

"

?F

0和食管癌的风险

降低
#0-

&

&'("*%,

"

,+-./

#

"*%01"*6,

$' 一项包含

北美. 欧洲和亚洲研究人群的
:;<8

分析结果显示"

与膳食钙摄入最低者相比" 膳食钙摄入最高者食管

癌的发病风 险降低
!"-

&

&'("*5"

"

,+-./

#

"*601

"*,0

$

*

#+

+

'

GH

等 *

#%

+对纳入的
0!

项研究进行
:;<8

分

析"其中
5

项研究来自欧洲人群"

#

项研究来自美国

人群"

0

项研究来自澳大利亚人群"结果显示食用蔬

菜和水果分别可使食管腺癌发病风险降低
!)-

&

&' ("*6%

"

,+- ./

#

"*+, 1"*,%

$ 和
!6-

&

&' (

"*6#

"

,+-./

#

"*++1"*,5

$'

GHA

等 *

#6

+对
0,55

-

!"0!

年发表的
#!

项研究进行
:;<8

分析" 研究人群来源

于北美.欧洲.亚洲及南美洲地区"结果显示"相比于

蔬菜和水果摄入最低者" 蔬菜和水果摄入最高者分

别可使食管鳞癌发病风险降低
))-

&

&'("*+%

"

,+-

./

#

"*)+1"*%,

$和
)6-

&

&'("*+#

"

,+-./

#

"*))1"*%)

$'

!二"筛查和早诊早治结局

临床问题
!

! 筛查相关食管肿瘤病变病理分型和病

理分期

"

食管癌组织学分型包括!鳞状细胞癌"非特殊型#$

腺癌"非特殊型%$腺鳞癌$小细胞癌等

"

根据美国癌症联合会
"#$%&'()* +,'*- .,$!

$'--%% ,* .)*(%&/ #+..0123

分期系统"第
4

版%&食管癌病理分期分为
5

期$

!

期$

"

期$

#

期和
$

期

食管癌的组织学分型推荐参考1

7I&

消化系统

肿瘤分类&

!"0,

年版0)

*

#5

+

"主要包括鳞状细胞癌&非

特殊型0.腺癌&非特殊型0.小细胞癌等'

食管癌病理分期系统推荐应用1

JK..

癌症分期

手册&第
5

版0)

*

#,

+

' 细化定义如下#

!

0

"原发肿瘤!

L

"#

L

M

"原发肿瘤不能评价%

L

"

"没

有原发肿瘤的证据%

L

HC

" 高级别上皮内瘤变&

=H4=!

4B8N; H9<B8;EH<=;OH8O 9;DEO8CH8

"

IP/Q

0

R

异型增生%

L

08

"

肿瘤侵及黏膜固有层和黏膜肌层%

L

0S

" 肿瘤侵及黏

膜下层%

L

!

"肿瘤侵及固有肌层%

L

#

"肿瘤侵及食管纤

维膜%

L

)8

"肿瘤侵及胸膜.心包.奇静脉.膈肌或腹膜%

L

)S

"肿瘤侵及其他邻近结构"如主动脉.椎体或气道'

!

!

"区域淋巴结!

Q

"#

Q

M

"区域淋巴结无法评价%

Q

"

"无区域淋巴结转移%

Q

0

"

01!

个区域淋巴结转移%

Q

!

"

#1%

个区域淋巴结转移%

Q

#

"

!6

个淋巴结转移'

!

#

"远处转移!

:

"#

:

"

"无远处转移%

:

0

"有远处

转移'

具体
JK.. LQ:

分期&第
5

版0定义规则见表
!

'

指南共识)"+



中国肿瘤
!"!!

年第
#$

卷第
%

期 !"#$%&!%$'()*+,++*-./01234.05

临床问题
!

!食管早期癌和癌前病变定义

!

食管早期癌指病灶局限于黏膜层的食管浸润性

癌"无论有无区域淋巴结转移

!

食管癌前病变包括食管鳞状上皮细胞异型增生

和
"#$$%&&

食管异型增生

食管早期癌和癌前病变定义主要参考来源包括

!

&'(

消化系统肿瘤分类 "

!")*

年版#$%食管癌诊

疗规范"

!+),

年版#&%食管癌诊疗指南"

!"!"

年版#&

等多部国内外指南及专家共识'

#,

(

-".-)

)

*

临床问题
'

!食管癌筛查不良结局事件指标

!

食管癌筛查的危害是指与未筛查相比" 个人或

群体在参与筛查过程中产生的任何负面效应

!

过度诊断是指个体通过参与筛查被诊断为恶性

肿瘤"但如果个体未进行筛查"则恶性肿瘤终生

不会被发现的情况

!

间期癌是指在常规筛查间隔之间被诊断出的恶

性肿瘤

食管癌筛查不良结局事件主要参考美国癌症研

究所的医师数据咨询信息库 "

/01234356 7585 9:;<1

(

=>?

#中的
=>?

癌症信息摘要"

=>? 4564;< 36@A<B5!

83A6 2:BB5<3;2

#

'

-!.-#

)

*

筛查的危害!筛查的危害是指与未筛查相比(个

体或群体在参与筛查过程中产生的任何负面效应*

对筛查危害的评估不仅要量化危害的发生频率(还

要量化其严重程度* 筛查的危害在随机对照试验和

筛查项目中可能存在差异* 筛查的危害可根据筛查

的类型"如生理影响+心理影响+经济压力以及时间
C

机会成本#和危害产生的环节"如筛查过程+筛查技

术本身+监测以及阳性筛查结果的管理#进行分类*

筛查过程的危害包括, 因被邀请参加筛查或等待筛

查结果而产生的焦虑( 以及对自身不良生活方式或

寻求健康行为的焦虑*筛查技术本身的危害包括,从

阴性筛查结果得到的保证可能会导致患者忽视自身

出现的症状(从而延迟就医(导致间期癌的延迟诊断

和可能的死亡-内镜检查相关的并发症和感染*

过度诊断! 过度诊断是指个体通过参加筛查被

诊断为恶性肿瘤(但如果个体未进行筛查(则终生不

会发现这些恶性肿瘤* 部分经过筛查发现的肿瘤并

不会继续生长和转移( 然而这些肿瘤一经发现医生

就会给予治疗( 目前没有明确的证据表明在这种情

况下给予治疗会延长患者的生命( 并且过度的治疗

会对患者造成心理上的焦虑和经济上的负担* 一项

多中心国际研究的结果显示(

D5<<;88

食管重度异型

增生的过度诊断率可达
-+E

'

--

)

* 过度诊断会对患者

造成较大的心理压力( 导致患者高估自己患癌的风

险* 美国的一项问卷调查表明( 筛查发现的
D5<<;88

食管患者中约
%#E

的患者
)

年内患恶性肿瘤的风

险被高估(约
#,E

的患者一生中患恶性肿瘤的风险

被高估'

-F

)

*

假阳性! 正常个体可能在筛查试验中获得异常

结果* 假阳性检测结果可能会引起焦虑和后续频繁

的检查*

假阴性! 由于筛查的手段对于食管癌的检出概

率并不能达到
$++E

( 食管癌患者可能在筛查中获

得正常结果'

-%

)

*这种假阴性结果"错误显示恶性肿瘤

患者未患恶性肿瘤# 可能导致患者在出现症状的情

况下依然推迟治疗*

内镜检查相关的并发症和感染! 筛查可能会导

致内镜检查相关的罕见但较为严重的并发症( 包括

穿孔+心肺事件+误吸"食物+水+胃酸或呕吐物进入

呼吸道#以及需要住院治疗的严重出血'

-GH-,

)

* 这些筛

查相关的并发症发生率估计为
+I)#C)+ +++

次(相

关死亡率为
+I+J,K$+ +++

次*此外(内镜检查还可能

导致感染( 相关研究报道有乙肝病毒和幽门螺杆菌

感染'

-*.F$

)

(为了减少类似情况的发生(我国已制定了

%软式内镜清洗消毒技术规范
&L F+G.!+$%

&

'

F!

)

*

表
!

食管癌
"#$$ %&'

分期对应表!第
(

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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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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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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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群风险分类

临床问题
!

!食管癌高发区定义

!

建议以县级行政区为单位界定食管癌高发地区

"强推荐#证据分级!中$

!

食管癌年龄标化发病率
"#$%#&

万的地区为食

管癌高发地区%年龄标化发病率
"'&%#&

万的地

区为食管癌极高发地区

&强推荐%证据分级!中$

本 !指南" 对食管癌高发地区的定义主要参考

!中国早期食管癌及癌前病变筛查专家共识意见

#

!&$'

$新乡%"

&

(

'

(

国内大部分食管癌筛查专家共识都将食管癌高

发地区人群列为筛查对象之一$然而很少对)高发地

区*这一概念进行明确的定义+ 目前仅有!中国早期

食管癌及癌前病变筛查专家共识意见#

!&$'

$新乡%"

对食管癌高发地区的概念进行了专门的定义$ 即以

县级行政区为单位界定食管癌高发地区$以
!&&&

年

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各年龄段人口数为标准$

年龄标化发病率
)$*+$&

万为高发地区$年龄标化发

病率
)*&+$&

万为极高发地区&

(

'

(

临床问题
(

!食管癌高风险人群定义

年龄
")'

岁%且符合以下任意一项!

!

长期居住于食管癌高发地区

&强推荐%证据分级!中$

!

一级亲属中有食管癌疾病史

&强推荐%证据分级!中$

!

患有食管癌前疾病或癌前病变

&强推荐%证据分级!中$

!

有吸烟'饮酒'热烫饮食等生活和饮食习惯

"强推荐%证据分级!中$

目前$ 全球各国发表的食管癌筛查指南或专家

共识均建议在高风险人群中进行食管癌筛查$ 但是

各个指南对食管癌高风险人群的判定标准有一定的

差异(除了年龄外$国内外大部分指南和专家共识在

定义食管癌高风险人群时均考虑了食管癌家族史(

例如中国临床肿瘤学会发布的 !食管癌诊疗指南

#

!&!&

年版%"将符合下列任何一项者定义为食管癌

高风险人群, 年龄
",&

岁且来自食管肿瘤高发地

区-有食管肿瘤家族史-具有食管癌高危因素#吸烟.

重度饮酒.头颈部或呼吸道鳞癌.喜食高温及腌制食

物. 口腔卫生状况不良等%

&

,$

'

( 美国胃肠内镜协会

#

-./01234 5621/78 960 :3;706147/;7143< =4>6;26?8

$

-5:=

%将满足下列条件的人群定义为食管癌高风险

人群,白人男性-年龄
)*"

岁-患有胃食管反流病
*

年以上-有
@300/77

食管或食管腺癌家族史&

*#

'

(

国内外常用的食管癌筛查指南和专家共识在定

义高风险人群时$ 除了年龄和食管癌家族史这两个

因素外$其他方面有很大的差异(一些国外组织机构$如

美国胃肠内镜学会 #

-5:=

%

&

*#

'

. 美国胃肠病 协 会

#

-./01234 :3;706/47/06<6A123< -;;62137164

$

-:-

%

&

*,

'

.

英国胃肠病协会#

@0171;B 5621/78 69 :3;706/47/06<6A8

$

@5:

%

&

**

'

.美国胃肠病学会#

-./01234 C6<</A/ 69 :3;!

706/47/06<6A8

$

-C:

%

&

*%

' 和欧洲胃肠内镜协会#

=D06!

?/34 5621/78 69 :3;706147/;7143< =4>6;26?8

$

=5:=

%

&

*E

'

制定的食管癌筛查指南在定义高风险人群时通常考

虑
@300/77

食管.胃食管反流病.肥胖等因素(然而国内

的专家共识在定义食管癌高风险人群时$通常考虑食

管癌前病变.是否来自食管癌高发地区.是否暴露于

吸烟.饮酒等食管癌的危险因素&

(F'

$

,"

$

*(

'

(国内外对高风

险人群的定义存在分歧的主要原因是$ 一方面国外

食管癌的组织学分型以腺癌为主$ 而国内食管癌以

鳞状细胞癌为主$ 另一方面国内与国外食管癌发病

的危险因素也不同&

*'

'

( 考虑到本!指南"应用于中国

人群$因此在制定食管癌高风险人群定义时$主要参

考国内指南和专家共识以及食管鳞癌发生相关的研

究证据(

本 !指南" 在制定食管癌高风险人群推荐意见

时$也考虑了国内食管癌发病常见的危险因素(食管

癌家族史是食管癌发病较为重要的一个危险因素$

我国食管癌发病存在明显的家族聚集现象$ 这可能

与同一家族的患者具有相同的遗传背景有关$ 有研

究者发现多个与食管鳞癌发生有关的易感基因位

点$这些位点与环境因素产生交互作用$影响食管鳞

癌的发生&

%"

'

( 食管癌发病存在家族聚集现象的另一

个原因$ 可能是由于同一家族的患者共同暴露于特

定的环境因素&

%G

'

( 癌前病变也是影响食管癌发生的

另一个危险因素( 食管癌的癌前病变包括食管鳞状

上皮异型增生和
@300/77

食管相关异型增生$这两种

癌前病变均与食管癌的发生密切相关&

#(

'

( 一项在河

指南共识,"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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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中国指南和专家共识对食管癌高风险人群定义汇总

提出组织
!

机构 发表时间!年" 适用人群 高风险人群定义

中华医学会消化内镜学分会!中国抗癌
协会肿瘤内镜专业委员会&'(

!")*

中国人群 年龄在
+,

岁以上且符合下列任何一项为食管癌高风险
人群"#

)

$来自食管癌高发区%&

!

$有上消化道症状%&

#

$有
食管癌家族史%&

+

$患有食管癌前疾病或癌前病变%&

*

$具
有其他食管癌高风险因素&吸烟'重度饮酒'头颈部或呼
吸道鳞癌等(

中华医学会消化内镜学分会消化系统
早癌内镜诊断与治疗协作组!中华医学
会消化病学分会消化道肿瘤协作组!中
华医学会消化病学分会消化病理学组&*-(

!")%

中国人群 符合下列任何一项为食管癌高风险人群"&

)

(长期居住于
食管癌高发区%&

!

(一级亲属有食管鳞癌病史%&

#

(既往有
食管病变史&食管上皮内瘤变(%&

+

(本人有癌症史%&

*

(长
期吸烟史%&

%

(长期饮酒史%&

.

(有不良饮食习惯如进食过
快'热烫饮食'高盐饮食'进食腌菜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

中国人群 &

)

(年龄在
+,

岁及以上%&

!

(生活在食管癌高发区%&

#

(直
系亲属有食管癌或恶性肿瘤病史%&

+

(有食管癌前疾病或
癌前病变%&

*

(长期吸烟'饮酒

国家消化内镜专业质控中心!国家消化
系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上海(!国家
消化道早癌防治中心联盟!中国医师协
会内镜医师分会!中华医学会消化内镜
学分会!中华医学会健康管理学分会!

中国抗癌协会肿瘤内镜学专业委员会&-(

!,)'

中国人群 年龄在
+,

岁及以上且符合下列任何一项为食管癌高风
险人群"&

)

(出生或长期居住于食管癌高发地区%&

!

