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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缺血性肠病可分为急性肠系膜缺血（ＡＭＩ）、慢性肠系膜缺血（ＣＭＩ）及缺血性结肠炎（ＩＣ）。本

病患者多有心血管相关的基础疾病史，有习惯性便秘或近期手术史。主要症状根据分型各有特点，ＡＭＩ表现

为无相应体征的剧烈上腹痛或脐周痛，合并心房颤动的器质性心脏病以及胃肠道排空障碍；ＣＭＩ特点为频繁

饭后腹痛、畏食及体质量下降；ＩＣ表现为左侧腹部突发性绞痛，多餐后加重，梗死坏疽后可有急性腹膜炎表

现。实验室检查最多见为血白细胞增高及大便潜血实验阳性，Ｄ－二聚体升高可能对本病诊断有一定意义。

腹部超声、Ｘ光、ＣＴ、ＭＲＩ、肠镜、选择性血管造影在本病的诊断方面各有独特的作用。本病的诊断来源于对病

因、病史、临床表现、实验室及辅助检查的综合判断。治疗分为内科治疗、介入治疗、外科手术治疗，各有其针

对性及适应证。通过及时确定不同类型缺血性肠病的诊断，采取适宜的治疗方法，对改善患者的预后和降低

病死率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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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缺血性肠病是一组异质性疾病，主要病因是
小肠、结肠血液供给不足导致的不同程度的肠壁

局部组织缺血、坏死，并最终由此引起一系列临床

表现。本病可分为急性肠系膜缺血（ＡＭＩ）、慢性

肠系膜缺血（ＣＭＩ）及缺血性结肠炎（ＩＣ）［１２］。缺
血性肠病的常见症状多为腹痛、便血，其特点是早

期诊断困难，往往起病较急，预后常较差，且病死

率较高。相关医务人员目前对该病的认识还不是

很够，导致本病的误诊率一直较高，现将本病的特

点及新近的诊疗进展进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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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流行病学
近年来，缺血性肠病的患病率有所增加［３］，主

要原因可能是社会老龄化加剧及与动脉硬化相关

的疾病发病率逐渐增加。据统计，本病的几种类

型中 ＡＭＩ占比４５％，ＣＭＩ占比５％，ＩＣ占比５０％；
本病的危险因素包括女性、老年、有心血管相关的

基础疾病、有习惯性便秘及近期手术史［４５］。以往

统计本病住院患者为总住院人数的０．１％，且死亡
率高达 ６０％ ～１００％［６７］。ＡＭＩ多发于 ６０岁以上
老年男性，根据国外研究报道，急诊监护病房 ＡＭＩ
患者比例亦为０．１％［８］。我国９０％的ＩＣ患者也是
老年患者（≥６０岁）［９］，局部的血管病变导致血流
量不足及血液处于高凝状态是 ＩＣ的病理基础，ＩＣ
也有多种危险因素，主要包括心力衰竭、心房颤

