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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对比常规胃镜及无痛胃镜用以上消化道异物患者治疗的价值。方法：本项研究开展时间定于 2021 年 1 月-2021 年 10 月，针对该时间节

点限制内于我院接受治疗的上消化道异物患者，入选研究例数为 80 例。依据上述入选人员接受治疗期间施治方案不同划分为两个小组，施治时以常

规胃镜治疗者有 40 例，归至对照组；施治时以无痛胃镜治疗者有 40 例，归至观察组。结果：相较于常规胃镜治疗的对照组，无痛胃镜施治观察组

治疗总有效率更高，组间对比结果均有较大差异性（P＜0.05）。结论：在对上消化道异物患者施治期间，选用无痛胃镜治疗效果相较常规胃镜更佳，

且可缩短治疗用时，以及降低施治后各类不良反应的出现几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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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消化道异物在儿科等相关科室中的收治率相对较高，多见于

儿童群体，主要是患者食管上段有异物存在，不仅会阻碍营养物质

的摄入，同时也会对患者食管产生损伤[1]。目前，临床对该种症状

的治疗以取出异物为主，但为避免取异物时加重对食管损伤，需要

辅以胃镜治疗。据相关调查研究发现，常规胃镜辅以异物取出时会

刺激到患者的咽喉，进而引发患者出现一系列不良反应，不仅会延

长治疗用时，同时也可能影响预后[2]。随着相关医疗研究不断深入，

近几年无痛胃镜的应用率越来越高，但仍有人对其持有疑虑。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项研究开展时间定于 2021 年 1 月-2021 年 10 月，针对该时

间节点限制内于我院接受治疗的上消化道异物患者，入选研究例数

为 80 例，依据上述入选人员接受治疗期间施治方案不同划分为两

个小组。对照组中男性、女性占比率分别为 52.50%（21/40）、47.50%

（19/40），年龄值最小者 6 岁、最大者 82 岁，取均值为（36.06±

2.36）岁；观察组中男性、女性占比率分别为 55.00%（22/40）、45.00%

（18/40），年龄值最小者 5 岁、最大者 84 岁，取均值为（36.21±

2.21）岁。经统计学软件对两组入选对象基础信息实施对比后发现

对比明显差异性（P＜0.05），可见后续对比研究有意义。 

1.2 方法 

对照组所用胃镜施治方式为常规胃镜，首先需要患者服用具有

润滑、消泡功效的乳化剂；其次，治疗时对患者行咽部局部麻醉，

所用麻醉药物为 10ml 盐酸利多卡因胶浆。等到麻醉效果出现后，

将胃镜从患者的口腔中插入，待达到异物位置后停止前进。完成上

述操作后，将异物周围的黏液吸取干净，以此确保异物可充分暴露

出来，然后对异物的形状、性质、大小等进行评估，依据评估结果

选用适合的医疗器械将其取出，最后撤出胃镜即可。如若患者经施

治后出现消化道出血、胃穿孔等问题，则需要让患者禁食并予以相

应治疗处理。 

针对观察组患者，所用胃镜施治方式为无痛胃镜，首先需要指

导患者使用鼻导管进行吸氧，此前需要进行氧流量设定，通常设定

成 2L/min，对患者的生命体征等指标进行密切监测。待完成上述准

备工作后，予以建立静脉通道，并采用静脉注射的方式予以 1mg/kg

芬太尼，以此麻醉。确定患者无睫毛反射偶，再次采用静脉注射的

方式予以 1.5mg/kg 丙泊酚。确保完全麻醉后将胃镜从患者口腔中插

入，后续操作方式同对照组一致。 

1.3 观察指标 

治疗效果的评估以异物清除情况为依据，即施治后患者上消化

道中的异物已经被全部清除干净，患者再无异样感，临床症状消失，

且生理功能恢复如初，则评估为“显效”；施治后患者上消化道中

的异物已经被全部清除干净，但患者在短时间内仍有轻微不适感出

现，且生理功能也存在轻微异常，无需特殊治疗可自行恢复，则评

估为“有效”；施治后未达上述任一标准，则评估为“无效”。治疗

总有效率=1-无效率。 

1.4 统计学方法 

本项研究开展期间需要对诸多数据资料实施整合、处理，所用

软件为 SPSS 23.0；所有数据资料可细化为计量（如治疗用时等）、

计数（如治疗总有效率等）两种，经均数±标准差（ x ±s）表现

前者、百分率（%）表现后者，并采取 t 值、x2 值对两种数据资料

准确性实施校对。经软件处理后，以 P=0.05 作为临界值对组间/组

内对比数据资料的统计学意义进行测定，于临界值小，则有意义、

反之无。 

2 结果 

经统计发现，观察组中最终评估结果为“显效”、“有效”“无

效”的例数分别为 24、15、1，获取总有效率为 97.50%；对照组中

则是 14、19、7，获取总有效率为 82.50%。组间对比出现明显差异

（x2=5.000；P＜0.05）。 

3 讨论 

上消化道异物是临床上一种较为常见的急症，需要通过胃镜将

患者上消化道中的异物及时取出。但据相关调查研究发现，常规胃

镜治疗下患者疼痛感、不适感较为明显，不仅会导致其在治疗期间

出现不良反应，同时也导致治疗难度增加，甚至可能对患者上消化

道造成二次损伤，使得治疗失败率相对较高[3]。 

对于本次研究结果的出现，因无痛胃镜是于短效麻醉基础上进

行的一种胃镜治疗方式，在患者失去意识后进行各项医疗操作可有

效缓解其不适感、疼痛感，同时也使得患者的治疗耐受性提高，避

免患者出现应激反应，间接行促进手术顺利，使得上消化道中异物

更容易被取出[4]。 

综上讨论分析可知，采用无痛胃镜对上消化道异物患者施治效

果相较常规胃镜更佳，且可缩短治疗用时，以及降低施治后各类不

良反应的出现几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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