(一级
亲属有食管癌病史%&

#

( 有食管癌前病变或癌前疾病 %

&

+

(本人有头颈癌病史%&

*

(暴露于食管癌危险因素&热烫
饮食'饮酒'吸烟'进食过快'室内空气污染或牙齿缺失(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指南工作委员会&+)(

!,!,

中国人群 符合下列任何一项为食管癌高风险人群"&

)

(年龄
!+,

岁
来自食管肿瘤高发地区%&

!

(有食管肿瘤家族史%&

#

(有食
管癌高危因素&吸烟'重度饮酒'头颈部或呼吸道鳞癌'喜
食高温及腌制食物'口腔卫生状况不良等(

南省林州市进行的队列研究结果显示!在
)#/*

年的

随访过程中!正常食管鳞状上皮'鳞状上皮轻'中'重

度异型增生癌变率分别为
-0

'

!+0

'

*,0

和
.+0

) 与

病理诊断正常的个体相比! 筛查病理确诊为食管鳞

状上皮轻度异型增生 #

112!/'

!

'*034

"

)/%5*/!

('中

度异型增生#

112'/-

!

'*034

"

*/#5)-/#

('重度异型增

生#

112!-/#

!

'*034

"

)*/#5*!/#

(患者食管癌发病风

险依次升高*

%!

+

) 另一项在我国林州,磁县'肥城食管

癌高发地区开展的前瞻性队列研究结果显示! 在约

-/*

年的随访时间内!正常食管鳞状上皮'食管鳞状

上皮轻'中'重度异型增生人群癌变的累积发生率分

别为
"/!%0

'

)/+0

'

+/*0

和
)*/+%0

!并且与正常食管

鳞状上皮的个体相比! 患有食管鳞状上皮轻度异型

增生 &

612+/**

!

'*034

"

!/-!5./#+

(' 中度异型增生

&

612)*/)-

!

'*034

"

-/'- 5!*/%%

(' 重 度 异 型 增 生

&

612**/.-

!

'*034

"

!'/.-5),+/+'

( 的个体具有更高

的食管癌发病风险*

%#

+

- 这两项研究都在中国食管癌

高发地区开展! 研究人群为长期居住于食管癌高发

区的人群!因此在这两项研究中!当地一般人群的食管

癌发病率也高于全国平均发病水平#

)'/!-7)"

万(

*

%+

+

- 一

些生活习惯和饮食习惯同样能增加食管癌发病风

险-一项基于中国人群的前瞻性队列研究显示!饮用

热茶是食管癌发病的危险因素! 并与吸烟和饮酒存

在协同作用*

%*

+

- 一项在伊朗食管癌高发地区开展的

研究显示!吸烟'饮用热茶'摄入水果蔬菜过少和室

内空气污染均为食管鳞癌发病的危险因素*

%%

+

-目前!

国内与国外常用的食管癌筛查指南和专家共识对于

高风险人群的定义见表
#

和表
+

*

-8'

!

+,8+$

!

*+8*-

!

%.

+

-

综上所述!本.指南/在制定食管癌高风险人群

推荐意见时考虑了年龄,是否来自食管癌高发区,食

管癌家族史, 食管癌前病变以及是否存在吸烟,饮

酒,热烫饮食等食管癌危险因素-

!四"筛查起止年龄

临床问题
!

!食管癌高风险人群筛查的推荐起止年龄

"

推荐高风险人群食管癌筛查起始年龄为
"#

岁"至
$#

岁或预期寿命
%#

年时终止筛查

#强推荐"证据分级!中$

我国食管癌年龄别发病率和死亡率在
+*

岁之

前处于较低水平!自
+*

岁之后迅速上升!发病率于

-,5-+

岁年龄组达到高峰*

%+

+

- 基于我国
$+*

个肿瘤

指南共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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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国外指南和专家共识对食管癌高风险人群定义汇总

提出组织
!

机构 发表时间!年" 适用人群 高风险人群定义

美国胃肠病协会&'()

!"**

美国人群 !

*

"白人男性#!

!

"年龄
+',

岁#!

#

"患有胃食管反流病#!

(

"患有食管裂孔
疝#!

'

"肥胖

美国胃肠内镜学会&%-)

!"*!

美国人群 !

*

"白人男性#!

!

"年龄
+'"

岁#!

#

"患有胃食管反流病
'

年以上#!

(

"有
./00122

食管或食管腺癌家族史

英国胃肠病协会&'')

!,$(

英国人群 !

$

"白人男性#!

!

"年龄
+',

岁#!

#

"肥胖#!

(

"有慢性胃食管反流病症状
#

年以上#!

'

"一级亲属有
./00122

食管或食管腺癌疾病史

美国胃肠病学会&'%)

!,$%

美国人群 !

$

"男性#!

!

"有
'

年以上或频繁出现!每周至少
$

次"胃食管反流病的
症状#!

#

"有
!!

个的
./00122

食管或食管腺癌的危险因素$危险因素包括
年龄

!',

岁%高加索种族%向心性肥胖!腰围
+$,! 34

或腰臀比
+,56

"%有
吸烟史%一级亲属有

./00122

食管或食管腺癌疾病史

欧洲胃肠内镜协会&'-)

!,$-

欧洲人群 !

$

"患有胃食管反流病
'

年以上#!

!

"有多个危险因素!男性%白人种族%

年龄
!',

岁%一级亲属有
./00122

食管或食管腺癌疾病史"

登记处的食管癌统计数据显示 $

('7(6

岁 %

',7'(

岁%

''7'6

岁%

%,7%(

岁%

%'7%6

岁%

-,7-(

岁年龄组

的食管癌发病率分别为
$!5#(8*,

万%

!95#,8*,

万 %

'#56%8*,

万 %

9959%8*,

万 %

*,65998*,

万 %

*#,5*,8*,

万$而
#'7#6

岁和
(,7((

岁年龄组的食管癌发病率

则分别为
*5(*8*,

万和
'5,*8*,

万 &

%9

'

( 因此$本)指

南*建议将
('

岁作为食管癌筛查的起始年龄(

对于食管癌筛查的终止年龄$国内有专家共识

建议到
-(

岁终止筛查&

9:6

$

'9

'

( 虽然我国老年人食管

癌发病率仍然较高$

-'7-6

岁+

9,79(

岁和
9'

岁及

以上年龄组食管癌发病率分别为
*(!5!68*,

万 %

*(#5%'8*,

万和
*!'5!*8*,

万 &

%9

'

$但是目前食管癌筛

查手段以内镜为主$这种筛查方式本身有可能会对

患者造成创伤$且癌症的治疗本身也存在一定副作

用, 考虑到老年人的身体状况和预期寿命$

-'

岁及

以上老年人参加食管癌筛查的获益和危害难以权

衡$且将食管癌筛查终止年龄延后可能导致更高的

成本,因此$本)指南*推荐
-'

岁或预期寿命
;'

年者

终止筛查,

!五"筛查和早期诊断方法

临床问题
!"

!食管新型细胞收集器筛查食管癌的有

效性

"

不推荐使用传统球囊拉网细胞学检查进行食

管癌早期筛查

"弱推荐#证据分级!中$

"

推荐使用食管新型细胞收集器进行
#$%%&''

食

管筛查

%弱推荐&证据分级!中$

"

推荐使用食管新型细胞收集器进行内镜前食管

癌初筛

%强推荐&证据分级!中$

!,,9

年$一项对无症状人群!

<=-(,

"开展筛查

的前瞻性评估结果显示$传统机械球囊细胞学检查

诊断食管鳞状细胞异型增生或肿瘤的灵敏度为

#6>

%特异度为
9'>

$充气球囊拉网细胞学检查诊断

食管鳞状细胞异型增生或肿瘤的灵敏度为
(%>

%特

异度为
9(>

&

%6

'

, 可见$传统拉网细胞学检查的灵敏

度偏低$且缺乏高级别证据的支持, 目前$国内多个

专家共识均已不推荐将传统机械球囊和充气球囊拉

网细胞学作为早期食管癌筛查的手段&

9:6

$

'9

'

,

食管新型细胞收集器是一种新型食管细胞学采

样装置$相比传统拉网细胞学采样具有更高的成功

率&

9

'

,

!,*9

年发表的系统评价结果显示新型细胞收

集器在
./00122

食管筛查与检测%食管鳞状上皮异型

增生检测%嗜酸性食管炎的检测及食管良性疾病的

评估方面都有显著的效果$且患者的接受度普遍较

高&

-,

'

,

!,*#

年的一项建模分析显示$与不筛查相比$

在胃食管反流人群中采用新型细胞收集器筛查可有

效降低食管腺癌死亡率&

-*

'

,

!,*-

年发表的一项横断

面研究显示$新型细胞收集器在食管异常筛查中的

准确性高达
6(5->

&

-!

'

,

!,*6

年$一项系统评价显示$

在使用新型细胞收集器过程中$ 不良事件发生率

极低!

;*8! ,,,

"$与未镇静处理的内镜检查比较$新

型细胞收集器接受度更高!中位数
%5,

$四分位间距

'5,795,

"$且绝大部分患者!

6,5*>

"无吞咽困难 &

-#

'

,

!,!,

年发表的一项在新西兰开展的调查性研究显

指南共识(,6



中国肿瘤
!"!!

年第
#$

卷第
%

期 !"#$%&!%$'()*+,++*-./01234.05

示!受访者更愿意选择无创筛查方式!但无创筛查方

式的灵敏度和特异度低于传统胃镜筛查"

&'

#

$ 食管新

型细胞收集器筛查食管鳞癌及癌前病变的研究起步

较晚!但进展迅速$ 伊朗学者开展的一项研究显示!

新型细胞收集器结合
()#

免疫组化诊断食管鳞状上

皮异型增生灵敏度和特异度分别为
*+",

和
-&,

"

&)

#

$

!+!$

年发表的一项在坦桑尼亚开展的研究认为细

胞海绵取样具有安全性%可接受性和可行性的特点!

为创新的病因学和早期检测研究铺平了道路"

&%

#

$ 近

期!中国团队改良了食管细胞收集器形状!实现单次

平均细胞采集数量超过
%++

万个! 安全性和患者耐

受性良好&并研发了人工智能辅助细胞诊断系统!在

社区筛查人群中评价灵敏度达
-+,

! 特异度达

-#.&,

! 充分显示了其在我国高发地区人群筛查中

的应用前景"

&&

#

$

!+$-

年国内专家共识推荐食管新型

细胞收集器联合生物标志物检测对
/011233

食管相

关异型增生及早期食管腺癌进行初筛! 同时联合生

物标志物检测在食管鳞状上皮异型增生及早期鳞癌

筛查中开展更多应用"

4

#

$ 此外!

!"*#

年和
!"*&

年发

表的两项研究均显示新型食管细胞筛查相较于传统

的内镜筛查成本更低!更容易被患者接受"

&*

!

&4

#

$ 食管

癌指南和专家共识关于细胞学检查的推荐意见参见

表
)

"

45-

!

)4

#

$

临床问题
!!

!食管癌的生物标志物筛查

!

不推荐生物标志物检测用于食管癌筛查

"强推荐#证据分级!极低$

已有多种生物标志物被提出可用于辅助诊断食

管癌! 但它们并不能确认食管癌前病变的诊断或者

预测高危人群食管癌的进展风险"

&-64$

#

$ 现阶段不推

荐单个生物标志物或一组生物标志物组合用于食管

癌的筛查或诊断$

食管鳞状细胞癌患者循环失调的
7891:;<=>

被认为在食管癌的诊断和预后方面具有较好潜力$

一项纳入
#)

项研究的
?230

分析评估了血浆或血清

7891:;<=>

在诊断食管鳞状细胞癌的效能 "

4!

#

!结果

显示!循环
7891:;<=>

用于诊断食管鳞癌的灵敏度

为
+.4+

'

-),@A

(

+.&&B+.4!

)!特异度为
+.&4

'

-),@A

(

+.&)B+.4$

)! 受试者工作特征 '

12928C21 :(21038DE

9F01093218>389

!

;G@

) 曲线下面积为
+.4%

'

-),@A

(

+.4!B+.44

)$ 在食管癌患者血清中发现的与肿瘤相

关抗原相关的自身抗体也被提出作为食管癌早期诊

断的生物标志物$ 最常用的抗体检测方法是酶联免

疫吸附试验! 最常用来评估的自身抗体包括
()#

%

<H!IJG!*

%

KJL&+

%

9!?M9

%

??L!&

等"

4#64)

#

$ 大多数原

始研究仅评估了单一抗体诊断价值! 仅有少数研究

评估了多种自身抗体组合的诊断价值$ 对于单一自

表
!

食管癌指南和专家共识关于细胞学检查的推荐意见

题目 制定单位 推荐意见

中国早期食管癌及癌前病
变 筛 查 专 家 共 识 意 见
'

!+*-

年!新乡)

N4O

国家消化内镜专业质控中心!国
家消化系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
心'上海)!国家消化道早癌防治
中心联盟!中国医师协会内镜医
师分会!中华医学会消化内镜学
分会!中华医学会健康管理学分
会!中国抗癌协会肿瘤内镜学专
业委员会

$.

不推荐传统食管拉网细胞学和上消化道
钡餐造影用于食管癌筛查'推荐强度(强!

证据质量(中等)

!.

食管新型细胞收集器 '

@M3:>(:DE2

)进行
细胞学检查联合生物标志物检测可对

/01!

1233

食管相关异型增生及早期食管腺癌进行
有效初筛'推荐强度(弱!证据质量(中等)

#.

食管新型细胞收集器 '

@M3:>(:DE2

)进行
细胞学检查联合生物标志物检测在食管鳞
状上皮异型增生及早期鳞癌的初筛中具有
一定应用前景!但仍缺乏用于我国人群筛查
的充分证据'推荐强度(弱!证据质量(低)

中国早期食管癌筛查及内
镜 诊 治 专 家 共 识 意 见
'

!+$'

年!北京)

N-O

中华医学会消化内镜学分会!中
国抗癌协会肿瘤内镜专业委员
会

不推荐食管拉网细胞学检查及上消化道钡
餐造影用于早期食管癌筛查

中国早期食管鳞状细胞癌
及癌前病变筛查与诊治共
识'

!+$)

年!北京)

N)4O

中华医学会消化内镜学分会消
化系统早癌内镜诊断与治疗协
作组!中华医学会消化病学分会
消化道肿瘤协作组!中华医学会
消化病学分会消化病理学组

不推荐使用上消化道钡餐检查%拉网细胞
学检查进行早期食管鳞癌及癌前病变的
筛查

发表时间
!年"

!+$-

!+$)

!+$%

国家

中国

中国

中国

指南共识 '$+



中国肿瘤
!"!!

年第
#$

卷第
%

期 !"#$%&!%$'()*+,++*-./01234.05

身抗体!特异度通常非常高"中位特异度为
&'(#)

#!