动、心律失常、休克、机械性肠梗阻、动脉血栓形成

等［１０］。

２　发病原因
心脏总排血量的１／１０～１／５为消化道血流量。

任何原因造成营养肠道的动脉或静脉血流障碍都

会导致相应的肠道发生缺血性损伤，从而引起缺

血性肠病。肠道动脉血流明显减少或者静脉血回

流明显受阻，若侧支循环不足，将发生肠缺血甚至

出现肠梗死。血管自身病变及血容量不足是肠道

缺血的两大病理基础。

２．１　血管病变　慢性肠系膜缺血的主要病因是
动脉粥样硬化导致的血管狭窄［１１］，除此以外肠道

血管畸形和多种病因导致的血管炎都可引起缺血

性肠病。另外全身性血管病变累及腹腔血管导致

肠管供血不足也会有缺血性改变。

２．２　其他原因　患有引起血流减慢的疾病（肝硬
化、门脉高压、术后创伤、腹腔感染、真性红细胞增

多症等）或服用造成血液高凝状态的药物（避孕

药、洋地黄类、加压素等）以及部分外科急腹症（肠

扭转、肠套叠、嵌顿疝、腹腔黏连）等血管外的其他

因素可导致肠系膜缺血［１２］。心力衰竭、心肌梗死、

心律失常、严重心瓣膜病、大出血、败血症、各种原

因导致的休克等体循环紊乱也可引起本病，能导

致肠壁血流急剧减少的有关因素如应用血管收缩

药物及过量强心药物有时也可引起［１３］。

３　临床表现
３．１　急性肠系膜缺血　典型的 ＡＭＩ三联征指无

相应体征的剧烈上腹痛或脐周痛，合并心房颤动

的器质性心脏病以及胃肠道排空障碍［１４］。患者主

诉剧烈腹痛但早期体征可较轻。有部分患者可表

现为急腹症症状，２４ｈ内出现血便。其症状在缺
血状况得以控制后也会快速消失，称为“两快”，也

是 ＡＭＩ与炎症性肠病、非特异性肠炎的主要鉴别
点［１５］。

３．２　慢性肠系膜缺血　本病多缓慢起病，常在进
食后发病，多见于中老年男性。频繁饭后腹痛、畏

食及体质量下降是本病最为典型的表现。腹痛位

置不明，严重程度不等，部位多在脐周或左下腹，

大部分发病时间在餐后半小时以内，并在 １～２ｈ
腹痛最明显，之后症状减轻，发病时卧或蹲坐可减

轻部分症状［１６］。反复发作的餐后腹痛导致患者畏

食、少食，加之肠道缺血本身引起的吸收不良，从

而出现体质量下降。患者多有导致动脉粥样硬化

的基础疾病。此外，２０％ ～６０％的本病患者可有
脉弱、血管弹性差等周围血管症的体征［１７］。

３．３　缺血性结肠炎　本病分为坏疽性和非坏疽
性，两者差别明显。大部分患者主要临床表现为

腹痛，因 ＩＣ主要累及左半结肠，故腹痛也多表现
为左侧腹痛，腹痛性质为突发性绞痛，多有餐后加

重。部分患者在１日内排出血便，ＩＣ还可有恶心、
呕吐、厌食、低热等症状，主要体征为腹部轻中度

压痛、体温增高、脉搏细数、肠鸣音由高转低逐渐

消失等［１８］。梗死后可有急性腹膜炎典型表现。

４　实验室及辅助检查
４．１　实验室检查　本病常有血白细胞增高，大便
潜血试验阳性。另外乳酸脱氢酶、肌酸激酶、碱性

磷酸酶也可增高，但对 ＡＭＩ的诊断缺乏特异
性［１９］。Ｂｌｏｃｋ等［２０］的研究指出 Ｄ－二聚体 ＞０．９
ｍｇ／Ｌ时，对于本病诊断的特异性为 ９２％，因此
Ｄ二聚体升高对本病诊断有一定意义，但其升高
程度与病情严重程度的关系仍需进一步研究［２１］。

随着研究的深入，谷胱甘肽 Ｓ转移酶的 ａ亚基
（ａＧＳＴ）因其特异性的分布越来越多被了解，可能
会成为本病发展的方向。小肠脂肪酸结合蛋白

ＩＡＦＢＰ可能也是下一个有效的检测指标。
４．２　腹部 Ｘ线检查　用于本病的初步检查，可提
示出肠积气，肠壁增厚，肠腔变细，结肠袋消失，部

分严重病例可见气腹或结肠壁内线型气影［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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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ＭＩ多表现为“指压征”。因钡剂检查可能加重肠
缺血甚至引起肠穿孔，腹膜刺激征阳性患者禁忌

钡剂检查［２］。部分患者仅腹平片就可明确诊断确

定下一步治疗方法。

４．３　超声检查　因其无创、经济、方便，在缺血性
肠病的诊断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普通超声

即能够显示腹部大动脉及静脉的狭窄和闭塞，脉

冲多普勒超声能测定血流速度，对血管狭窄有较

高的诊断价值［２］。但超声检查因其检查带有主观

性，故在实际使用中存在一定局限性，其准确性受

患者身材和合作水平及检查者能力及态度等多方

面的影响［２２］。

４．４　螺旋 ＣＴ　随着技术的发展，ＣＴＡ对肠系膜
血管栓塞诊断的特异性和敏感性明显提高。能直

接观察肠系膜动静脉主干及其二级分支的解剖情

况［２３］，对急性肠系膜缺血有极高的诊断价值。急、

慢性肠系膜缺血螺旋 ＣＴ血管成像下均有特征性
的直接征象及间接征象。若出现肠积气及腹水等

则表明可能存在肠管的坏死。有数据表明增强 ＣＴ
对急性肠缺血的敏感性可高达 ９０％。２０１５年美
国ＡＣＧ指南也指出对于无法排除 ＡＭＩ患者，应接
受多相 ＣＴ血管造影检查［２４］。

