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二届全国儿童消化系统疾病学术会议在西安圆满召开 
中华医学会儿科学分会消化学组 

2021年 7月 8日至 10日，“儿科疾病的规范化诊治与管理高峰论坛暨第十二届全国儿童消化

系统疾病学术会议”在古都西安召开，本次大会由《中华医学杂志》社有限责任公司、中华儿科

杂志编辑委员会、中华医学会儿科学分会消化学组联合主办，空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唐都医

院）协办，会议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利用先进的数字特效技术将线下讲座以精美的画面效

果呈现给广大的儿科界同仁。由于疫情因素，现场参会人数按规定受到控制线下参会 300余人次，而

线上累计观看超 1万余人次，其创新性、普及性远远超出以往会议形式。本次会议将有力地推动全

国儿科消化系统疾病诊治水平和基础研究水平的提高，并将进一步扩大儿科消化专业的队伍。 

 

9日上午，会议开幕式在空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的医护们精心准备的古筝合奏《战台风》、

舞蹈（手指舞）《万疆》与大合唱《唱支山歌给党听》及《我们都是追梦人-儿科消化之歌》的阵阵

掌声中正式拉开了帷幕。 



 

  

古筝表演《战台风》                       手指舞《万疆》 

 

合唱《唱支山歌给党听》 



 
演唱《我们都是追梦人-儿科消化之歌》 

 

大会开幕式由中华医学会儿科学分会常委、消化学组副组长王宝西教授主持。中华医学会

儿科学分会消化学组组长江米足教授、中华医学会儿科学分会常委、消化学组名誉组长龚四堂

教授、空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唐都医院）杨倩副院长、中华医学会儿科学分会主任委员

王天有教授、中华医学会杂志社副社长刘冰总编辑分别为大会致开幕辞。 

  
王宝西教授主持开幕式              中华医学会儿科学分会消化学组组长江米足教授致辞 

             
儿科学分会消化学组名誉组长龚四堂教授致辞        空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杨倩副院长致辞 



        

中华医学会儿科学分会主任委员王天有教授致辞          中华医学杂志社副社长刘冰致辞 
 

来自全国各地的 60余位教授与知名专家进行了专题讲座，大会设置了 22 个主旨演讲，6 个儿

童消化内镜规范操作视频演示，12 个典型病例分享和 6 个卫星会，围绕儿童胃肠道疾病、消化

内镜、炎症性肠病、肝胆胰疾病、临床营养、肠道微生态和食物过敏相关胃肠道疾病等领域的

国内外新进展和规范诊疗进行了深入的分享。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江米足教授以“儿童消化专业的现状与展望”为主题，做

了精彩的开场演讲，江教授对小儿消化专业医师在消化领域做出的突出贡献，学组在消化专业取得

的卓越成绩给予了高度肯定，通过来自全国 30个省市的 6745份儿科消化专业现状调查，分析了目前

儿科消化专业的现状及不足，并明确指出未来消化专业发展的方向。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瑞金医院许春

娣教授就“儿童消化内镜的诊疗规范”进行主题报告，阐述了目前消化内镜发展现状及存在的

问题，操作前进行必要的病情评估，严格掌握好适应症和禁忌症，操作过程中按照操作规范和

指南进行，将内镜诊疗的风险降至最低。龚四堂教授的主题是“儿童感染性腹泻的诊疗规范”，

他详细阐述了感染性腹泻的病因、病理机制、临床分类、病原学检测的方法以及治疗措施。空

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唐都医院）王宝西教授汇报主题是“儿童贲门失弛缓症（AC）”，王

教授讲述了贲门失弛缓症的概念，阐述了 AC 的临床表现、辅助检查、鉴别诊断及传统的治疗

方式，重点介绍了目前经口内镜下食管括约肌切开术（POEM）是治疗 AC 最新的内镜微创技术，

但需严格掌握适应症。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黄志华教授主讲“婴儿胆汁淤积

性肝病治疗进展”，详细介绍了婴儿胆汁淤积性肝病的发病机制，精准利胆治疗的靶点，达到

恢复胆流通路，重建胆流循环的目的。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蔡威教授的演讲主题

是“儿童慢性假性肠梗阻指南解读”，蔡教授阐述了儿童慢性假性肠梗阻的定义，发病机制主

要是肠道动力障碍导致，其临床表现为肠梗阻症状，X 线检查及小肠 MRI 排除肠旋转不良和阻

塞肠道的器质性病变，基因检测有助于病因的诊断和预后的判断，尽量减少不必要的手术。华

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协和医院汤绍涛教授的主题是“腹腔镜技术在小儿消化道疾病中的应

用”，他指出微创技术在目前医疗的各个领域应用广泛，腹腔镜技术在小儿各类消化道疾病中

的应用已非常普遍，具有疼痛轻、损伤小、恢复快等优点，且明显地缩短了住院时间，使小儿

腹部手术的诊疗技术得到空前的发展，机器人手术是今后的一大发展方向。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江米足教授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瑞金医院许春娣教授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黄志华教授  空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王宝西教授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新华医院蔡威教授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协和医院汤绍涛教授 



