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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算机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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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碘

染色对早期食管癌及癌前病变的诊断价值的文献$对纳入文献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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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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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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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碘染色的汇

总灵敏度%特异度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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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绘制汇总受试者工作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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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管癌在我国发病率高#中晚期患者的
2

年生存率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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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早期食管癌可达
(%X

#可见提高早期食管癌的诊断率

显得尤为重要)当前诊断早期食管癌最重要的方法是内镜检

查)色素内镜$主要是碘染色法%的应用对早期食管癌的检出

率有了明显的提高#但是碘剂对人体存在一定的不良反应)内

镜窄带成像技术$

S3>

%作为一项新技术#在内镜检查中不需要

染色#但价格昂贵)目前有越来越多的文章将
S3>

与碘染色

对早期食管癌及癌前病变的诊断价值进行对比评价#但结论各

有不同#且缺少大样本资料进行综合评定)本文运用
4FKC

分

析方法#评价
S3>

及碘染色对诊断早期食管癌及癌前病变的

准确性#并对两种方法进行比较#为临床诊断提供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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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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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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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普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万方数字化期刊全文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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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合并不同的检索方式进行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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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检索式为$窄带

成像技术 或者
S3>

%并且 $色素内镜 或者 碘染色%并且 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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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对象为常规内镜检查中发现食管

可疑病灶者*食管癌高危人群)$

1

%所有研究对象最后均经病

理学活检确诊)$

'

%所使用的检查方法为
S3>

和$或%碘染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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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入研究提供
S3>

和$或%碘染色的真阳性值$

JT

%*假阳性

值$

PT

%*假阴性值$

PS

%*真阴性值$

JS

%等原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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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除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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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对象包含进展期食管癌*甲状腺疾

病*碘过敏的患者#或伴有心肺严重疾病者)$

1

%排除未给出

JT

*

PT

*

P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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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原始数据的文章)$

'

%排除非
S3>

或碘染

色检查及联合其他内镜检查的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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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性试验准确性质

量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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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纳入文献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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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工具进行质量评价#并制定资料提取表#主要信息包含!作

者*发表年限*国家*病例数*病灶数*两种方法的诊断效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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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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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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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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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
4FKC.7#+M$&0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以

汇总灵敏度*特异度及
(2X"M

为分析指标)采用
M

1 检验分析

各项研究间的异质性#若无异质性$

M

1

$

2%X

%#则用固定效应

模型进行分析#若存在异质性$

M

1

&

2%X

%#则用随机效应模型

进行合并分析)将各项研究的灵敏度与$

$[

特异度%绘制汇总

受试者工作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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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线并计算曲线下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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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越大表示诊断试验的准确性越高)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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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比较两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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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的差异是否具有统计学意义#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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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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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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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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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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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检出相关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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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逐层筛选后#最终纳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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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

1.$0

'

#共
(-2

例研究对象)文献筛选流程及结果见图

$

)纳入文献基本特征见表
$

#纳入文献质量评价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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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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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检索流程及筛选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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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阳性数(

PT

!假阳性数(

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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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入文献的质量评价

纳入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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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目

$ 1 ' 0 2 ) - / ( $% $$ $1 $' $0

苏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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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否 是 不清楚 不清楚 否 否

王?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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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否 是 不清楚 不清楚 否 否

徐亚熙等&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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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否 是 不清楚 不清楚 否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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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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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结果
!

共纳入
$'

个&

1.$0

'研究)各研究间存

在异质性$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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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X

%#故采用随机效应模型进行
4FKC

分析)

4FKC

分析结果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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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诊断早期食管癌及癌前病变的汇

总灵敏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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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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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早期食管癌及癌前病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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碘染色诊断早期食管癌及癌前病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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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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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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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采用随机效应模型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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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线的绘制与统计学分析
!

S3>

与碘染色的

5I96

曲线见图
1

!

0

#通过
4FKC

分析显示#两者的
8̂ 6

分别

为
%&('/)

*

%&(21(

#标准误分别为
%&%$(0

*

%&%$()

#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

&A%&2$(

#

!

&

%&%2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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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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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管癌作为常见的消化道肿瘤#因其早期症状不具特异

性#故大多患者就诊时已为中晚期#以至于治疗效果不理想#因

此早期食管癌及癌前病变的检出可以很大程度地提高患者的

生存率&

$2

'

)内镜检查是消化道肿瘤早期筛查*诊断及治疗的

有效途径&

$)

'

)而色素内镜及电子染色内镜在诸多的内镜技术

中发展较快#具有安全*简便*快捷等优点#已成为目前国内外

研究的热点&

$-

'

)

食管碘染色是通过内镜下向食管黏膜喷洒碘剂#使病灶与

正常黏膜颜色形成对比来帮助识别病变并指导靶向活检&

$/

'

)

具有操作简单#成本低#对设备要求不高的优点)但也存在如

引起患者呛咳*呃逆*胸骨后烧灼感等不适#对碘过敏者及甲状

腺疾病者不能进行碘染色等一些弊端&

$(

'

)

S3>

利用滤光器将

普通电子内镜成像过程中的广谱光学变成窄谱以增强黏膜对

比度而便于诊断&

1%

'

)其优点有减少操作时间及患者的痛苦#

避免色素对人体的不良反应)其不足在于食管清洁度对判定

结果有影响#黏膜表面出血影响其观察效果#且价格昂贵#对设

备要求高&

1$

'

)

本文采用
$'

篇文献进行分析#但仍存在不足之处)首先#

多数研究来自中国#可能存在发表偏倚和选择偏倚)其次#本

研究纳入的文献较少#可能对
5I96

曲线的绘制有影响)而

且#本研究纳入的文献并非完全配对设计研究#可能对结果有

一定影响)目前有关
S3>

及碘染色诊断早期食管癌及癌前病

变的报道很多#但大多数仅关注其检出率而缺少灵敏度和特异

度#且样本具有地域局限性#存在缺乏代表性等不足)为此#本

文采用
4FKC

分析对两者的
8̂ 6

值进行统计学检验#减少了

混杂因素的影响#使得结果更加准确)

本研究显示#对早期食管癌及癌前病变的诊断#

S3>

及碘

染色均有较高的灵敏度与特异度)两者
8̂ 6

值均大于
%&(

#

说明两者对诊断早期食管癌及癌前病变的准确性较高#均具有

一定的临床价值)但两者
8̂ 6

值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说

明两者的准确性无明显差异)考虑到碘染色对人体存在一定

的不良反应#且
4FKC

分析结果显示碘染色的特异度较低#可

能导致盲目地活检#增加工作量)因此#

S3>

对于早期食管癌

及癌前病变的诊断将更有优势#更可能是未来临床推广及普及

的内镜检查技术)但是我国基层医院多#

S3>

的普及需要一定

的时间#所以在基层医院运用碘染色筛查早期食管癌及癌前病

变仍具有较高的临床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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