４．５　ＭＲＩ检查　ＭＲＩ检查是一种无创无射线的
检查，也逐步开始用于 ＡＭＩ的诊断，可以在部分诊
断中起到与 ＣＴ相同的作用［２５］，还能通过不同的

成像方式及消除干扰的手段，提供更清晰的小肠

结构［２６］。可作为慢性缺血性肠病诊断及了解疾病

发展的新方法，ＭＲＩ在新旧血栓、肠缺血性质的判
断上也有独特的地位。它的弱点是鉴别非闭塞性

低灌注或末梢栓子，这也限制了它在急性缺血性

肠病的应用。作为 ＭＲＩ的进一步应用，ＭＲＡ有更
好的发展。

４．６　肠镜检查　肠镜检查是缺血性结肠炎的主
要诊断方法［２］。病变部位肠黏膜充血、水肿、坏

死、溃疡形成，病变部与正常肠段边界明显是其肠

镜下主要特点。ＩＣ的特征性表现是镜下看到黏膜
下出血或水肿形成的出血结节。累及结肠的 ＡＭＩ
与ＩＣ镜下类似。因为肠黏膜下出血吸收较快，所
以尽量４８ｈ内行肠镜检查；检查尽量少充气，避免
过度损伤肠黏膜，以免引起肠穿孔。肠镜检查的

禁忌证为腹膜刺激征、持续腹痛、便血及休克

等［２７］。

４．７　选择性血管造影检查　是诊断 ＡＭＩ的金标
准，除了可以直观看到血管及侧支循环状况外，还

可以直接经血管进行药物灌注治疗及视情况进行

介入治疗。应用数字减影血管技术进行诊断及治

疗可使病死率降低１８％ ～５３％［２８］。

４．８　其他　研究发现用同位素锝９９（９９Ｔｃ）和铟１１１

（１１１Ｉｎ）放射性核素标记血小板的单克隆抗体，注
射人体后行 γ照相，能显示急性肠系膜血管闭塞
的缺血区［２９］。也有发现白蛋白钴结合试验是诊
断急性肠缺血的一个实用指标，敏感性达 １００％，
特异性为 ８５．７％［３０］。还可通过携带张力感受器

的鼻胃管测定二氧化碳分压（ＰＣＯ２）来判断是否存
在组织缺氧，ＰＣＯ２＞１１ｋＰａ时，对缺氧诊断的敏感

性７８％，特异性９２％［３１］。另外有报道称腹腔镜对

诊断肠系膜动脉缺血也有一定诊断价值［３２］。

５　病理变化
研究显示缺血性肠病基本的病理改变是肠壁

缺血、水肿、出血及坏死等循环障碍表现［３３］。急性

肠系膜缺血患者肠黏膜以缺血性改变为主，如伴

有血管炎、血栓形成及血管栓塞病变者即可确

诊［３４］。大部分病理表现为水肿，黏膜及黏膜下层

水肿明显；多伴出血，严重者表现为血便；黏膜严

重缺血导致坏死，后形成溃疡；溃疡过深则可导致

穿孔。

６　诊断
本病暂无明确诊断标准，临床诊断来源于对

病因、病史、临床表现、实验室及辅助检查的综合

判断。有弥漫性血管病变、血栓高危因素、多种原

因造成的血容量不足的老年患者，临床有腹痛、血

便、排除其他疾病，应考虑本病。ＡＭＩ：腹痛明显，
症状和体征不符，体征多较轻。腹部平片可见“指

压征”，ＣＴ检查可见相应血管不显影或腔内充盈
缺损。选择性血管造影是诊断的金标准，肠黏膜

病理检查以缺血为主。ＣＭＩ：诊断以临床表现及影
像学检查为主。主要症状为腹痛反复发作，病程

较长，患者畏食，消瘦，上腹部常可及血管杂音。

ＣＩ：无明显诱因出现腹痛、血便、腹泻及急腹症的
老年患者应警惕本病，条件许可尽早肠镜检查。

７　治疗
一般内科治疗：ＣＩ内科治疗效果较好。一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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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缺血性肠病，应立即常规禁食、胃肠减压、静