但灵敏度大多相当低"中位灵敏度为
!%(*)

$% 对于

某些自身抗体组合! 可以在相当高的特异度水平下

获得更高的灵敏度! 但仍然达不到可以用来筛查的

标准% 开发扩展和优化的自身抗体标志物组合!在

食管癌早期筛查诊断中具有良好前景! 但现阶段仍

不推荐任何肿瘤相关抗原的自身抗体用于食管癌筛

查% 其他有报告用于食管癌筛查以及鉴别诊断的生

物标志物包括血清蛋白和组织蛋白等&

'%+'&

'

% 然而这

些研究提供的证据不充分! 无法推荐任何生物标志

物来补充或替代内镜检查和组织病理学检查的标准

常规做法% 食管癌指南和专家共识关于标志物筛查

的推荐意见参见表
%

&

,-

!

,%

!

&"

'

%

临床问题
!"

!食管癌筛查人群与筛查间隔

!

推荐我国食管癌高风险人群每
#

年进行
!

次

内镜检查

"强推荐#证据分级!中$

!

推荐低级别上皮内瘤变者每
!$%

年进行
!

次

内镜检查

%强推荐&证据分级!中$

!

推荐低级别上皮内瘤变合并内镜下高危因素或

病变长径
&! '(

者每年接受
!

次内镜检查&持

续
#

年

%强推荐&证据分级!中$

!

推荐无异型增生的
)*++,--

食管患者&每隔
%$#

年进行
!

次内镜检查

%弱推荐&证据分级!低$

!

推荐低级别上皮内瘤变的
)*++,--

食管患者&每

隔
!$%

年进行
!

次内镜检查

%弱推荐&证据分级!低$

!""%

(

!".!

年! 江苏省扬中市农村一项针对

-/0%&

岁人群的上消化道内镜筛查队列研究显示!

筛查组食管癌病例数为
&*

例)

12$! *%'

$*发病粗率

为
$!*(,!3./

万"

&,)45

+

./-(,.3./

万
0.,,(%/3./

万$!未

筛查组食管癌病例数为
-*#

例"

12## !,*

$*发病粗率

为
!/&(-.3./

万"

&,)45

+

.&.(#%3./

万
0!!&(.%3./

万$,筛

查组因食管癌死亡
!-

例* 死亡粗率为
--(&!3./

万

)

&,)45

+

#!(/&3./

万
0%!('%3./

万$!未筛查组因食管

癌死亡
!.'

例* 死亡粗率为
&'(#%3./

万 )

&,)45

+

'%(.#3./

万
0..!(#!3./

万$

&

&.

'

% 另外!研究显示!与未

筛查组比较! 筛查组食管癌发生的
66

值为
/(*/

)

&,)45

+

/(,%0/('%

$!筛查组因食管癌死亡的
66

值

为
/(-*

)

&,)45

+

/(##0/(%*

$!且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

义)

78/(//$

$

&

&$

'

%

!//%

-

!/$,

年!四川省盐亭县以乡

镇
%% !/!

名
-/0%&

岁人群为筛查对象的上消化道

内镜筛查队列研究显示!筛查组"

12!! */!

$食管癌

的发病风险低于对照组 "

12## #!,

$"

662/(,&

!

&,)

45

+

/(-&0/(*!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78/(//$

$

&

&!

'

%

另外!筛查组因食管癌死亡
,/

例!对照组因食管癌

死亡
#&#

例! 筛查组食管癌的死亡风险低于对照组

"

662/(#!

!

&,)45

+

/(!#0/(-#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78/(/,

$

&

&!

'

%

!//%

-

!/$!

年!以山西省阳城县
,# ,-$

名农村人群为研究对象的上消化道内镜筛查研究

显示!筛查组食管癌病例数为
$$%

例"

12$! -%/

$*发

病粗率为
$-'(&#3$/

万 "

&,)45

+

$!-($,3$/

万
0$*'(%,3

$/

万$!未筛查组食管癌病例数为
-!*

例"

12-$ /'$

$*

发病粗率为
$&/(#!3$/

万 "

&,)45

+

$*#($/3$/

万
0

!/&(!,3$/

万$,筛查组因食管癌死亡
-$

例*死亡粗率

为
,#($/3$/

万"

&,)45

+

#&($/3$/

万
0*!($!3$/

万$!未筛

查组因食管癌死亡
$%&

例* 死亡粗率为
**(/#3$/

万

表
!

食管癌指南和专家共识关于生物标志物筛查的推荐意见

题目 制定单位 推荐意见

94: ;<=1=;>< ?@=AB<=1BC A=>?1DE=E >1A

F>1>?BFB1G DH I>JJBGG

.

E BEDKL>?@E

M,%N

美国胃肠病学会 目前不建议使用额外的生物标志物对
I>JJBGG

食管患者进行风险分层 "推荐
强度+强!证据质量+低$

9@EGJ><=>1 ;<=1=;>< KJ>;G=;B ?@=AB<=1BE

HDJ GLB A=>?1DE=E >1A F>1>?BFB1G DH

I>JJBGG

.

E BEDKL>?@E >1A B>J<O

BEDKL>?B>< >AB1D;>J;=1DF>

M&/N

澳大利亚癌症委员会 无足够证据表明细胞角蛋白 *

PQ4

*

:$*

和
9:!

用于
I>JJBGG

食管的诊断
"证据质量+极低$

9FBJ=;>1 :>EGJDB1GBJD<D?=;>< 9EED;=!

>G=D1 FBA=;>< KDE=G=D1 EG>GBFB1G D1 GLB

F>1>?BFB1G DH I>JJBGG

.

E BEDKL>?@E

M,-N

美国胃肠病协会 反对使用分子生物标志物来确认组织
学不典型增生的诊断! 或者将其作为
I>JJBGG

食管患者风险分层的方法 "推
荐强度+弱!证据质量+低$

发表时间
!年"

!/$%

!/$,

!/$$

国家

美国

澳大利亚

美国

指南共识-$$



中国肿瘤
!"!!

年第
#$

卷第
%

期 !"#$%&!%$'()*+,++*-./01234.05

!

&'()*

"

%%+!',-"

万
./&+'%,$0

万#

$

&#

%

& 另外'与对照组

(

%% '!'

人#比较'筛查组)

- '1&

人*食管癌发生的

22

值为
0+%$

)

&'()*

"

0+'0.0+13

*'食管癌死亡的
22

值为
0+'$

)

&'()*

"

0+#%.0+%&

*

$

&#

%

+

!00%

,

!0$'

年'以

山东省肥城县
30.%&

岁人群为筛查对象的上消化

道内镜筛查队列研究显示' 受邀筛查组累计因食管

癌死亡
%0

例!

45!# 310

*'受邀但未参与筛查组累计

因食管癌死亡
$'1

例!

45## !'1

*'未受邀且未筛查组

累计因食管癌死亡
1#3

例!

45'/ $0%

*'受邀筛查组与

未受邀且未筛查组比较' 因食管癌死亡的
22

值为

0+#'

!

&'()*

"

0+!%.0+3'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67

"+""-

*'受邀组无论是否筛查与未受邀组相比'因食

管癌死亡的
22

值为
"+1"

!

&'()*

"

"+%"."+/-

*'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

67"+""-

*

$

&3

%

&

!""&

,

!"--

年对河

南省
-- "#'

人进行食管内镜筛查' 其中
1 "#/

人

!

%#+1'(

*食管无异常'

# 11'

人!

#3+!-(

*确诊为癌

前病变'

!!!

人!

!+"-(

*确诊为食管癌-在食管癌确

诊患者中'

3".33

岁.

3'.3&

岁.

'".'3

岁.

''.'&

岁.

%".%3

岁.

%'.%&

岁的患者占比分别为
-+3(

.

%+!&(

.

-%+1/(

.

!"+&/(

.

!1+&1(

和
!%+'1(

$

&'

%

& 另一项在我

国河北省磁县农村地区进行的病例对照研究发现'

筛查组食管鳞状细胞癌的累积发病率和累积死亡率

分别为
-+%/(

!

#%#,!- %'#

* 和
-+33(

!

#-!,!- %'#

*'

对照组食管鳞状细胞癌的累积发病率和累积死亡率分

别为
-+&3(

!

3%",!# 1##

* 和
-+13(

!

3-!,!# 1##

*

$

%

%

&

!""1

,

!"-#

年以河南省安阳市多个村庄
%"/ 3"!

人为研究对象的食管癌内镜筛查研究也显示' 在筛

查队列中确诊了
!#

例上消化道肿瘤'其中
-%

例为食

管癌'死亡的
-"

例消化道肿瘤中有
'

例为食管癌-与

对照组比较'筛查组的标准化发病比和死亡比分别为

"+'1

!

&'()*

"

"+#/."+/%

*和
"+31

!

&'()*

"

"+!'."+//

*

$

&%

%

&

)894

等
!"!-

年发表的一项多中心研究显示' 在接

受筛查的
--# #3"

人中发现
- -!1

例食管癌患者和

#1!

例因食管癌死亡患者' 未接受筛查的
!!3 %11

人中发现
! /&%

例食管癌患者和
- 3/'

例因食管癌

死亡患者' 对照组
!&& 3/#

人中发现
% #"'

例食管

癌患者和
# #-1

例因食管癌死亡患者- 与对照组比

较'筛查组发生食管癌的风险为
"+13

!

&'()*

"

"+%&.

"+1&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67"+""-

*-筛查组因食

管癌死亡的风险为
"+3"

!

&'()*

"

"+#%."+3'

*'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

67"+""-

*

$

'

%

&

!"-!

年发表的一项评估我国高风险地区食管

癌内镜筛查策略成本
:

效益的研究显示'

'"

岁时进

行
-

次内镜筛查的净现值!

' '""

万美元*和收益成

本比!

!+'!

*最低'我国高风险地区的食管癌筛查具

有一定的成本
:

效益$

&1

%

&

!"-/

年一项针对山东省上

消化道癌内镜筛查的直接医疗成本分析显示' 上消

化道癌筛查的直接医疗成本最高为
- 1%#+!"

元
,

例.

最低为
!""+'#

元
,

例$

&/

%

&

!"-/

年
;<

等$

&&

%发表的一项

关于我国高风险地区食管癌内镜筛查的成本估算研

究发现' 每个食管癌色素内镜筛查的成本为
-&%

美

元'占该县人均生产总值的
#+/!(

&

!"!-

年
=<>

等$

-00

%

发表的一项评估风险分层内镜筛查成本效益的研究

显示'与未筛查比较'随着食管癌评分阈值的降低'

额外获得的质量调整生命年增加-

30

岁时接受内镜

筛查每
-0

万人可额外获得
3&.-1!

个质量调整生

命年 '

%'

岁 时 接 受 筛 查 每
-0

万 人 可 额 外 获 得

#!&.- -31

个质量调整生命年-在人均
?@6

支付意愿

阈值之下!

-0 !1%

美元
,

质量调整生命年*'评分阈值

为
/

或
&

的风险分层内镜筛查在
''

岁以下人群中

最具成本效益'而常规内镜筛查在
''

岁以上人群中

最具成本效益&可见'在我国的食管癌高风险地区进

行食管癌内镜筛查具有成本效益' 但目前仍缺少基

于中国人群的大样本多中心筛查间隔研究& 根据现

有证据' 推荐我国食管癌高发地区人群和高风险人

群每
'

年进行
-

次内镜检查&

自
!00'

年起' 对河南林州
1%

例鳞状上皮低级

别上皮内瘤变 !

ABC!DE>F9 <4GE>9H<G89A<>A 49BHA>I<>

'

;?*J

*患者随访
-#+'

年'结果显示
-/

例进展为食管

癌'占总数的
!#+1(

$

%!

%

&

!00&

年报告的一项研究对

中国歙县
3!'

人进行持续食管内镜监测'结果显示'

首次内镜 检查正常 的
#0/

人在
!

年后 有
#!

例

!

1+'(

* 发生了病变-

--1

例首次内镜检查有病变的

患者中'

!'

例!

'+&(

*在
-

年半内病情发生了进展'

-'

例!

#+'(

*在
-

年内无任何变化'

#%

例!

/+'(

*在

近
!

年的时间发生了好转$

-0-

%

&

!0-/

年发表的一项四

川大学华西医院的调查研究发现食管黏膜低级别上

皮内瘤变多见于老年人' 男女比约为
!+'"-

- 对
!0-

处食管黏膜低级别上皮内瘤变的随访发现'

'/+!(

的病变能达到病理逆转'

!/+&(

无变化'

-!+&(

进展

为高级别上皮内瘤变或癌 !原病变长径
K- LM

者占

1#+-(

*

$

-0!

%

&

!0-'

年美国
N>EE9GG

食管诊疗临床指南

指南共识 3$!



中国肿瘤
!"!!

年第
#$

卷第
%

期 !"#$%&!%$'()*+,++*-./01234.05

中表明!非典型增生的
&'(()**

食管在接受药物治疗

后的
#+%

个月内应接受内镜复查!而无不典型增生

的
&'(()**

食管应
#+,

年接受
$

次内镜检查"

,%

#

$

!-./

年美国内镜协会制定的
&'(()**

食管筛查与监测指南

推荐要对不典型增生的
&'(()**

食管进行内镜监测"

,#

#

$

!-./

年我国发布的%上消化道癌人群筛查及早诊治

技术方案& 中推荐有低级别上皮内瘤变的患者应每

#+,

年进行一次内镜随访'

!-!-

年我国发布的 %下

咽与食管多原发癌筛查诊治中国专家共识&中指出!

下咽癌治疗人群为食管癌高风险人群! 推荐在治疗

后第
#

(

%

个月及此后每
%

个月进行
.

次食管内镜检

查!并至少坚持
,

年"

.-

#

$

!-.,

年
010

研讨会的国际共识 "

.-#

#建议)如果

对已知患有
&'(()**

食管的患者进行系统性监测活

检!但未显示异型增生的证据!应建议在
#+,

年内

进行随访监测内镜检查$

!--%

年
0213

指南"

$-4

#推荐)

对于已确定的任意长度且无异型增生的
&'(()**

食

管确诊患者!在
$

年内连续检查
!

次后!可接受的间

隔为每
#

年进行
$

次额外的检查$

!-$%

年
051

对

&'(()**

食管的诊断和管理的临床指南 "

,%

#也推荐)对

于无异型增生的
&'(()**

食管患者!应每隔
#+,

年进

行
$

次内镜检查$

!-!$

年的一项成本
6

效益分析显

示)非成形性
&'(()**

食管的最佳内镜监测间隔在男

性中可能为
#

年!在女性中为
,

年"

$-,

#

$

%中国早期食管癌筛查及内镜诊治专家共识意

见*

!-$4

年!北京+&

"

/

#推荐)轻度异型增生者每
#

年

$

次内镜随访! 中度异型增生者每
$

年
$

次内镜随

访$ %中国早期食管癌及癌前病变筛查专家共识意

见*

!-$/

年!新乡+&

"

7

#推荐)对筛查发现的低级别上

皮内瘤变 *轻 (中度异型增生 +!病变长径
8$ 9:

或合并多重食管癌危险因素者建议每
$

年进行
$

次

内镜随访!其余患者可每
!+#

年进行
$

次内镜随访$

食管癌指南和专家共识关于随访的推荐意见参

见表
;

"

76$-

!

