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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镜下氩离子凝固术联合奥美拉唑治疗Ｂａｒｒｅｔｔ食管的

临床观察

张海琳，雷平光（广东省深圳市松岗人民医院　５１８１０５）

　　【摘要】　目的　探讨Ｂａｒｒｅｔｔ食管（ＢＥ）病应用内镜氩离子凝固术和奥美拉唑药物疗法联合治疗及其临床效果

与安全性。方法　选取该院确诊的１００例Ｂａｒｒｅｔｔ食管患者，根据年龄层次平均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２组各５０例。

对照组采用常规的奥美拉唑药物治疗方法，治疗组采用内镜下氩离子凝固术并联合奥美拉唑药物治疗，通过胃镜观

察手术效果，对病灶清除不完全的患者日后进行二次氩离子凝固术。治疗结束后所有患者均进行４次定期胃镜复

检，统计复检结果，对２组患者治疗情况进行数据分析与比较。结果　分析２组患者复检数据，治疗１年以后检查

结果，治疗组总有效率为８８％，明显高于对照组总有效率（６６％），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安全性比较，对照

组无不良反应，治疗组使用氩离子凝固术后６例患者有短期胸骨疼痛，在后续药物治疗过程中逐渐消失，对患者健

康状况影响不大。结论　内镜下氩离子凝固术联合奥美拉唑治疗Ｂａｒｒｅｔｔ食管，该临床治疗方案安全性好、有效率

高，值得更深入长期的研究和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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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雷特（Ｂａｒｒｅｔｔ）食管（ＢＥ）具体病理特征为食管下段黏膜

的单层柱状上皮替代正常的复层鳞状上皮。３ｃｍ法则规定巴

雷特食管发病范围在胃食管与胃黏膜连接处３ｃｍ以上
［１］。目

前研究表明，通过胃镜直接观察并取样活检确定胃食管与胃黏

膜连接处有单层柱状上皮替代正常的复层鳞状上皮的病变都

称为ＢＥ食管。该病通常伴有慢性胃炎和胃食管反流等不适

症状。现已证实如果病理活检确定为肠化型ＢＥ食管有可能

导致癌变，其对病患潜在的危害性极大，目前临床治疗多数采

用药物治疗方法，治愈率低下［２３］。现探讨该病患者应用内镜

氩离子凝固术和奥美拉唑药物疗法联合治疗，以研究联合疗法

的安全性及临床疗效。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该院２０１０年１月至２０１１年１２月，由病