 

广州妇女儿童医疗中心龚四堂教授 

 

儿童消化内镜规范化诊疗方面，贵阳市儿童医院朱莉教授的主题是“儿童消化内镜规范消

毒与质控”，强调内镜操作前必须遵照相关指南进行规范消毒，做好消化内镜的质量控制，避

免发生患者的医源性感染。湖南省儿童医院游洁玉教授的主题是“儿童无痛胃肠镜的规范应

用”，强调在儿童开展内镜无痛技术和舒适医疗显得尤为重要，临床上应严格把握消化内镜麻

醉的适应症和禁忌症，做好麻醉前的评估与各项准备工作，麻醉过程中进行实时监护，加强术

后护理及常见并发症的预防，确保内镜诊治患儿安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院

刘海峰教授的主题是“儿童食管狭窄的规范治疗”，分析了儿童食管狭窄的主要病因、临床评

估及具体的规范治疗方法，并对相关病例的治疗进行了探讨。河南省儿童医院李小芹教授的主

题是“儿童消化道异物的内镜规范处置”，分析了上消化道异物所致并发症的危险因素，警惕

最严重而致命的并发症即食管—主动脉瘘，并详细讲解了儿童消化道异物的诊断流程以及内镜

处理的适应症和禁忌症，需多学科会诊（MDT）协助完成，遵循指南，让患者获益最大化。西

安市儿童医院方莹教授的主题是“儿童胶囊内镜的规范应用”，指出目前胶囊内镜可作为疑似

小肠息肉的首选检查，阐述了胶囊内镜的适应症以及禁忌症如肠梗阻等，及胶囊内镜检查最常

见并发症如胶囊滞留的处理方法。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李中跃教授的主题是“儿童结肠

息肉的内镜规范治疗”，李教授指出儿童与成人结直肠息肉处理目的及方法并不完全一致，强

调了结直肠息肉样病变可引起不同的临床后果，根据息肉的大小采取不同的处理方法，并详细

介绍了息肉切除术中出血处理的流程，术后肠穿孔的预防措施，最后提出了内镜下规范处置息

肉、医疗费用少、并发症少是内镜医生追求的目标。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

心邓朝晖教授的主题是“儿童内窥镜下逆行性胰胆管造影术（ERCP）的规范治疗”，提出儿童

ERCP 应用现状，常见疾病如慢性胰腺炎是 ERCP 潜在的治疗疾病，目的是改善胰管的狭窄。施

行 ERCP 前要对患儿进行精确的评估，明确准入条件，严格把握好适应症和禁忌症，做好充分

的术前准备，术中严密观察病情变化并做好记录，术后加强对 ERCP 相关并发症如胰腺炎、出

血、感染、穿孔等的预防和处理。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耿岚岚教授汇报的主题是“儿童乳

糜泻”，详细阐述了儿童乳糜泻的流行病学、发病机制、临床分型、病理改变、抗体检测、基



因检测、组织学检查及治疗的方法，并对此病做了一项大样本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在东亚地

区发病率非常低，属于罕见病。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汤宏峰教授的主题是“儿童胃肠

道疾病的病理诊断的难点与挑战”，汤教授阐述了儿童消化道病理诊断的价值，可以明确病变

的性质，是目前肿瘤诊断的金标准，并协助胃肠镜检查，了解疾病的严重程度和范围。但病理

诊断的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难点和挑战，如儿童早期病理改变不典型，缺乏特异性，对正常细胞

的数量缺乏共识，如胃肠道黏膜嗜酸性粒细胞的数量，以及非肿瘤性疾病的病理改变差异大，

常重叠，故需进行诊断与鉴别诊断。临床医生需要根据临床表现、实验室及影像学、内镜及组

织学检查，结合病理检查结果，进行 MDT 会诊，达成共识，最后方可做出诊断。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汤宏峰教授    贵阳市儿童医院朱莉教授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上海儿童医院刘海峰教授       湖南省儿童医院游洁玉教授 



   

河南省儿童医院李小芹教授                   西安市儿童医院方莹教授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李中跃教授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邓朝晖教授 

 

广州妇女儿童医疗中心耿岚岚教授 

本次会议的一个突出亮点是设置了消化内镜规范操作视频演示环节，共收征集到视频 21

个，最后推选 6 位专家在大会上进行展示。分别是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刘波教授的“巨

大结肠息肉切除术”、空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唐都医院）江逊教授的“磁性异物取出术”、

广州妇女儿童医学中心陈佩瑜教授的“食道狭窄扩张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江米

足教授的“结肠息肉切除术”、河南儿童医院王跃生教授的“消化道异物取出术”，上海交通

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院刘海峰教授的“食管静脉曲张的内镜下治疗”。这些内镜操作视