,#

!

,%

!

$-#6$-4

!

$-%

#

$

综上!本%指南&推荐食管癌高风险人群每
,

年

进行
$

次内镜检查!低级别上皮内瘤变者每
$+#

年

进行
$

次内镜检查! 低级别上皮内瘤变合并内镜下

高危因素或病变长径
8$ 9:

者每年接受
$

次内镜检

查并持续
,

年! 无异型增生的
&'(()**

食管患者!每

隔
#+,

年进行
$

次内镜检查!低级别上皮内瘤变的

&'(()**

食管患者!每隔
$+#

年进行
$

次内镜检查$

临床问题
!"

!食管内镜种类的选择

!

推 荐
#$%&'

染 色 内 镜 或 窄 带 成 像 "

()**&+

,)(- ./)%.(%

#

012

$内镜作为食管癌筛查的首

选%条件不足者可选择普通白光内镜%有条件者

可联合使用放大内镜

&强推荐%证据分级!中$

!

推荐有条件的医院尝试使用人工智能显微内镜

&弱推荐%证据分级!低$

!

推荐不能耐受常规通道内镜者尝试经鼻内镜

&弱推荐%证据分级!低$

!-$$

,

!-$4

年!侯传强等"

$-;

#在山东聊城地区基

于
% ---

人的一项食管癌筛查对比研究显示! 在白

光内镜组*

<=# ---

+检出
#!

例上消化道癌!在
>!?9'<

内镜组*

<=# """

+检出
,.

例上消化道癌!检出率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A"B-,

+'白光内镜组的早诊率

*

%C%;D

+与
>!?9'<

内镜组*

$!C--D

+比较!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

@A-C-,

+'白光内镜组和
>!?9'<

内镜组的

检出灵敏度分别为
;7C$#D

和
7!C#,D

! 检出特异度

分别为
/7C-#D

和
/7C,!D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王芳

军等"

$-7

#在
!-$!

,

!-$,

年进行的一项比较白光内镜

和窄带成像放大内镜在
&'(()**

食管随访监测中应

用价值的研究显示! 白光内镜组平均每例患者取活

检数量*

,C#

块+明显多于窄带成像放大内镜*

#C$

块+!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A-C-,

+'普通内镜的上皮内

瘤变检出率 *

!$C%D

+ 低于窄带成像放大内镜组

*

#$C7D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A-C-,

+'普通内镜

的上皮内瘤变诊断准确率*

,7C%D

+低于窄带成像放

大内镜组*

/#C$D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A-C-,

+$

夏佳薇等 "

$-/

#对
!-#

名食管癌高风险个体进行碘染

色内镜检查发现
!,

例食管病变*食管炎
$/

例(低级

别上皮内瘤变
!

例和高级别上皮内瘤变
4

例+!染色

前表现为黏膜发红与粗糙者*

<=4

+碘染色后有
$

例

能正常染色(

$

例淡染和
!

例表现为不染色'染色前

!

例表现为黏膜发红与凹陷不规则者均表现为碘不

染色' 黏膜发红与粗糙的
#

例患者中有
$

例病理诊

断为低级别上皮内瘤变(

!

例诊断为高级别上皮内

瘤变' 黏膜发红与凹陷不规则的
!

例患者均病理诊

断为高级别上皮内瘤变$ 魏晓华等"

$$-

#对
$!-

例普通

白光内镜检查后疑似食管病变患者进一步行窄带成

像放大内镜检查显示! 术后病理诊断为低级别上皮

指南共识4$#



中国肿瘤
!"!!

年第
#$

卷第
%

期 !"#$%&!%$'()*+,++*-./01234.05

表
!

食管癌指南和专家共识关于随访的推荐意见

题目 制定单位 推荐意见

下咽与食管多原发癌筛查诊
治中国专家共识&'"(

中国抗癌协会食管癌专
业委员会!中国下咽与食
管癌协同诊疗工作组

')

下咽癌治疗后患者!视为食管癌高风险人
群! 推荐于治疗后第

#

"

%

个月及此后每
%

个月接受上消化道内镜检查!至少
*

年#

!+

类推荐$

!)

下咽癌或食管癌患者!如筛查发现低级别
上皮内瘤变#轻%中度异型增生$!建议每

%

个月通过内镜随访是否发生多原发食管癌
或下咽癌&

!+

类推荐$'如筛查发现高级别
上皮内瘤变&重度异型增生$%早期癌和进展
癌!应根据相应指南进行标准治疗

!"!"

年中国食管反流病专家
共识&'"%(

中华医学会消化病学分会 建议具有反流症状的初诊患者进行内镜检
查&推荐级别

,-

!证据级别(高$

中国早期食管癌及癌前病变
筛查专家共识意见#

!.$/

年!

新乡$

&0(

国家消化内镜专业质控
中心!国家消化系疾病临
床医学研究中心

1

上海
2

!

国家消化道早癌防治中
心联盟!中国医师协会内
镜医师分会!中华医学会
消化内镜学分会!中华医
学会健康管理学分会!中
国抗癌协会肿瘤内镜学
专业委员会

')

对于食管癌极高发地区!对于筛查目标人
群推荐每

*

年
'

次内镜普查) 对于其他地
区!推荐对目标人群进行食管癌风险分层初
筛! 对高风险个体每

*

年进行
'

次内镜筛查
&推荐强度(强!证据质量(中等$

!)

对筛查发现的低级别上皮内瘤变&轻%中
度异型增生$! 病变长径

!' 34

或合并多重
食管癌危险因素者建议每

'

年进行
'

次内
镜随访! 其余患者可

!5#

年进行
'

次内镜
随访&推荐强度(强!证据质量(低$

,678 9:;<=>;?= @? A3B==?;?9

C?< A:BD=;>>C?3= @E +CBB=FF

*

A

=A@GHC9:A

&*#(

美国胃肠内镜学会 推荐对不典型增生的
+CBB=FF

食管进行内镜
监测&有条件推荐!证据质量低$

,I7 3>;?;3C> 9:;<=>;?=J <;C9"

?@A;A C?< 4C?C9=4=?F @E +CB"

B=FF

*

A =A@GHC9:A

&*%(

美国胃肠病学会 对于无发育不良的
+CBB=FF

食管! 内镜检查
应

#5*

年进行
'

次&强烈推荐!证据质量中
等$

K:C>;FL ;?<;3CF@BA E@B FH= 4C?"

C9=4=?F @E +CBB=FF

*

A =A@GHC9:AM

<LAG>CA;CM C?< =A@GHC9=C> C<="

?@3CB3;?@4CJ ;?F=B?CF;@?C> 3@?"

A=?A:A B=3@44=?<CF;@?A EB@4

FH= ,4=B;3C? 7CAFB@=?F=B@>@9;"

3C> ,AA@3;CF;@? 6L4G@A;:4

&'"#(

美国胃肠病协会 如果对已知患有
+CBB=FF

食管的患者进行系
统监测活检!未显示异型增生的证据!应建
议不早于

#5*

年进行随访监测内镜检查
&推荐等级(弱!证据质量(低$

中国早期食管癌筛查及内镜
诊治专家共识意见&

!"'N

年!

北京$

&/(

中华医学会消化内镜学
分会!中国抗癌协会肿瘤
内镜专业委员会

轻度异型增生者每
#

年
'

次内镜随访 !中
度异型增生者每

'

年
'

次内镜随访

,678 9:;<=>;?=J FH= B@>= @E

=?<@A3@GL ;? FH= A:BD=;>>C?3=

@E GB=4C>;9?C?F 3@?<;F;@?A @E

FH= :GG=B 7O FBC3F

&'.N(

美国胃肠内镜学会 对无异常增生患者进行监测的成本效益存
在争议) 如果患者已通过内镜或组织学金
标准完成疾病诊断! 则可通过监测内镜检
查用于对接受治疗患者的后续随访) 对于
确诊为任何长度的

+CBB=FF

食管且无异型增
生的患者!在

'

年内连续
!

次检查后!可接
受的额外监测间隔为每

#

年
'

次

发表时间
!年"

!.!.

!.!.

!.'/

!.'/

!.'*

!.'*

!.'*

!..%

国家

中国

中国

中国

美国

美国

美国

中国

美国

内瘤变的患者&

?P'%

$窄带成像放大内镜的诊断符

合率为
%!)*.Q

!术后病理诊断为高级别上皮内瘤变

的患者&

?P!R

$窄带成像放大内镜的诊断符合率为

0')N0Q

!术后病理诊断为早期食管癌的患者&

?PRR

$

窄带成像放大内镜的诊断符合率为
'"")""Q

! 且对
#

种不同类型病变诊断符合率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 刘云云等 +

'''

,在
!"'%

-

!"'0

年间对宿迁市
*""

例患者的内镜检查研究发现! 普通白光内镜诊断早

期 食 管 癌 的 灵 敏 度 . 特 异 度 和 准 确 率 分 别 为

N/)#!Q

.

/R)N!Q

和
/")N"Q

! 窄带成像放大内镜诊断

早期食管癌的灵敏度 . 特异度和准确率分别为

R/)N*Q

.

/R)0/Q

和
/*)!"Q

! 窄带成像放大内镜联合

指南共识 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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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戈液染色诊断早期食管癌的灵敏度! 特异度和准

确率分别为
&'()&*

!

&&(#+*

和
&)()+*

" 两两比较"差

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

$% 叶盛林等&

.$!

'对
/#

例

早期食管癌进行的碘染色与窄带成像筛查结果显

示"碘染粉色征诊断早期食管癌的诊断准确率(灵敏

度和特异度分别为
)0(!#*

(

&$(%0*

和
)!(%$*

"窄带

成像背景着色征诊断早期食管癌的诊断准确率(灵

敏度和特异度分别为
)&(#%*

(

)0('+*

和
&$(#+*

"两

者诊断准确率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1+(+'

$% 林振

威等&

$$#

'基于广东省阳江市人群的一项比较研究#窄

带成像内镜和普通内镜组$显示"窄带成像内镜的检

出率为
&)(+*

"高于普通内镜组#

0)(+*

$"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

,-+(+'

$%

23

等 &

../

'在
!".)

年通过病理

活检验证发现"

24567

染色内镜检测轻度(中度(重度

食管异型增生及食管癌的灵敏度分别为
/'(&*

(

''(#*

(

)0(+*

和
&0(0*

%

894:;9

等 &

..'

'比较窄带成像

和
24567

染色内镜" 以
##/

例食管鳞癌患者为研究

对象" 发现
24567

染色内镜的灵敏度和特异度分别

为
.++(+*

和
%%(+*

)窄带成像内镜的灵敏度和特异

度分别为
.++(+*

和
0&(&*

" 窄带成像内镜的特异度

高于
24567

染色内镜"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

+(++!

$% 可见"

24567

染色内镜和窄带成像内镜是食

管癌筛查的首选" 条件受限者可以选择普通内镜或

碘染色"条件允许者可以选择窄带成像放大内镜%因

此"本*指南+推荐
24567

染色内镜或窄带成像内镜

作为食管癌筛查的首选" 条件不足者可选择普通白

光内镜联合碘染色"有条件者可联合放大内镜,

!+.'

年
=>3:

等&

$$%

'开发出的一种高分辨显微内

镜有望通过定量图像分析提高内镜下食管鳞癌筛查

的准确性" 通过对中美
#

家医院
$00

例
#0'

处经标

准内镜确诊的食管鳞状上皮内瘤变的图像分析结果

显示 " 训练集的灵敏度和特异度分别为
&#*

和

&!*

"测试集的灵敏度和特异度分别为
)0*

和
&0*

"

独立验证集的灵敏度和特异度分别为
)/*

和
&'*

,

,96?@:6

等 &

$$0

'评估了一种新型(低成本(高分辨率显

微内镜作为
24567

染色内镜辅助设备的诊断准确

性" 发现单独
24567

染色内镜与高分辨率显微内镜

联合
24567

染色内镜的灵敏度分别为
&$*

和
&%*

"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特异度分别为
/)*

和
))*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整体精确

度分别为
'0*

和
&+*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有学

者对一种新的完全自动化( 实时图像分析和平板界

面的高分辨显微内镜通过测试发现" 该分析系统的

灵敏度和特异度分别为
&'*

和
&$*

"而第一代高分辨

显微内镜的灵敏度和特异度分别为
)/*

和
&'*

&

$$)

'

,

!+$)

年"

A@: B;9 =6CC;:

等&

$$&

'开发出一种计算机辅

助的容积激光内镜" 通过测试发现借助于临床模型

的开发"该检测方法可以提高早期食管癌的分类精

确度"且有望超过人类专家,

D34

等&

$!+

'在
!+$)

年报

告了一种新型多光谱散射内镜" 该系统可以通过分

析从上皮细胞散射的光来检测和识别不可见的异常

发育情况" 且通过光纤探头可以快速扫描整个食管

内膜 ) 测试显示其对食管疾病诊断的准确率达

&%(/&*

-

''E'0

$"活检验证显示其对单个部位的诊断

准确率也达
&+*

以上,

!+!.

年"

23

等&

.!.

'研究发现计

算机辅助
F

窄带成像内镜用于食管鳞癌筛查的灵敏

度(特异度和准确率分别为
&.(+*

(

&%(0*

和
&/(#*

"

计算机辅助
G

白光内镜用于食管鳞癌筛查的灵敏

度(特异度和准确率分别为
&)('*

(

)#($*

和
)&('*

)

计算机辅助
G

窄带成像内镜用于食管鳞癌筛查的准

确率和特异度高于计算机辅助
G

白光内镜" 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

,-+(+$

$, 可见"计算机辅助系统高分

辨显微内镜( 多光谱散射内镜和新型激光内镜等可

能具有更高的诊断准确率和特异度" 但需要更多的

证据支持"且需要有条件的医院才能开展, 因此"本

.指南/推荐有条件的医院可以尝试使用人工智能显

微内镜%

有研究显示" 在食管癌筛查中更多的患者愿意

选择经鼻内镜而非传统内镜" 其理由为经鼻内镜更

为舒适&

$!!

'

% 在美国和英国进行的一项多中心前瞻性

队列研究显示"在
!++

例食管疾病患者中"

'/(!*

的

患者更愿接受经鼻内镜"高于常规内镜的
$%(0*

"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经鼻内镜患者与常规

内镜患者的疼痛视觉模拟评分分别为
0(!

分和
%(/

分"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

$

&

$!#

'

%

!+$%

年

HI8

发表的
J@99;??

食管诊疗指南中提出"经鼻内镜

可作为常规内镜筛查
J@99;??

食管的一种替代方法"

但证据级别较低&

'%

'

%可见"经鼻内镜有望替代常规内

镜成为一种主流选择" 但需要更多的证据支持% 因

此"本.指南/推荐不能耐受常规通道内镜者尝试经

鼻内镜%

一项纳入
&

项研究( 覆盖
%!%

名无症状人群的

指南共识/.'