理活检报告确定的１００例ＢＥ食管患者作为本组研究对象，诊

断标准参照我国ＢＥ食管诊断共识（２００５重庆草案）。其中男

性７８例，女性２２例；年龄３４～６９岁，主要临床表现为差异性

胃反酸和胸骨位疼痛。根据患者年龄层次平均分为对照组和

治疗组，２组平均年龄分别为５１．１岁和５１．８岁。内窥镜下观

察病变形态，其中对照组５０例患者Ⅰ型（舌型）３１例，Ⅱ型（岛

型）１２例，Ⅲ型（全周型）７例；治疗组５０例患者Ⅰ型（舌型）２７

例，Ⅱ型（岛型）１４例，Ⅲ型（全周型）９例。按治疗前化生上皮

长度，其中对照组患者短段（＜３ｃｍ）３６例，长段（＞３ｃｍ）１４

例，平均ＢＥ食管长度为２８ｍｍ；治疗组患者短段（＜３ｃｍ）３２

例，长段（＞３ｃｍ）１８例，平均ＢＥ食管长度为２７ｍｍ。所有患

者住院治疗前进行全身检查，均无其他重度疾病，且入选患者

ＢＥ食管无重度不典型增生或静脉曲张、肿瘤等不适宜氩离子

凝固术方案的状况。治疗组患者均自愿接受氩离子凝固手术

并签署手术同意书。２组患者在年龄、性别、健康状况、临床表

现、病理类型及病检报告等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犘＞

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２　治疗方法　对照组采用药物治疗方案，具体方案为５０例

患者均给予奥美拉唑药物治疗（２０ｍｇ／ｄ）；治疗组５０例患者采

用联合治疗方案，先使用氩离子凝固术对病变处进行手术清

除，术后再给予奥美拉唑治疗（２０ｍｇ／ｄ）。手术操作中采用标

准化过程，ＥＲＢＥＡＰＣ３００内镜专用电凝电切及氩离子发生器

为手术操作仪器，使用日本奥林巴斯电子胃镜作为术中观察仪

器。具体操作内容为在电子胃镜观察下将氩离子电凝电切导

管插至病变区进行手术清除，操作时４５～６０Ｗ 为电凝电切器

标准功率，手术完成后电子胃镜观察病变区有无局部出血等不

良症状。术后复检发现未清除完全的患者可根据实际情况进

行二次氩离子凝固术，２次手术时间间隔要求大于３０ｄ，实际

进行二次氩离子凝固术的患者有３例，胃镜检查表明完全清

除。术后给予患者奥美拉唑药物治疗（２０ｍｇ／ｄ），术后护理要

求患者２４ｈ禁食并卧床休息，次日后逐渐恢复饮食，由流质饮

食过渡到半流质，最后恢复为正常饮食。

１．３　随访及复检　对所有患者治疗结束以后１、３、６、１２个月

定期进行４次复检，复检时内镜对再生的上皮组织间隔１ｃｍ

处进行四维活检，对可疑病变位置进行病理活检，记录其复检

情况及有无其他并发症发生。

１．４　疗效评定　复检后病变区域是否消失，取样活检是否存

在单层柱状上皮组织作为判断标准。规定病变区域完全消失

或者病变区域消失面积大于或等于８０％，病理检查无单层柱

状上皮组织存在视为完全治愈；病变区域有明显或部分减少

（≥３０％）视为有效治愈；病变区域减少不明显甚至有扩大并存

在单层柱状上皮组织视为无效治愈。

１．５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９．０统计软件进行分析，组间结

果比较采用狋检验，犘＜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２组患者临床疗效　统计术后所有患者复检的治疗情

况，４次统计结果均保持稳定趋势。本组结果显示，对照组５０

例患者有效治愈３３例，治疗无效患者１７例，总有效率为

６６％；治疗组５０例患者有效治愈４４例，治疗无效患者６例，总

有效率为８８％。治疗组总有效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犘＜０．０５）。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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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２组患者临床治疗结果比较（狀，％）

组别 狀 完全治愈 有效治愈 无效治愈 总有效率

对照组 ５０ ２ ３１ １７ ６６

治疗组 ５０ ２０ ２４ ６ ８８

２．２　２组患者联合治疗安全性评价　治疗组５０例患者实施

氩离子凝固术后６例患者有短期胸骨疼痛，在后续奥美拉唑治

疗期间不适症状消失，随后１年内多次复检无任何不适病症。

对照组患者无不良反应。本组结果表明实施联合治疗对患者

健康状况影响不大。

３　讨　　论

ＢＥ食管具体病理表现为食管下段黏膜的单层柱状上皮组

织替代正常的复层鳞状上皮组织，其致病原因及发病机制至今

无确切结论。目前大多数研究者都认为胃食管反流与ＢＥ食

管有密切关系。现代医学研究没有确切证据表明这两者间转

化的必然性，但已有的病理数据表明胃反流患者中１０％～

１５％会随着病情发展成为ＢＥ食管患者
［４］。关于ＢＥ食管发病

原因存在两种解释，分别是胚胎期遗留学说和后天性获得学

说。胚胎期遗留学说认为人体胚胎发育过程可能存在中柱状

上皮组织没有被鳞状上皮组织完全替代所以后期形成ＢＥ食

管；而后天性获得学说则认为在人类正常生存过程中受到外界

饮食等刺激造成自身食管黏膜炎性并伴有不同程度的破坏，柱

状上皮组织由于具有耐酸性而替代鳞状上皮组织，最终导致形

成ＢＥ食管
［５］。胃镜取部分组织进行病理活检以后根据检查

情况将ＢＥ食管柱状上皮组织分为胃底型（泌酸贲门型）、交

界型（贲门型）和特殊型（肠上皮化生型）３种类型。３种类型中

的特殊型（肠上皮化生型）ＢＥ食管已被证实具有高度概率发展

成为食管腺癌，而其他两类暂时无可靠数据证明ＢＥ食管与癌

症的关系［６］。

临床治疗通常使用奥美拉唑，这是一种能够有效抑制胃酸

分泌的质子泵抑制剂［７］。相关治疗数据显示奥美拉唑的治疗

有效率在５５％～６５％，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本组对照组患

者奥美拉唑治疗有效率与相关统计结果较一致。随着新型医

疗设备电子胃镜分辨率的不断提高，ＢＥ食管能够被清晰识别

并依靠电子胃镜观察做出准确分类。目前对于ＢＥ食管的临

床治疗通常采用与胃食管反流的药物治疗方法一致，这对于病

变区域的根本改善效果不明显。消除ＢＥ食管病变区域的柱

状上皮组织对降低未来患胃食道癌症的风险意义重大［８９］。因

此寻找更有效的治疗方法从根本上治疗ＢＥ食管具有重要的

临床意义。氩离子凝固术（ＡＰＣ），是高频电凝固技术的一种改

良技术，将高频电流通过氩离子束的电转导将高频电能量传递

至目标组织进行治疗，避免电极直接接触治疗区域，降低该治

疗对患者身体的危害性和风险性。针对ＢＥ食管这一具体病

症，通过使用氩离子凝固术将ＢＥ食管上病变柱状上皮组织蛋

白变性脱落，可以成功地从根本上解决病灶。且该手术方法易

操作、安全性高、患者自身无其他并发症等优势，是治疗该病的

一种新型治疗方案［１０］。本组通过对２组患者进行单纯药物治

疗和联合治疗方案的病理数据统计分析及对比，提示内镜下氩

离子凝固术联合奥美拉唑治疗ＢＥ食管比单纯使用药物治疗

效果显著，５０例患者治疗１年以后有效治愈率达到８８％，与有

关研究报道相一致。术后仅有６例患者复发，复发率与国内相

关报道相符。临床安全性显示仅有少部分患者短期内出现胸

骨疼痛等不适反应，对患者整体健康状况影响不大。本组结果

表明该方案安全性好，总有效率高，值得更深入的研究并进行

广泛的临床治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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