脉营养支持、改善循环治疗。合理应用血管活性

药物十分重要。若出现肠系膜静脉血栓，尽快抗

凝及溶栓治疗，尽早使用肝素。溶栓治疗时间窗

在４８ｈ之内，时间过长导致出血概率明显增
高［３５］。重视及尽早进行原发病的治疗，控制原发

病有利于改善肠道缺血。预防性使用足量而有效

的抗生素，保持内环境及生命体征的稳定。

介入治疗：因其小创伤、快恢复等特点，与传

统外科手术各有千秋，在部分领域甚至超过。缺

血性肠病介入治疗包括经导管用药改善循环、溶

栓、血栓切除、放置支架等。非闭塞性肠缺血患者

需尽早经造影导管向动脉内灌注血管扩张剂，配

合原发病治疗，效果满意。血栓形成或栓塞的患

者可在时间窗内导管用药溶栓，有时可避免手术，

用药需监测凝血情况，防止出血。宋盛晗等研究

在通过导管用药同时，行血管成形或支架植入术，

有助于恢复血流，降低复发［３６］。

手术治疗：对于中重度肠系膜上动脉狭窄或

闭塞者，需要借助外科手术的方法进行治疗。根

据病变的程度和范围选择不同的方法。例如非闭

塞性肠缺血患者，一旦出现腹膜炎刺激征，应及时

进行手术探查。可经观察肠管色泽、动脉搏动和

肠蠕动情况来判断肠管组织活力，对仅局限在某

一段的坏死肠管作切除［３７］。对于可疑坏死的肠管

可暂时予以保留，经１２～２４ｈ的药物灌注后，再判
断肠管组织活力以决定是否作肠管切除。此外，

老年人肠系膜血管阻断的患者，也需考虑剖腹探

查术，根据肠管的色泽和血管血运情况采取不同

的手术方式（动脉栓子摘除术或肠系膜动脉血管

重建术）。需要注意的是：年老体弱合并严重的心

脑肺血管疾病及重要脏器的功能障碍不能耐受手

术、同时未发现肠坏死迹象者及动脉造影显示主

动脉、肠系膜上动脉和腹腔干动脉病变广泛，预计

手术效果差者为手术禁忌证［２］。

８　预后
对于年龄大于７０岁，诊断延迟超过２４ｈ，伴休

克、酸中毒的患者，预后差［３８］。症状较轻者多为一

过性、可逆性，恢复较快。重症患者经积极处理，

约半数可在２４～４８ｈ内症状缓解，１～２周病变愈
合，严重者可能需３～７个月愈合。病情较重需要

手术治疗的患者预后时间相对较长。

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人口老龄化和心

脑血管疾病发病率的增加，缺血性肠病的发病率

逐渐增多。近年来随着各种先进的诊疗技术应用

于临床，我们对缺血性肠病的认识水平也在不断

深化，注重肠缺血诊断的关键环节十分重要。通

过及时确定不同类型缺血性肠病的诊断，采取适

宜的治疗方法，对改善患者的预后和降低病死率

有重大意义［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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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ｍ，１９９７，７７（２）：３５７３６９．

［１９］ＭｉｄｉａｎＳｉｎｇｈＲ，ＰｏｌｅｎＡ，ＤｕｒｉｓｈｉｎＣ，ｅｔａｌ．Ｉｓｃｈｅｍｉｃｃｏ

ｌｉｔｉｓｒｅｖｉｓｉｔｅｄ：ａ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ｔｕｄｙｉｄｅｎｔｉｆｙｉｎｇｈｙｐｅｒｃｏａｇ

ｕｌ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ｓａｒｉｓｋｆａｃｔｏｒ［Ｊ］．ＳｏｕｔｈＭｅｄＪ，２００４，９７（２）：

１２０１２３．

［２０］ＢｌｏｃｋＴ．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ｏｆｐｌａｓｍａｂｉｏｍａｒｋｅｒｓｆｏｒ

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ｉｓｃｈｅｍｉａ［Ｊ］．ＳｃａｎｄＪＣｌｉｎＬａｂＩｎｖｅｓｔ，２００８，