中国肿瘤
!"!!

年第
#$

卷第
%

期 !"#$%&!%$'()*+,++*-./01234.05

&'()

分析显示! 磁控胶囊内镜灵敏度为
"*+,

"

+-.

/0

#

"*+1"*+2

$%特异度为
3*2#

"

+-./0

#

"*-41"*5+

&%阳

性似然比为
#*4

'

+-./0

#

4*%-1-*#5

&%阴性似然比为

"*"+

"

+-./0

#

"*",1"*!4

&!与传统胃镜相比!差异并无

统计学意义(

4!,

)

* 另一项纳入
2

项研究涉及
+4%

名患

者和
2,-

处胃部病变的
&'()

分析发现!胶囊内镜平

均检查时间为+

!4*+!!5*52

&

678

!磁控胶囊内镜检查

的灵敏度为
52*3.

"

+-./0

#

5,*315+*3

&!识别胃溃疡

的灵敏度为
5!*3.

"

+-./0

#

24*315+*3

&!识别胃息肉

的灵敏度为
5!*3.

"

+-./0

#

2%*3152*3

&!识别胃糜烂

的灵敏度为
+-*3.

"

+-./0

#

5%*31+5*3

&

(

4!-

)

*但目前国

内人群磁控内镜的可接受度及经济成本仍缺乏高级

别的证据!因此本,指南-暂不推荐选择磁控内镜进

行食管癌筛查*

近年来!科技不断进步!又出现了多种内镜检查

方式!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选择!表
5

详细描述了国

内外食管癌指南和专家共识有关食管内镜选择的推

荐意见(

59+

!

-#

!

-%

!

-5

!

+"

!

4!%

)

*

临床问题
!"

!食管内镜检查操作过程

!

建议食管内镜下对全部食管黏膜进行系统的观

察"并需要有充分与合理的检查时间

#强推荐"证据分级!低$

!

内镜检查时间至少持续
# $%&

" 观察食管时

间
"' $%&

%弱推荐"证据分级!中&

!

推荐使用黏液袪除剂和袪泡剂来提高食管内镜

下黏膜的可见度" 并要求患者内镜筛查前应禁

食
() *

'禁水
(+ *

#强推荐"证据分级!极低&

一般认为内镜检查时间越长则病变的检出率越

高! 但延长内镜检查时长对镇静要求更高且严重降

低患者的耐受性(

4!294!5

)

* 一项基于日本人群的探索内

镜筛查时间的研究显示! 平均内镜检查时间为
,*,

678

组.

%*4 678

组和
2*5 678

组内镜医师检出肿瘤

病灶的概率分别为
"*-2.

.

"*+2.

和
"*+,.

/ 与检查

时长
:- 678

组比较!

-12 678

组和
;2 678

组肿瘤病

灶检出率比值比 +

<=

$ 分别为
4*+3

+

+-./0

#

4*3%1

#*,3

$和
4*5+

+

+-./0

#

3*+51#*%,

$

(

4!+

)

*

!342

年基于韩

国人群的一项回顾性研究得出同样的结论!

5

名医

师的平均检查时长为
!*#5 678

!

%

名医师的平均检

查时长为
#*!- 678

!与内镜检查短时间组比较!长时

间组的内镜医师更有可能检查出上消化道癌 +

<=>

4*-!

!

+-./0

#

4*4214*+2

$

(

4#3

)

*可见!系统的检查并保证

足够的时长对食管癌内镜筛查非常重要* 因此!本,指

南-建议食管内镜对全部食管黏膜进行系统的观察!并

需要有充分与合理的检查时间*

检查时间是诊断性内镜检查中最主观的操作员

因素之一* 理想情况下!内镜检查时间越长!内镜检

查期间高危病变的检出率越高* 然而! 在临床实践

中! 时间有限且延长内镜检查过程会降低患者的耐

受性!并将对内镜检查中心产生重大的资源影响*一

项回顾性队列研究结果表明! 平均内镜检查时间超

过
2 678

的内镜医师发现高危病变和肿瘤性病变的

可能性是进行较短检查时间内镜医师的
!*-

倍

+

<= >!*-3

!

+-. /0

#

4*-! 1,*4!

$ 和
#*,!

倍 +

<= >

#*,!

!

+-./0

#

4*!-143*#5

$

(

4#4

)

* 日本的一项回顾性队

列研究表明!中速+

-12 678

$和慢速+

;2 678

$的食管胃

十二指肠内镜医师发现肿瘤性病变是快速+

:- 678

$

内镜医师的
!

倍左右 (

<=

分别为
4*+3

+

+-./0

#

4*3%1#*,3

$和
4*5+

+

+-./0

#

3*+51#*%,

$)

(

4!+

)

* 一项多

中心前瞻性队列研究显示!随着检查时间的增加!内镜

下发现可疑病变的比例增加+

#! 678

!

#3.

/

#1, 678

!

#-*-.

/

-1% 678

!

5!*4.

/

"2 678

!

5,*%.

/

?:3*334

$/

黏膜高级别异型增生+

@7A@"AB)C' CDEFG)E7)

!

HIJ

$或

早期腺癌的比例也增加 +

#! 678

!

$-.

/

#1, 678

!

#!*#.

/

-1% 678

!

,%*,.

/

"2 678

!

%+*!.

/

?>3*33$

$!延

长内镜检查时间可提高
HIJ

和腺癌的检出率 (

$!2

)

*

因此!参考欧洲胃肠内镜检查指南(

$#!

)和亚洲对上消

化道肿瘤诊断标准的共识(

$##

)

!本,指南-推荐内镜检

查时间至少为
2 678

*

一项纳入
$3

项原始研究+

8>$ -,$

$的
&'()

分

析结果显示!与未使用二甲基硅油的患者相比!使用

二甲基硅油可改善内镜下的可见度! 加权均数差

为
9,*#

+

+-./0

#

9,*+,19#*%2

$

(

$#,

)

* ,中国早期食管癌

筛查及内镜诊治专家共识意见-指出!接受食管筛查

者应禁食
;% @

.禁水
;! @

!且认为在检查前
$31!3 678

给予黏液祛除剂及祛泡剂口服可有利于改善视野!

检查前
- 678

在麻醉师的配合下给予镇静或麻醉可

提高内镜的接受度(

+

)

* 一项研究评估了上消化道内

镜筛查预用药能否提高早期癌和癌前病变的检出率

指南共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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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食管癌指南和专家共识有关食管内镜选择的推荐意见

题目 制定单位 推荐意见

中国早期食管癌及癌前病变筛
查专家共识意见 !

!&$'

年"新
乡#

()*

国家消化内镜专业质
控中心"国家消化系疾
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

上海
,

" 国家消化道早
癌防治中心联盟"中国
医师协会内镜医师分
会"中华医学会消化内
镜学分会"中华医学会
健康管理学分会"中国
抗癌协会肿瘤内镜学
专业委员会

-.

推荐上消化道白光内镜检查联合
-.!/0

$.1/23456

染色内镜!

23456 7895:5;<=5>75?@A

2BC

$ 或窄带光成像 %

<D995E FD<= G:D4G<4A

HIJ

$为食管癌内镜筛查首选方法"有条件者
可联合使用放大内镜&

2BC

检查完成后喷洒
#.!/0#.)/

硫代硫酸钠溶液对卢戈液进行
中和' 清洗可降低碘液引起的刺激症状"也
推荐应用食管黏膜染色组合套装 %推荐强
度(强"证据质量(高$

!.

对于不能耐受普通上消化道内镜检查者"

超细经鼻内镜联合
2BC

或
HIJ

可作为筛查
备选方案!推荐强度(弱"证据质量(低$

中国巴雷特食管及其早期腺癌
筛查与诊治共识 !

!"-K

年"万
宁$

(-!%*

国家消化系统疾病临
床医学研究中心"中华
医学会消化内镜学分
会"中国医师协会消化
医师分会

-.

推荐对于可疑
ID99;LL

食管和食管腺癌宜
采用靛胭脂或冰醋酸 !浓度

-.1/0!."/

$喷
洒染色"使病变暴露"从而进行靶向活检"提
高诊断率
!. HIJ

'智能电子分光技术'

G!>7D<

等电子染
色内镜技术可以清楚地区别鳞状上皮'贲门
处柱状上皮结构以及小肠型化生上皮的绒毛
结构"故可以行靶向活检以提高

ID99;LL

食管
及高级别异型增生!高级别上皮内瘤变$和早
期癌变的检出率

中国早期食管鳞状细胞癌及癌
前病变筛查与诊治共识!

!"-1

年"北京$

(1)*

中华医学会消化内镜
学分会消化系早癌内
镜诊断与治疗协作组"

中华医学会消化病学
分会消化道肿瘤协作
组"中华医学会消化病
学分会消化病理学组

-.

推荐对于可疑的早期食管鳞癌及癌前病
变采用碘染色借助)粉色征或银色征*行进
一步诊断和靶向活检
!.

推荐对于早期食管鳞癌及癌前病变的电
子染色内镜及放大内镜下观察采用早期食
管鳞癌放大内镜日本食管学会分型"结合病
变区域背景着色情况进行病变的诊断"并以
此初步判定病变的范围及浸润深度

中国早期食管癌筛查及内镜诊
治专家共识意见 %

!"-M

年"北
京#

('*

中华医学会消化内镜
学分会"中国抗癌协会
肿瘤内镜专业委员会

内镜技术(普通白光内镜 '色素内镜 %碘染
色'甲苯胺蓝染色和联合染色#'电子染色内
镜%

HIJ

技术'智能电子分光技术#'放大内
镜'共聚焦显微镜内镜和自发荧光内镜

NOPC 43G=;6G<; 5< >79;;<G<4

D<= >39Q;G66D<7; 5R ID99;LL

+

>

;>5?8D43>

(1#*

美国胃肠内镜学会
-.

正接受监测的
ID99;LL

食管" 建议使用普
通白光内镜与活检"而无需常规使用共聚焦
激光内镜%有条件推荐"证据质量低$

!.

伴有不典型增生或早期食管癌的
ID99;LL

食管" 不推荐常规使用超声内镜来区分黏膜
和黏膜下病变%强烈推荐"证据质量中等$

#.

无足够证据来推荐或反对常规使用体积
激光纤维内镜来监测

ID99;LL

食管

NBP 76G<G7D6 43G=;6G<;S =GD4<5!

>G> D<= :D<D4;:;<L 5R ID99;LL

+

>

;>5?8D43>

(1%*

美国胃肠病学会
-.

非镇静经鼻内镜可作为常规内镜筛查
ID99;LL

食管的一种替代方法 %强烈推荐"证
据水平低$

!.

推荐采用高清
T

高分辨率白光内镜检查进
行监测%强烈推荐"证据水平低$

#.

不建议常规使用除电子色素内镜外的先
进成像技术进行内镜监测 %有条件推荐"证
据水平低$

N3>L9D6GD< 76G<G7D6 ?9D7LG7;

43G=;6G<;> R59 L8; =GD4<5>G> D<=

:D<D4;:;<L 5R ID99;LL

+

> ;>5?8D!

43> D<= ;D96@ ;>5?8D4;D6 D=;<5!

7D97G<5:D

('"*

澳大利亚癌症委员会 无足够证据推荐
UVV#

非内镜胶囊海绵装置
用于

ID99;LL

食管的筛查%证据级别(

B

$

发表时间
!年"

!&-'

!&-K

!&-%

!&-1

!&-'

!&-%

!&-1

国家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美国

美国

澳大利亚

指南共识M-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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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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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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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 制定单位 推荐意见

中国早期食管癌及
癌前病变筛查专家
共 识 意 见 !

!&$'

年"新乡#

()*

国家消化内镜专业质控中心"

国家消化系疾病临床医学研
究中心

+

上海
,

"国家消化道早
癌防治中心联盟"中国医师协
会内镜医师分会"中华医学会
消化内镜学分会"中华医学会
健康管理学分会"中国抗癌协
会肿瘤内镜学专业委员会

内镜筛查前应完善检查前准备$禁食
-% .

"禁水
-! .

"

可应用黏液祛除剂%如链酶蛋白酶&和祛泡剂%如西
甲硅油&口服改善内镜观察视野%推荐强度$强"证据
质量$低&

中国早期食管癌筛
查及内镜诊治专家
共 识 意 见 %

!&$/

年"北京&

('*

中华医学会消化内镜学分会"

中国抗癌协会肿瘤内镜专业
委员会

$0

检查前患者应禁食
!% .

"禁水
-! .

"有梗阻或者
不全梗阻症状的患者应延长禁食'禁水时间
!0

检查前应取得知情同意" 并向患者做好解释工
作"消除患者的恐惧感"嘱其平静呼吸'不要吞咽唾
液"避免不必要的恶心反应
#0

检查前
1&2!& 345

可给予患者黏液祛除剂 !如链
酶蛋白酶&及祛泡剂!如西甲硅油&口服"以清除上消化
道内黏液与气泡"改善视野"提高微小病变的检出率
/0

检查前
6 345

给予
17

盐酸达克罗宁胶浆或
$7

利
多卡因胶浆

62$& 345

含服"或咽部喷雾麻醉(有条件
的单位可在麻醉师配合下使用静脉镇静或麻醉"可
提高受检者内镜检查的接受度

发表时间
!年"

!&$'

!&$6

国家

中国

中国

表
!

食管癌指南和专家共识关于筛查前准备的推荐意见

和黏膜可见度"结果显示"预用药虽不能提高病变检

出率"但可显著提高消化道的黏膜可见性)

$#6

*

( +中国

早期食管癌及癌前病变筛查专家共识意见,中推荐内

镜筛查前应完善检查前准备$禁食
-% .

"禁水
-! .

"可

应用黏液祛除剂和祛泡剂口服改善内镜观察视野)

)

*

(

因此"本+指南,推荐使用黏液袪除剂和袪泡剂来提

高食管内镜下黏膜的可见度" 并要求患者内镜筛查

前应禁食
-% .

-禁水
-! .

. 食管癌指南和专家共识关

于筛查前准备的推荐意见参见表
'

)

)8'

*

.

临床问题
!"

!正电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

#$%&'($)

*+&%%&$) '$+$,(-#./01$+#2'*3 '$+$,(-#./

#

456!76

$筛查食管癌的有效性

"

不推荐使用
!8!

氟
!9!

脱氧葡萄糖正电子发射断

层扫描%

:;<!456

$检查进行食管癌早期筛查

"弱推荐&证据分级!中$

"

不推荐使用
456!76

检查进行食管癌早期筛查

%弱推荐&证据分级!低$

一项
!&19

年的回顾性研究对
) /%)

名研究对

象进行
1)!

氟
!!!

脱氧葡萄糖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

%

1)!:;<=>=!!!?@=ABC;<D=E@ F=E4G>=5 @34EE4=5 G=3=C>H!

F.B

"

IJK!LMN

#" 结果显示"

IJK!LMN

筛查食管癌的

灵敏度为
#0%7

%

'67OP

$

&01721)0#7

#" 特异度为

''097

%

'67OP

$

''0%72''097

#"筛选灵敏度较低)

1#%

*

.

目前" 尚无指南或专家共识推荐使用
LMN!ON

进行食管癌筛查.+中国早期食管癌筛查及内镜诊治

专家共识意见%

!&1/

年"北京#,指出"

LMN!ON

在检

测食管癌远处转移方面具有明显优势" 但对早期食

管癌的诊断价值有限)

'

*

.

!&19

年相关专家共识提出

LMN!ON

可用来判断食管癌
Q

分期" 但其灵敏度和

特异度较低)

1!%

*

. 食管癌指南和专家共识关于食管癌

筛查中
LMN!ON

选择的推荐意见参见表
1&

)

6)

"

1!%

*

.

综上" 目前使用
LMN!ON

筛查食管癌证据单一

且缺乏高级别的证据" 另尚无经济成本评估的研究

发表. 结合国内实际情况"本+指南,不推荐
LMN!ON

用于食管癌筛查.

!六"针对不同筛查结果的治疗与管理

临床问题
!=

!食管癌早期治疗方法

"

推荐早期食管癌内镜治疗前通过内镜检查评估

病变范围'分期以及浸润深度

"强推荐&证据分级!中$

"

对于符合内镜下切除的绝对和相对适应证的早

期食管癌患者&推荐进行内镜下切除&首选内镜

黏膜下剥离术
>*)3$%1$#&1 %2?+21$%-@ 3&%!

%*1'&$)

&

5A;B

(病变长径
#!C ++

时&如果能

保证整块切除& 也可以考虑内镜下黏膜切除术

%

*)3$%1$#&1 +21$%-@ (*%*1'&$)

&

5DE

$治疗

%强推荐&证据分级!高$

指南共识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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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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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采用
!"#

切除后的早期食管腺癌患者!推

荐在
!"#

切除后进行消融治疗!提高治愈率"

降低食管狭窄与穿孔的发生率

#弱推荐!证据分级$高%

!

内镜下射频消融术#

$%&'( )$*+,*-./ %01%2'(-

!

#34

% 可用于治疗局限于黏膜固有层以内的食

管鳞癌&因病灶过长'近环周等原因难以整块切除

或患者不耐受内镜切除术时可考虑内镜下
#34

(弱推荐!证据分级$中%

!

对于病变浸润深度达到黏膜下层(

5677 !8

%的

9

:0

期食管癌患者!有淋巴结或血管侵犯!肿瘤

低分化(

";<

%!应行食管切除术!拒绝手术或

手术不耐受者可行同步放化疗

(强推荐!证据分级$中%

食管腺癌和鳞癌均可行内镜下切除!

&'()*+),-+

.&*&+/-)'

"

01

#$ 在进行内镜治疗前"对食管癌患者进

行广泛而准确的分期诊断是至关重要的$ 肿瘤浸润

深度% 肿瘤边缘的识别和淋巴结转移的评估是决定

内镜治疗的可行性和选择治疗方式的关键$ 多种内

镜检查技术如染色内镜% 窄带成像 &

'2..)3 42'(

-526-'6

"

789

#%共聚焦内镜%光谱学%放大内镜%超声

内镜 &

&'()*+),-+ :;/.2*)')6.2,<=

"

0>?

#和其他先进

的内镜成像技术可以检测食管癌的范围和深度$

@:6);

染色内镜是识别早期食管癌病变的最有

效的染色内镜"

@:6);

染色内镜在区分高级别上皮内

瘤变和早期食管鳞癌与低级别上皮内瘤变和非癌性

病变方面的准确率为
A#BCDEF#BGD

'

$#AHI#C

(

$ 因此"推

荐采用
@:6);

染色内镜在内镜切除前评估早期食管

癌的边界$图像增强内镜检查是一个快速的过程"与

@:6);

染色内镜检查不同"它不会引起食管癌病变周

围的炎症'

I#F

(

$ 在一项包含
F"

例高级别上皮内瘤变

和早期食管癌患者的研究中"

789

图像增强内镜的

准确率!

F!D!

)明显高于白光内镜!

%ABCD

"

JK"B"L

)"

与
@:6);

染色内镜!

F#BGD

"

JM"B"L

)相似'

IG"

(

$因此"推

荐采用
@:6);

染色内镜或图像增强内镜在内镜切除

前确定早期食管癌的边界$对于早期食管癌"超声内

镜可以准确判断原发灶的浸润程度!

N

期)和有无淋

巴结转移!

7

期)$多项系统评价和
O&/2

分析结果表

明" 超声内镜鉴别早期食管癌黏膜浸润和黏膜下浸

润的
1PQ

曲线下面积为
RBF#E"BFC

'

IGIHIG!

(

$因此"推荐

采用超声内镜在内镜治疗前评估早期食管癌的分

期$尽管有研究显示"

789

放大内镜对于食管癌浸润

程度的判断!

%LB#S

)并不优于传统内镜!

A$BGD

"

JT

RB#AL

)

'

$G#

(

$ 然而"一项大规模回顾性研究显示"

789

放大内镜对早期食管癌上皮
U

固有层浸润的阳性预

测值为
F#D

"对黏膜下肌层
U

浅层浸润的阳性预测值

为
%LD

" 对黏膜下深层浸润的阳性预测值为
AAD

"

表明
789

放大内镜在内镜治疗前确定早期食管癌

的浸润深度是有效的'

IGG

(

$ 因此"推荐采用
789

放大

内镜在内镜治疗前评估早期食管癌的浸润深度$ 综

上所述" 并根据韩国早期胃肠道癌内镜切除术临床

实践指南'

IGL

(

"推荐早期食管癌内镜治疗前通过内镜

检查评估病变范围%分期以及浸润深度$

根据 *中国早期食管癌筛查及内镜诊治专家共

识意见+和*日本食管癌实践指南
!RIA

版+

'

F

"

IG%VIGA

(

"

食管癌内镜下切除的绝对适应证为, 病变局限于上

皮层和黏膜固有层的
N

I2

期食管癌"淋巴结转移风险

低-内镜下切除的相对适应证为,病变延伸至黏膜肌

层或轻微浸润黏膜下层!黏膜下浸润深度
K!RR !5

)"

范围
"#UG

环周%切除后狭窄风险大的病变"但应向患

者充分告知术后狭窄等风险-浸润深度!

M!RR !5

)达

到黏膜下层!

N

I4

)的病变与转移有关"在这种情况

下"即使它们被归类为浅表性癌"也应该以与晚期癌

相同的方式进行治疗$

早期食管癌的内镜切除技术主要包括
0O1

%

题目 制定单位 推荐意见

中国巴雷特食管及其早
期腺癌筛查与诊治共识
!

!RIA

年"万宁)

WI!%X

国家消化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中华医学会消化内镜学分会"中国医师
协会消化医师分会

QN

%

J0N!QN

可用来判断食管癌
7

分
期"但其灵敏度及特异度较低

中国早期食管鳞状细胞
癌及癌前病变筛查与诊
治共识!

!RIL

年"北京)

WLCX

中华医学会消化内镜学分会消化系早
癌内镜诊断与治疗协作组"中华医学会
消化病学分会消化道肿瘤协作组"中华
医学会消化病学分会消化病理学组

建议在内镜超声检查前予以
QN

或
J0N!QN

检查" 评估是否需要行内镜
超声引导下细针穿刺吸取活检术来
判断淋巴结转移情况

发表时间
!年"

!RIA

!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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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中国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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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管癌指南和专家共识关于食管癌筛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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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的推荐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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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卷第
%

期 !"#$%&!%$'()*+,++*-./01234.05

&'(

等!

&)*

是指内镜下将黏膜病灶整块或分块切

除!用于胃肠道表浅性癌诊断和治疗的方法"

&)*

操作简便!创伤小" 回顾性队列研究#

$+,-./.

$表明!

&)*

是一种安全有效治疗早期食管癌的方法 %完全缓解

率
0.120,3,1

&"

&'(

是在进行黏膜下注射后使用

特殊电刀逐渐分离黏膜层与固有肌层之间的组织!

将病变黏膜和黏膜下层完整剥离的方法" 回顾性队

列研究发现!

&'(

治疗早期食管鳞癌的整体切除率

为
0,12.""1

#

./!-./#

$

!根治切除率为
4.1

#

./!

$

!复发率

为
!301

#

./#

$

'

&'(

治疗食管腺癌的整体切除率为

041

!根治切除率为
4,1

#

./+

$

" 病变大小是选择
&'(

或
&)*

的主要标准" 对于可以整块切除的
5! 67

的病变!

&)*

可以安全切除!并允许对浸润深度和分

化程度进行充分的组织学检查' 对长径
8! 67

的病

变!

&)*

无法获得整块病变组织!就可能导致术后病

理的评估有偏差!从而使食管癌复发率升高#

.//

$

"相比

之下!

&'(

拥有较高的整块切除率和完全切除率"

一项纳入
!!

篇队列研究共
! 4/!

名患者的系统评

价和
)9:;

分析发现!与
&)*

相比!

&'(

的整体切除

率%

<*!#%3#!

!

0/1=>

(

!?3%+2%#30.

!

@5?3??? .

&和根

治切除率%

<*A034+

!

0/1=>

(

+3,#2.03%!

!

@5?3??? .

&更高!

复发率更低%

<*A?3.?

!

0/1=>

(

?3?%2?3./

!

@5?3??? .

&!

然而分层分析结果显示! 只有当病灶长径
8!? 77

时!

&'(

才在整块切除)根治性切除和局部复发率

方面表现出更好的效果 #

./%

$

"多项系统评价与
)9:;

分析和回顾性队列研究均得出
&'(

优于
&)*

的

结果 #

./4-.%?

$

" 根据
&'B&

#

.%.

$和韩国早期胃肠道癌内镜

切除术临床实践指南#

.+/

$

!对于早期食管癌!

&'(

是首

选治疗方式'当病灶长径
!.? 77

时!如果能整块切

除!也可以考虑
&)*

"

内镜下非切除治疗包括射频消融术%

*CD

&)氩离

子凝固术%

;EFGH IJ;K7; 6G;FLJ;:MGH

!

D@=

&)光动力治

疗%

ING:G OPH;7M6 :N9E;IP

!

@(Q

&)冷冻治疗等"

*CD

在多发) 病变较长或累及食管全周的早期食管癌及

其癌前病变的治疗中具有明显优势" 回顾性队列研

究 #

.%!-.%%

$显示!

&)*

联合
*CD

在根除早期食管腺癌

内镜切除术后残留病变具有良好的疗效" 一项纳入

. #,+

例患者的回顾性队列研究显示!

&)*

后
*CD

治疗
R;EE9::

食管的完全根除率为
0+1

! 仅有
#1

出

现复发#

.%!

$

" 一项纳入
%

篇前瞻性和
.+

篇回顾性队

列研究的系统评价和
)9:;

分析显示!接受
&)*

联合

*CD

的患者有较高的
R;EE9::

食管根除率%

0#3+1

&!而

狭窄发生率为
."3!1

!出血发生率为
.3.1

!穿孔发

生率为
"3!1

' 接受
&)*

的患者也表现出较高的

R;EE9::

食管根除率%

0+301

&!但不良事件发生率较高

%狭窄发生率为
##3/1

!出血发生率为
43/1

!穿孔发生

率为
.3#1

!

@5"3".

&

#

.%4

$

" 此外!多种消融方法对早期

食管腺癌具有较好的根除残留病变效果" 一项回顾性

分析结果显示! 冷冻治疗对早期食管癌的完全缓解率

为
%%3!1

#

.%,

$

" 一项随机对照试验结果显示!

D@=

具有

和
*CD

相似的疗效和安全性 %

<*A"34

!

0/1=>

(

"3!2

!3%

&!且成本更低#

.%0

$

"根据欧洲胃肠内镜协会指南#

/4

$

!

在内镜下切除含有任何程度的异型增生或肿瘤的可

见异常后!最好使用
*CD

争取完全根除所有残留的

病变"

内镜下
*CD

可用于治疗局限于黏膜固有层以

内的鳞癌!目前有研究报道了
*CD

在早期食管鳞癌

中的治疗效果!特别是在病灶过长)近环周的早期食

管鳞癌"一项前瞻性病例系列报道显示!在对
4

例超

长病变%

SLFGJ

染色内镜显示未染色区病变占食管周

长的一半以上!平均长度
8." 67

&的早期扁平型食管

鳞癌进行
*CD

治疗中! 有
%

例在
%

个月后完全缓

解!

.

例因反复静脉曲张出血和随访期间效果不佳

而不适合再次消融!无患者表现出肿瘤进展!随访
42

!+

个月!平均随访时间为
."3/

个月!无局部复发#

.4"

$

"

一项回顾性研究结果显示!对
##

例病变累及食管周

径
"#T+

周的早期食管鳞癌和癌前病变的患者进行

*CD

治疗!首次治疗缓解率为
%03#41

%

!#T##

&!随访

$!

个月后!缓解率为
0#301

%

#$T##

&!所有患者均无出

血)穿孔!

%

例术后出现狭窄#

$4$

$

" 此外也有多项研究

报道了可以保守使用
*CD

治疗早期食管鳞癌#

$4!-$4/

$

"

尽管如此!

*CD

治疗早期食管鳞癌也存在一些不良

后果!有研究报道
*CD

治疗后食管狭窄的风险较大

%

!$1

&

#

$4#

$

" 在一项英国多中心队列研究中! 联合

*CD

和
&)*

或
&'(

治疗早期食管鳞癌的完全缓解

率为
/?1

!然而有
#?1

的患者在
$

年内进展为浸润

性癌#

$4%

$

" 准确的疾病分期对于
*CD

治疗的成功至

关重要!然而!即使再仔细的内镜检查!也可能遗漏

有深层组织侵犯的病变!因此进行
*CD

治疗时应保

守考虑#

$44

$

"综上!内镜下
*CD

可用于治疗局限于黏膜

固有层以内的鳞癌!因病灶过长)近环周等原因难以

整块切除或患者不耐受内镜切除术时可考虑应用"

指南共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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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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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原位癌!

&

'(

"和黏膜内癌!

&

)*

"病变相比#所有

浸润到黏膜下层的
&

)+

肿瘤都有很高的淋巴结受累

率$ 一项对
, %-.

例食管癌患者的系统回顾研究显

示#

&

)*

病变的淋巴结阳性率仅为
"/01

#而黏膜下癌

!

&

)+

"病变的淋巴结阳性率为
!,1/.-1

%

),0

&

$ 侵犯黏

膜下层的肿瘤发生淋巴结转移的可能性显著增加#

因此应该行食管切除术$ 多项研究%

),23)0-

&结果显示#

食管切除术与内镜下切除治疗早期食管癌的总生存

期和预后无明显差别$此外#一项纳入
,

篇队列研究

共
0,4

例患者的系统评价和
567*

分析结果显示#内

镜治疗和手术治疗患者术后的
)

'

#

和
.

年生存率'

肿瘤缓解率' 肿瘤相关或手术相关死亡率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 随访期间内两组患者的累积死亡率分别

为
))8-9

和
08,1

$ 但与手术治疗组相比#内镜治疗

组复发率更高!