６８（３）：２４２２４８．

［２１］ＡｋｙｉｌｄｉｚＨ，ＡｋｃａｎＡ，ＯｚｔｕｒｋＡ，ｅｔａｌ．Ｔｈｅ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ｏｆ

ｔｈｅＤｄｉｍｅｒｔｅｓｔａｎｄｂｉｐｈａｓｉｃｃｏｍｐｕｔｅｄ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ｙｗｉｔｈ

ｍｅｓｅｎｔｅｒｉｃｃｏｍｐｕｔｅｄ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ｙａｎｇｉｏｇｒａｐｈｙｉｎｔｈｅｄｉ

ａｇｎｏｓｉｓｏｆａｃｕｔｅｍｅｓｅｎｔｅｒｉｃｉｓｃｈｅｍｉａ［Ｊ］．ＡｍＪＳｕｒｇ，

２００９，１９７（４）：４２９４３３．

［２２］ＣｈａｎｇＲＷ，ＣｈａｎｇＪＢ，ＬｏｎｇｏＷＥ．Ｕｐｄａｔｅｉｎｍａｎａｇｅ

ｍｅｎｔｏｆｍｅｓｅｎｔｅｒｉｃｉｓｃｈｅｍｉａ［Ｊ］．ＷｏｒｌｄＪＧａｓｔｒｏｅｎｔｅｒｏｌ，

２００６，１２（２０）：３２４３３２４７．

［２３］ＲｅｓｃｈＴ，ＬｉｎｄｈＭ，ＤｉａｓＮ，ｅｔａｌ．Ｅｎｄ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ｒｅｃａｎａｌ

ｉｓａｔｉｏｎｉｎｏｃｃｌｕｓｉｖｅｍｅｓｅｎｔｅｒｉｃｉｓｃｈｅｍｉａｆｅａ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ｄ

ｅａｒｌｙｒｅｓｕｌｔｓ［Ｊ］．ＥｕｒＪＶａｓｃＥｎｄｏｖａｓｃＳｕｒｇ，２００５，２９

（２）：１９９２０３．

［２４］ＢｒａｎｄｔＬＪ，ＦｅｕｅｒｓｔａｄｔＰ，ＬｏｎｇｓｔｒｅｔｈＧＦ，ｅｔａｌ．ＡＣＧｃｌｉｎｉ

ｃａｌ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ｙ，ｒｉｓｋｆａｃｔｏｒｓ，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ｏｆ

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ａｎｄ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ＣｏｌｏｎＩｓｃｈｅ

ｍｉａ（ＣＩ）［Ｊ］．ＡｍＪＧａｓｔｒｏｅｎｔｅｒｏｌ，２０１５，１１０（１）：１８

４４．

［２５］谭显金．急性肠系膜缺血疾病的研究现状与进展［Ｊ／

ＣＤ］．中华临床医师杂志：电子版，２００９，３（４）：６４０

６４５．

［２６］杨谦，李伟，赵煜．急性肠系膜缺血性疾病早期 ＣＴ血

管成像影像特征分析［Ｊ］．实用医院临床杂志，２０１０，

７（５）：９０９１．

［２７］范建高，沈峰．提高缺血性肠病的临床认识［Ｊ］．胃肠

病学和肝病学杂志，２０１１，２０（６）：４９１４９４．

［２８］ＢｒａｎｄｔＬＪ，ＢｏｌｅｙＳＪ．ＡＧＡ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ｒｅｖｉｅｗｏｎ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

ｉｓｃｈｅｍｉａ［Ｊ］．Ｇａｓｔｒｏｅｎｔｅｒ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０，１１８（５）：９５４

９６８．

［２９］ＳｔａｔｈａｋｉＭＩ，ＫｏｕｔｒｏｕｂａｋｉｓＩＥ，ＫｏｕｋｏｕｒａｋｉＳＩ，ｅｔａｌ．Ｉｓ

ｔｈｅｒｅａｒｏｌｅｆｏｒＴｃ９９ｍ（Ｖ）ＤＭＳＡｓｃｉｎｔｉｇｒａｐｈｙｉｎｉｓ

ｃｈｅｍｉｃｃｏｌｉｔｉｓ［Ｊ］．ＷｏｒｌｄＪＧａｓｔｒｏｅｎｔｅｒｏｌ，２００８，１４

（３５）：５４３２５４３５．

［３０］ＰｏｌｋＪＤ，ＲａｅｌＬＴ，ＣｒａｕｎｍＬ，ｅｔａｌ．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ｕｔｉｌｉｔｙｏｆｔｈｅ