::;280.

#

2.1<=

(

!8,0/#-80)

"

%

)0.

&

$ 因

此#对黏膜下浸润的
&

)+

期食管癌患者#食管切除手

术的预后更好$ 一项系统评价显示#食管癌淋巴结

转移的预测因子依次为(肿瘤
#

级分化'黏膜下层

深层!

>!44 !?

" 浸润' 淋巴血管和微血管浸润%

)0%

&

$

如果出现这些特征中的任何一种# 应该考虑进行食

管切除术#而不是内镜切除治疗$

对于不能或不愿意接受手术的食管癌患者#放

化疗联合效果优于单纯放疗$ 一项回顾性研究结果

显示# 接受放化疗治疗食管癌患者的存活率明显优

于单纯放疗的患者!

@:;)8%22

#

2.9<=

(

)8-%%/)82%0

#

A;48444

"

%

)0,

&

$ 此外#日本的一项前瞻性
"

期临床研

究!

B<CD2,40

"结果显示#在临床分期
#

期的患者

中#放化疗!

%4 DEF#4 G

#顺铂
H

氟尿嘧啶"具有良好

的疗效#完全缓解率为
0,8.9

#

-

年生存率为
048.9

#

-

年无复发生存率为
%08)9

# 无严重不良反应事件%

)00

&

$

以上研究表明# 接受放化疗的食管癌患者生存时间

明显长于接受单纯放疗的患者# 且放化疗组的有效

率较高$ 根据
!4),

版日本食管癌实践指南%

)-,

&

#推荐

对不适合手术的患者采用放化疗#而非单纯放疗$

临床问题
!"

!食管癌前病变早期治疗方法

!

病理学显示食管鳞状上皮低级别上皮内瘤变"

但内镜下有高级别病变表现" 或合并病理学升

级危险因素者可行内镜下切除" 未行切除者应

#$%

个月内复查内镜并重新活检#因病灶过长$

近环周等原因难以整块切除或患者不耐受内镜

切除术时可考虑应用
&'(

%强推荐"证据分级!中&

!

病理学显示鳞状上皮高级别上皮内瘤变且经内

镜或影像学评估无黏膜下浸润和淋巴结转移

者"推荐内镜下整块切除# 因病灶过长$近环周

等原因难以整块切除或患者不耐受内镜切除术

时可考虑应用
&'(

%弱推荐"证据分级!中&

! )*++,--

食 管 伴 黏 膜 低 级 别 异 型 增 生 %

./0!

1+*2, 2345.*46*

"

789

& 的患者推荐内镜下射

频消融治疗" 未行治疗者每
%$:;

个月随访
!

次 #

)*++,--

食 管 伴 黏 膜 高 级 别 异 型 增 生

%

<89

&"首选内镜下切除后行
&'(

%强推荐"证据分级!高&

食管鳞状上皮
ID=J

%

$4!

&绝大部分!

,49!249

"会

出现病理逆转!即转变为炎症'鳞状上皮增生或胃黏

膜异位或者病变完全消失"或病理等级不变)存在炎

症背景的
ID=J

患者可因黏膜溃疡' 炎性损伤后反

应性修复增生在短期内显示病理异常结果# 但此类

病变经药物治疗后复查多数可复原$对
!4$

处
ID=J

的随访研究结果显示#

.08!9

的研究对象!其中原病

变长径
"$ K?

者占
%48,9

"病变发生病理逆转!包

括
!-829

的病变完全消失")

!0829

的研究对象病变

病理结局无变化# 仍为
ID=J

)

$!829

!其中病变长

径
>$ K?

者占
,#8$9

" 进展为高级别上皮内瘤变或

浸润性癌%

$4!

&

$ 此外#流行病学研究显示#食管鳞状上

皮
ID=J

患者癌变风险较一般人群显著增高$ 来自

河南林州的
,%

例鳞状上皮
ID=J

患者在
$#8.

年的

随访中有
$0

例患者进展为食管癌!

!#8,9

"#是该地

区一般人群风险的
!82

倍%

$02

&

$ 因此#根据问题
$!

所

述# 建议对食管鳞状上皮
ID=J

病变长径
>$ K?

或

合并多重食管癌危险因素者进行监测随访$

食管鳞状上皮
ID=J

患者在
LMN

术后可发生病

理学升级 %

)2"3)2)

&

#有研究显示#

!.O/--8,9

的食管鳞

状上皮
ID=J

升级为鳞状上皮
@D=J

#甚至有
,849/

08!9

升级为早期食管鳞癌%

$24

#

$2!

&

$ 黏膜表面发红'结

节样改变及病变纵径
## K?

是术后病理学升级的

危险因素%

$24

&

$ 因此#活检诊断为食管鳞状上皮
ID=J

的食管病灶#若伴随病灶黏膜表面发红'结节样改变

指南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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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纵径
!# &'

也可考虑内镜下诊断及根治性切除!

根据我国食管鳞癌诊治专家共识 "

(

#

$如果病灶在内

镜下表现为碘染色
!

级%粉色征或银色征阳性&或放

大内镜下显示
)

型皮乳头内毛细血管袢%存在明显

背景着色或无血管区等高级别病变表现或者存在病

理学升级危险因素& 即使活检病理学显示
*+,-

仍

应考虑内镜下诊断和根治性切除' 如不行内镜下切

除&应在
#.%

个月内复查内镜并重新活检(

/01

可用于食管
*+,-

的治疗& 主要用于治疗

常规
234

及
25/

难以切除的平坦型过长% 近环周

病变& 消除内镜切除术后残余病灶或内镜切除高风

险病灶)如合并食管静脉曲张等*

"

67#

#

( 一项回顾性研

究发现
/01

治疗
6%

例食管
*+,-

患者的病灶消除

率达
768#"9

& 患者术后均未出现出血+ 穿孔等并发

症&且全部患者射频治疗处黏膜均愈合&其中
#(8:;9

,

%<6%

*的患者内镜下可见红色瘢痕样形成"

67=

#

- 此外&

有研究显示也可应用
1>?

治疗食管
*+,-

& 一项前

瞻性研究采用
1>?

治疗
:

例食管
*+,-

患者&

:

例

患者均达到完全缓解&经
6!

个月随访&无一例出现

局部复发%吞咽困难或食管狭窄"

67:

#

! 一项随机对照

试验研究结果显示&

1>?

治疗组患者痊愈& 随访
%

周
!#

年&无一例出现复发&且患者均未出现发热%穿

孔及狭窄等并发症"

67%

#

! 此外&也有研究报道冷冻疗

法可用于治疗食管
*+,-

"

67(

#

! 但这些内镜下非切除

治疗的治疗效果仍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因此&建议可

以考虑使用
/01

%

1>?

等方法治疗因病灶过长%近环

周等原因难以整块切除或不耐受内镜切除术的食管

鳞状上皮低级别上皮内瘤变患者!

与食管鳞状上皮
*+,-

不同&

@+,-

逆转或消退

的可能性很小& 是国内较为公认的早期食管癌和癌

前病变内镜下切除的绝对适应证之一 "

7

#

! 因此 &

@+,-

的处理方式与早期食管鳞癌类似& 在内镜检

查评估病变范围%分期%浸润深度后&行内镜下整块

切除&首选
234

!

一项纳入
7%

例患者,中度异型增生
=:

例&重度

异型增生
=!

例&食管鳞癌
7

例*的队列研究显示&接

受
6

次或多次
/01

治疗后患者
6

年完全缓解率为

A=9

&其中中度%重度异型增生和早期食管癌患者的

完全缓解率分别为
7A9

%

A69

和
%(9

&术后食管狭窄

发生率为
!69

"

6(#

#

! 一项队列研究显示& 对于常规

234

及
25/

难以切除的鳞状上皮超长,

B6; &'

*或环

周,

B:;9

食管周径*病变&

6

次或多次
/01

治疗后

A:8(9

的患者可达完全缓解&随访
6;

个月内局部复发

率为
;

&且大部分患者,

(68=9

*未发生食管狭窄"

6(;

#

! 相

比于内镜下切除&

/01

操作难度低%治疗深度确定%

术后狭窄发生率低& 但其主要局限性在于治疗深度

限于黏膜层& 且不能获得整块病灶样本进行准确的

病理学分期!对于病灶过长%近环周以及不能耐受内

镜下切除或者其他原因放弃手术的患者& 在充分沟

通情况下可考虑
/01

! 已有初步研究报道其他内镜

非切除治疗技术包括
>4C

和
1>?

治疗等可用于食

管浅表鳞癌及癌前病变的治疗&但应用不及
/01

成

熟&仍有待进一步研究提供更多证据支持! 综上所

述&并根据我国食管鳞癌诊治专家共识"

(

#

&推荐鳞状

上皮高级别上皮内瘤变患者行内镜下切除& 因病灶

过长% 近环周等原因难以整块切除或患者不耐受内

镜切除术时可考虑应用
/01

!

)DEEFGG

食管伴
*+4

和
@+4

是食管腺癌的癌前

病变!我国食管癌的病理类型主要是以鳞癌为主&但

是随着胃食管反流病的增加&我国
)DEEFGG

食管和食

管腺癌的发病率也在增加"

$7A

#

!

*+4

一直被认为是一

种低风险病变&其进展机会很低! 一项纳入
!=

篇队

列研究的系统评价和
5FGD

分析结果显示"

$77

#

&

)DEEFGG

食管伴
*+4

患者仅有
;8:=9

进展到食管腺癌!

/01

是治疗
)DEEFGG

食管伴
*+4

的首选治疗方式! 一项

纳入
=

项研究共
:=#

例
)DEEFGG

食管伴
*+4

患者的

系统评价和
5FGD

分析发现&与内镜监测相比&接受

/01

治疗的
)DEEFGG

食管伴
*+4

患者进展为
@+4

或

食管腺癌的概率显著降低 ,

H/I;8$(

&

7:9?,

.

;8;=.

;8%:

*

"

!;;

#

- 此外&一项随机对照试验结果显示&

)DEEFGG

食管伴
*+4

患者的
/01

治疗组与内镜监测组的肠

化生完全根除率分别为
#:9

和
;

,

>J;8;;$

*&

#

年后&

/01

治疗组持续性
*+4

患病率为
#=8#9

,

7:9?,

.

$A8%9.:;8;9

*&而监测组持续性
*+4

患病率为
:A8$9

,

7:9?,

.

=;8(9.(:8=9

*&

H/

值为
;8#A

,

7:9?,

.

;8$=.

$8;!

&

>I;8;:

*& 发现肿瘤进展的比例分别为
$!8:9

和

!%8!9

,

>I;8$:

*

"

!;$

#

- 有多项研究"

!;!K!;:

#显示&

/01

治疗

)DEEFGG

食 管 伴
*+4

可 降 低 进 展 为 腺 癌 的 风 险

,

68:9.A879

的风险进展为腺癌*-综上所述&并根据欧

洲胃肠内镜协会指南和美国胃肠病协会指南"

:(

&

!;%

#

&对

于
)DEEFGG

食管伴
*+4

患者& 推荐内镜下射频消融

治疗&不行治疗者每
%.6!

个月随访
6

次-

指南共识 =!!



中国肿瘤
!"!!

年第
#$

卷第
%

期 !"#$%&!%$'()*+,++*-./01234.05

从扁平型
&'(

到食管腺癌的进展率为每年
)*+

,*

!真正的扁平型
&'(

并不常见!大多数
&'(

患

者内镜检查可见病变 "

!"-

#

$ 多项回顾性研究 "

!",.!/!

#显

示!

012

联合
234

治疗
5677899

食管伴
&'(

安全有

效$

!:/;

年发表的一项纳入
-

篇队列研究共
/ ;):

例患者的系统评价和
1896

分析显示! 使用
012

联

合
234

治疗
&'(

的效果明显优于单独使用
234

的效果%

2(<:=#)

!

;)*>?

&

:=/)+:=)%

'

"

!/#

#

$ 此外!冷冻

治疗也可用来治疗
50

伴
&'(

! 已有许多研究结果

证实其有效性 "

!/@.!/,

#

!可酌情考虑采用冷冻治疗!但

仍有待进一步研究提供更多证据支持$综上所述!并

根据
0A'0

指南和
4'4

指南 "

)-

!

!:)

#

!

5677899

食管伴

&'(

患者!首选内镜下切除后射频消融治疗$

临床问题
!"

!食管癌和癌前病变患者的治疗后管理

!

病灶超过食管周径
#$%

的食管癌和癌前病变行

内镜切除术后应积极预防食管狭窄" 推荐局部

注射类固醇#口服类固醇和球囊扩张

$强推荐"证据分级!高%

!

早期食管鳞癌及癌前病变内镜治疗后第
!

年

每
&'(

个月应复查"包括上消化道内镜及其他

相应检查"若无明显异常"第
)

年开始可每年

进行
*

次复查

$弱推荐"证据分级!低%

!

建议在内镜切除或消融治疗
+,--.//

食管相关

012

&

312

或早期腺癌后定期进行内镜随访

$强推荐"证据分级!高%

狭窄是食管早期癌及癌前病变内镜切除术后最

常见的不良事件$

0A(

可导致手术部位周围形成瘢

痕!继而导致食管狭窄$ 一项纳入
/#

篇回顾性研究

和
!

篇前瞻性队列研究的系统评价与
1896

分析结

果显示 ! 食管鳞癌
0A(

术后狭窄总体发生率为

//=%*

"

!/;

#

$ 一项回顾性研究显示!周径大%

B2</=),

!

CD:=::/

'和手术时间长%

B2</=:!

!

C<:=::-

'是
0A(

术后狭窄的危险因素"

!!:

#

$ 内镜治疗食管癌时!病变

周长超过食管周长
#E@

的患者术后狭窄的发生率较

高%

-:=$*+$::*

'

"

!!:.!!!

#

$ 内镜下局部注射类固醇及

口服类固醇( 内镜下球囊扩张术是目前报道较多的

食管狭窄预防措施"

!!#.!!-

#

$ 在一项随机对照试验中!

口服类固醇可显著降低食管狭窄发生率%服用类固醇

的患者为
$-=%*

! 未服用类固醇的患者为
%,=-*

'!术

后需要球囊扩张的频率也显著降低"中位数&

@=%

%

!+

$:

'

FG

中位数&

,=/

%

/+/,

'!

CD:=:/

#

"

!!,

#

$ 一项回顾性

队列研究结果显示! 与未注射类固醇组比较!

#@

名

0A(

术后接受黏膜下曲安奈德注射的患者食管狭窄

发生率显著降低%

/@=-*!FG )/=)*

!

CD:=:/

'!术后需

要球囊扩张的频率也显著降低 %平均数&

:=!!FG #=#

!

CD:=:/

'

"

!!;

#

$ 一项回顾性研究显示!内镜球囊治疗食

管狭窄有效率为
;!=;*

"

!#:

#

$ 另一项回顾性研究显

示! 与未接受预防性球囊扩张组比较!

!;

例接受预

防性球囊扩张的食管癌患者食管狭窄发生率显著降

低%

);*!FG ;!*

!

C<:=:@

'!这些患者接受了内镜病变

切除!涉及食管周长
H#E@

!并在术后
/

周内开始接受

预防性球囊扩张"

!#/

#

$综上!并根据
!:/-

年日本食管

癌实践指南和韩国早期胃肠道癌内镜切除术临床

实践指南 "

/@)

!

/@-

#

!病灶超过食管周径
#E@

的食管癌和

癌前病变行内镜切除术后应积极预防食管狭窄!推

荐局部注射类固醇(口服类固醇和球囊扩张$

早期食管鳞癌及癌前病变内镜治疗后需警惕局

部复发( 异时性食管鳞癌或上皮内瘤变和第二原发

肿瘤等!因此内镜复查随访至关重要$异时性食管癌

指内镜治疗后远离原病灶瘢痕部位新检出的食管

癌! 食管鳞癌患者异时性食管鳞癌或癌前病变发生

率可达
/:*+/)*

!可发病于任何时间!并且食管鳞

癌患者第二原发肿瘤%胃癌(头颈部鳞癌和肺癌'发

病风险增加"

!#!

#

$ 一项回顾性队列研究结果显示!早

期食管鳞癌食管切除术后第二原发肿瘤的发病率为

#=,@*

%

;)*>?

&

!=;,*+@=;)*

'$ 常见的第二原发肿

瘤是头颈癌(肺癌和胃癌"

!##

#

$ 一项纳入
/#

篇回顾性

和
!

篇前瞻性队列研究的系统评价和
1896

分析结

果显示 ! 早期食管鳞癌
0A(

术后局部复发率为

//=%*

!大部分复发均在术后
/

年以内"

!/;

#

!需要长期

随访$ 因此!根据我国早期食管癌筛查专家共识"

;

#

!

推荐早期食管鳞癌及癌前病变内镜治疗后第
/

年每

#+%

个月应复查上消化道内镜! 若无明显异常! 第
!

年开始可每年进行
/

次复查!同时应警惕异时性多原

发食管鳞癌和第二原发癌%如头颈部鳞癌(胃癌等'$

5677899

食管在消融和切除治疗后可能会复发$

一项回顾性队列研究显示!内镜下治疗
5677899

食管伴

&'(

的复发率为
,*

!早期腺癌检出率为
;=)*

"

!#@

#

$ 多

项回顾性队列研究结果表明!

234

治疗后
5677899

食

指南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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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第
#$

卷第
%

期 !"#$%&!%$'()*+,++*-./01234.05

管复发风险为
$$&'!(&

!

!#)*!#%

"

# 任何
+,--.//

食管在
!

年内的累积复发风险为
01&

$在接下来
23%

年内的复

发风险为
(1&

!

!#4

"

%严格的内镜监测被认为是必要的#

一项纳入
!

项病例对照研究和
%

项队列研究的
5./,

分析显示&与未监测的食管癌患者相比&内镜下监测

的食管癌患者死亡率显著降低
!1&

'

6789340

&

1):

;<

(

"3%%'"344

)

!

!#2

"

#一项纳入
0!

篇回顾性队列研究*

4

篇前瞻性研究以及
!

篇随机对照试验的系统评价和

5./,

分析结果显示&食管肠上皮化生第
0

年的检出

率明显高于之后几年+

778032"

&

1)&;<

(

03!1'!3(1

,&

异型增生第
0

年检出率显著高于后几年 +

778

031!

&

1)&;<

(

03#!'!32

,&

6=>

或早期食管腺癌第
0

年检出率最高+

77803)2

&

1):;<

(

931('!3%)

,

!

!#1

"

% 美

国一项队列研究结果显示&

?=>

患者年复发率为

0312:

+

1):;<

(

03#(:'!31#:

,&

6=>

患者年复发率

为
)31#:

+

1):;<

(

(344:'43#%:

,&建议低级别异型

增生的患者在食管肠上皮化生完全根除后
0

年和
#

年进行内镜检查- 高级别异型增生或早期腺癌的患

者在食管肠上皮化生根除后
93!)

年*

93)

年和
0

年

进行内镜检查&然后每年进行
0

次内镜检查 !

!(9

"

% 目

前& 英国胃肠病学会指南和中国早期食管癌筛查及

内镜诊治专家共识意见+

!90(

年&北京,

!

1

&

))

"均建议

用高分辨率内镜监测- 对于
+,--.//

食管
@# AB

且不

伴有肠上皮化生或异型增生+上皮内瘤变,者&经重

复
(

个象限内镜下黏膜活检证实无肠上皮化生&建

议退出监测-

+,--.//

食管
@# AB

伴有肠上皮化生者&

建议每
#')

年行
$

次内镜检查-对于
+,--.//

食管
!

# AB

者&建议每
!'#

年行
$

次内镜检查%

!七"实施相关情况

临床问题
!"

!开展食管癌筛查医师应具备的能力

"

食管癌筛查内镜医师应清楚了解食管的解剖学

特征"具备一般内镜检查能力"开展内镜诊疗工

作不少于
#

年"取得主治医师及以上专业技术

职务任职资格# 每位内镜医师至少有
$%%

例食

管内镜诊疗操作的个人经验# 内镜医师满足培

训标准"可以进行食管癌内镜筛查

$强推荐"证据分级!低%

对于内镜下病变的评估& 内镜检查医师需要掌

握食管的解剖学特征和基本的内镜技术& 才能对黏

膜和病变进行准确的观察和判断%因此&在进行内镜

诊断培训之前& 内镜医师必须熟练掌握标准内镜检

查技术% 一项研究表明&超过
19:

接受培训的人员

在执行了
!99

次上消化道内镜检查后能够达到

1):

的完成率 +即在没有物理帮助的情况下将内镜

通过到十二指肠,

!

!($

"

%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9$1

年

.消化内镜诊疗技术临床应用管理规范/

!

!(!

"建议&开

展内镜诊疗技术的医师需满足(+

$

,执业范围为与开

展消化内镜诊疗工作相适应的临床专业-+

!

,有
)

年

以上临床工作经验& 目前从事消化系统疾病诊疗工

作&累计参与完成消化内镜诊疗病例不少于
!99

例-

+

#

,经过消化内镜诊疗技术相关系统培训并考核合

格&具有开展消化内镜诊疗技术的能力# 此外&欧洲

内镜学会 !

!(#

"建议&在开始上消化道光学诊断之前&

每位内镜医师至少有
#99

例上消化道内镜的个人经

验& 并满足上消化道内镜的欧洲内镜学会质量标准#

因此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

"和欧洲内镜学会!

!(#

"

建议& 食管筛查内镜医师应开展内镜诊疗工作不少

于
)

年& 取得主治医师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

格& 每位内镜医师应至少有
#99

例食管内镜诊疗操

作的个人经验#

经验丰富的医师更能准确地对食管癌病变进行

诊断和评估&其诊断具有较高的灵敏度#一项研究显

示&在对食管癌病变的评估和诊断中&经验丰富的内

镜医师组的灵敏度+

$99:

&

!)C!)

,显著高于经验较

少的内镜医师组+

)#:

&

1C04

,+

D@93990

,-经验丰富的

内镜医师组
E+<

阳性预测值+

():

&

!)C))

,高于经验

不足的内镜医师组+

#):

&

1C!%

,&但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

D893)9

,-在经验较少的内镜医师组中&前半部分

患者
E+<

的灵敏度为
(#:

&后半部分患者
E+<

的灵

敏度增加到
%9:

!

!((

"

# 内镜筛查早期
+,--.//

食管相

关肿瘤是一项挑战&研究者!

!()

"开发了一个基于网络

的
+,--.//

食管相关肿瘤教学培训工具& 该教学培训

工具制作了
+,--.//

食管相关肿瘤及
+,--.//

食管的

内镜检查过程中的高清数字视频& 供内镜医师培训

学习&该研究显示&培训学习后
+,--.//

食管相关肿

瘤的中位检出率增加了
#9:

+

D@93990

,# 因此&丰富

的经验是诊断灵敏度提高的重要原因& 医师在进行

较多检查后能显著提高诊断的灵敏度# 内镜医师在

进行食管癌内镜下光学诊断前& 应通过现场培训课

程*自我学习等方式进行内镜诊断培训#目前尚缺乏

相关研究确定熟练掌握诊断能力所需的内镜下光学

指南共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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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评估例数! 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建议"

!&!

#

$

医师应当接受至少
%

个月的系统培训并考核合格$

在指导医师指导下$ 参与完成培训基地按照四级手

术管理的消化内镜诊疗操作不少于
'"

例$满足培训

标准$方可进行食管癌内镜诊断%

临床问题
!"

!食管癌筛查质量控制

!

推荐将食管癌早期诊断率" 染色内镜使用率作

为食管癌筛查质量控制指标

#强推荐$证据分级!低%

食管癌诊断时的临床分期是食管癌预后的最主

要决定因素& 增加早期食管癌比例是食管癌筛查的

直接目标%早期食管癌内镜下改变不明显&其诊断需

要内镜医师仔细观察%因此&推荐将食管癌早期诊断

率 '单位时间内上消化道内镜检查发现早期食管癌

患者数占同期上消化道内镜检查发现食管癌患者总

数的比例(作为食管癌筛查质量控制指标之一%如问

题
(#

所述&早期食管癌及癌前病变在白光内镜下具

有一定漏诊率& 首选
)*+,-

染色内镜或窄带成像内

镜% 因此&推荐将染色内镜使用率)单位时间内食管

癌筛查上消化道内镜中使用
)*+,-

染色或光学染色

内镜的例数占同期食管癌筛查上消化道内镜总例数

的比例(作为食管癌筛查质量控制指标之一!

指南制定专家组 *按姓氏汉语拼音字母排序(+

陈万青 *国家癌症中心
.

国家肿瘤临床医学研究中

心
.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肿瘤医院 (,

崔巍 )国家癌症中心
.

国家肿瘤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肿瘤医院(,郜恒骏

)生物芯片上海国家工程研究中心(,赫捷)国家癌症

中心
.

国家肿瘤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

中国医学科学院

北京协和医学院肿瘤医院(,季加孚)北京大学肿瘤

医院(,姜晶)吉林大学第一医院(,靳光付)南京医科

大学(,李霓)国家癌症中心
.

国家肿瘤临床医学研究

中心
.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肿瘤医院(,

李文庆)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李修岭)河南省人民医

院(,李汛)兰州大学第一医院(,李兆申)上海长海医

院(,令狐恩强)解放军总医院(,刘国祥)哈尔滨医科

大学(,刘吉勇)山东省立医院(,卢瑗瑗)空军军医大

学西京消化病医院(, 潘凯枫 )北京大学肿瘤医

院(,彭绩)深圳市慢性病防治中心(,施宏)福建省

肿瘤医院(,孙喜斌)河南省肿瘤医院(,田艳涛)国家

癌症中心
.

国家肿瘤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

中国医学科

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肿瘤医院(,王家林)山东第一

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

山东省肿瘤医院(, 王立东

)郑州大学(,吴明利)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吴齐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薛丽燕)国家癌症中心
.

国家

肿瘤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

医学院肿瘤医院(,应建明)国家癌症中心
.

国家肿瘤

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

院肿瘤医院(,袁媛)中国医科大学(,赵琨)国家卫生

健康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钟芸诗)复旦大学附属

中山医院(,庄贵华)西安交通大学(

指南制定专家组组长+陈万青)国家癌症中心
.

国家肿瘤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

协和医学院肿瘤医院(

指南制定专家组副组长!李霓)国家癌症中心
.

国家肿瘤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

协和医学院肿瘤医院(

指南制定工作组 )按姓氏汉语拼音字母排序(+

曹素梅)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曹巍)国家癌症中

心
.

国家肿瘤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

京协和医学院肿瘤医院(,董栋)徐州市肿瘤医院(,

杜灵彬)浙江省肿瘤医院
.

浙江省癌症中心(,龚继勇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

山东省肿瘤医

院(,贺宇彤)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雷林)深圳市

慢性病防治中心(,李贺)国家癌症中心
.

国家肿瘤临

床医学研究中心
.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

肿瘤医院(,李江)国家癌症中心
.

国家肿瘤临床医学

研究中心
.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肿瘤医

院(,任建松)国家癌症中心
.

国家肿瘤临床医学研究

中心
.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肿瘤医院(,

宋本华)陕西省肿瘤医院(,宋冰冰)哈尔滨医科大学

肿瘤防治研究所(,宋颂)国家癌症中心
.

国家肿瘤临

床医学研究中心
.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

肿瘤医院(,孙殿钦)国家癌症中心
.

国家肿瘤临床医

学研究中心
.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肿瘤

医院(,王飞)国家癌症中心
.

国家肿瘤临床医学研究

中心
.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肿瘤医院(,

王宁)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席云峰)内蒙古自治区综

合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许永杰)国家癌症中心
.

国家

指南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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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

医学院肿瘤医院!"颜仕鹏#湖南省肿瘤医院
&

中南大

学湘雅医学院附属肿瘤医院!"余一雯#国家癌症中

心
&

国家肿瘤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

京协和医学院肿瘤医院!"张敏#湖北省肿瘤医院!"

张瑞 #国家癌症中心
&

国家肿瘤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肿瘤医院!"张韶凯

#郑州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张永贞#山西省肿瘤医院!

执笔人$陈万青#国家癌症中心
&

国家肿瘤临床

医学研究中心
&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肿

瘤医院!"李霓#国家癌症中心
&

国家肿瘤临床医学研

究中心
&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肿瘤医

院!"任建松#国家癌症中心
&

国家肿瘤临床医学研究

中心
&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肿瘤医院!"

田金徽#兰州大学循证医学中心!"田文静#哈尔滨医

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胡付兰#深圳大学医学部公

共卫生学院!"曹巍#国家癌症中心
&

国家肿瘤临床医

学研究中心
&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肿瘤

医院!"李江#国家癌症中心
&

国家肿瘤临床医学研究

中心
&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肿瘤医院!"

宋颂 #国家癌症中心
&

国家肿瘤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肿瘤医院!"张瑞

#国家癌症中心
&

国家肿瘤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

中国

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肿瘤医院!" 李贺#国家

癌症中心
&

国家肿瘤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

中国医学科

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肿瘤医院!"刘涵#国家癌症中

心
&

国家肿瘤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

京协和医学院肿瘤医院!

本!指南"制定受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疾病预防

控制局委托与指导

利益冲突!所有作者声明无利益冲突

志谢!感谢以下专家在本"指南#制定过程中提

出的宝贵建议$按姓氏汉语拼音字母排序%!安俊平

$徐州市肿瘤医院%&郭嫦媛$国家癌症中心
&

国家肿

瘤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

学院肿瘤医院%&刘亚洲$徐州市肿瘤医院%&王洛伟

$上海长海医院%&王慜杰$国家癌症中心
&

国家肿瘤

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

院肿瘤医院%&薛学敏$国家癌症中心
&

国家肿瘤临床

医学研究中心
&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肿

瘤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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