ｃｏｂａｌｔａｌｂｕｍｉｎｂｉｎｄｉｎｇａｓｓａｙｉｎｔｈｅ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ｏｆｉｎｔｅｓｔｉ

ｎａｌｉｓｃｈｅｍｉａ［Ｊ］．ＪＴｒａｕｍａ，２００８，６４（１）：４２４５．

［３１］ＫｏｌｋｍａｎＪＪ，ＢａｒｇｅｍａｎＭ，ＨｕｉｓｍａｎＡＢ，ｅｔａｌ．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

ａｎｄ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ｓｐｌａｎｃｈｎｉｃｉｓｃｈｅｍｉａ［Ｊ］．ＷｏｒｌｄＪ

Ｇａｓｔｒｏｅｎｔｅｒｏｌ，２００８，１４（４８）：７３０９７３２０．

［３２］ＢａｅｓｈｋｏＡＡ，ＢｏｎｄａｒｃｈｕｋＡＧ，ＰｏｄｙｍａｋｏＮＳ，ｅｔａｌ．Ｌａｐ

ａｒｏｓｃｏｐｙｉｎ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ｏｆ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ｍｅｓｅｎｔｅｒｙａｃｕｔｅｃｉｒｃｕ

ｌａｔｏｒｙ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Ｊ］．Ｋｈｉｒｕｒｇｉｉａ（Ｍｏｓｋ），２０００，１８

（５）：１８２０．

［３３］田学武，赵永辉．缺血性肠病的病理观察［Ｊ］．医药论

坛杂志，２０１０，３１（１０）：３２３３，３６．

［３４］刘文徽，石卉，廖亮，等．手术及血管造影确诊的急性

肠系膜上动脉栓塞４７例临床分析［Ｊ］．中华内科杂

志，２０１４，５３（５）：３７５３７９．

［３５］ＳｃｈｏｏｔｓＩＧ，ＬｅｖｉＭＭ，ＲｅｅｋｅｒｓＪＡ，ｅｔａｌ．Ｔｈｒｏｍｂｏｌｙｔｉｃ

ｔｈｅｒａｐｙｆｏｒａｃｕｔｅｓｕｐｅｒｉｏｒｍｅｓｅｎｔｅｒｉｃａｒｔｅｒｙｏｃｃｌｕｓｉｏｎ

［Ｊ］．ＪＶａｓｃＩｎｔｅｒｖＲａｄｉｏｌ，２００５，１６（３）：３１７３２９．

［３６］宋盛晗，张望德，苑超，等．肠系膜上动脉狭窄的腔内

介入治疗 ４例［Ｊ］．世界华人消化杂志，２００７，１５

（１４）：１６６８１６７２．

［３７］ＩｕＨＯ，Ｋｒｙｓｈｔａｌ＇ｎｓ＇ｋａＬＲ，ＫｏｂｚａＩＩ，ｅｔａｌ．Ａｃｕｔｅｍｅｓｅｎ

ｔｅｒｉｃｉｓｃｈｅｍｉａ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ｅｄｂｙ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ｎｅｃｒｏｓｉｓ：ｃｈｏｉｃｅ

ｏｆ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ｏｆ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Ｊ］．ＫｌｉｎＫｈｉｒ，２００２，（１）：３０

３２．

［３８］ＣａｎｇｅｍｉＪＲ，ＰｉｃｃｏＭＦ．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ｉｓｃｈｅｍｉａｉｎｔｈｅｅｌｄｅｒｌｙ

［Ｊ］．ＧａｓｔｒｏｅｎｔｅｒｏｌＣｌｉｎＮｏｒｔｈＡｍ，２００９，３８（３）：５２７

５４０．

［３９］吴本俨．不断提高对缺血性肠病诊断的认识［Ｊ］．中

华保健医学杂志，２０１２，１４（６）：４２３４２５．
（收稿日期：２０１６０２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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