频都来自临床工作中的实际病例，画面清晰，形象直观，操作规范。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黄瑛教授主讲“儿童幽门螺杆菌（Hp）感染及相关疾病”，阐述了

Hp 感染可导致肠内及肠外疾病风险因素的增加，强调了临床工作中要注重 Hp 的筛查及根治，

特别是肠外的一些慢性或难治性疾病，必要时应进行 Hp 检查及根治。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李在

玲教授主讲“儿童嗜酸粒细胞性胃肠炎”，重点阐述了儿童嗜酸粒细胞性胃肠炎定义、临床特

点、诊断标准 、鉴别诊断以及治疗进展，强调了治疗以综合治疗为主，包括饮食、激素、免

疫抑制剂、生物制剂等，本病预后好，注意复发。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吴捷教授主

讲“儿童克罗恩病的治疗策略”，阐述了儿童克罗恩病的概念、临床表现、治疗方法（EEN 及

药物治疗），治疗的目标是控制患儿的临床症状，达到黏膜组织完全修复，保护肠道功能，促

进生长发育，最终改善患儿生存质量，强调了治疗的过程中内镜结果是评价黏膜愈合的金标准。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徐樨巍教授主讲“儿童周期性呕吐综合征（CVS）”，讲述了

儿童 CVS 概念，流行病学、发病机制、罗马 IV 标准及治疗。治疗的方式分为三种，即顿挫性、

支持性、预防性，强调做好诊断及鉴别诊断，制定个体化的治疗方案。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

院附属同济医院方峰教授主讲“儿童抗生素相关性腹泻（AAD）”，详细介绍了儿童 AAD 的病

因、发病机制、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查、治疗及预防。强调了 AAD 重在预防，合理使用抗生素

是基础，益生菌预防 AAD 已得到肯定。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王莹教授分享了“管饲

肠内营养的应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陈同辛教授汇报的主题是“如何通过

膳食管理加快建立口服耐受”，另外专题讲座还有“食物过敏全程营养管理”、“中国食物过敏的规

范诊疗—从氨基酸配方开始”、“益生菌在儿童腹泻中的应用”、“儿童功能性消化不良诊治”。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李在玲教授                    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黄瑛教授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吴捷教授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徐樨巍教授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同济医院方峰教授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上海新华医院王莹教授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陈同辛教授  《中华儿科杂志》编辑部李伟主任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江米足教授介绍了由中华医学会继续医学教育教材编辑部、

世界卫生组织儿童卫生合作中心、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等共同发起的儿童疾病综合管

理-儿童肠道健康与腹泻病防控合作项目“全国儿童腹泻病多中心研究项目-前瞻性儿童腹泻病

注册登记队列建立与临床观察研究（IMCI-D）”的启动和进展情况，他希望全国多家医院的儿

科同道一起参与该项目的研究，为制定适合我国国情的儿童腹泻病诊疗方案奠定基础。 



 
 

病例分享环节展示了本次大会的又一亮点，共征集到典型病例 74 个，最后推选 12 位专家

作大会发言。分别由杨璐医师的“难治性消化性溃疡及 HP 管理”、楼金玕教授的“复发性胰

腺炎”的诊疗体会、宫幼喆医师的“肠梗阻患儿的病例”、黄丽医师的“幽门螺杆菌相关疾病

病例”、余仲苏医师的“ATP6AP1 缺陷病”、李佳医师的“儿童克罗恩病”、刘梅教授的“嗜

酸性粒细胞胃肠炎”、秦秀敏医师的“婴儿胆汁淤积性肝病”、蒋茂林医师的“反复消化道出

血”、张晓医师的“家族性肝内胆汁淤积”、郭静医师的“真的只是胰腺炎吗”、王风范医师

的“儿童克罗恩病”。各位讲者分享给大家的这些典型病例，均来自各自的临床工作中，病情

复杂，表现无常，起病形式多样，一波三折，拨开层层迷雾，方可见到云日，给临床工作带来

了极大的挑战和考验，值得每位临床医师的借鉴与深思。 

 

本次会议各位教授的主持也非常精彩，为会议的圆满成功作出了很大贡献。由于会议的主题密

切结合临床，内容丰富，参会专家和代表踊跃提问，讨论热烈，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大会组委

会及志愿者精心组织，科学实施，确保会议顺利。 

    
 



      

 

   

    

   

 



   
   

   

   

 

   

 



    

 

   

 

最后，大会主席江米足教授邀请中华医学会儿科学分会消化学组副组长、空军军医大学第

二附属医院（唐都医院）王宝西教授致闭幕辞。他表示本次大会特邀了国内儿科消化领域知名

专家教授，就相关学术领域的热点问题进行全面展示与分享，内容精彩，意义深远，参会人员众

多，突出了儿童消化专业的发展方向，展示了近年来我国小儿消化专业所取得的最新成果，这必将有

助于我国儿科胃肠、肝病、内镜诊疗技术及肠内外营养等领域的飞快发展和儿科消化专业队伍

的迅速壮大。愿我们以此为契机，不断总结临床经验和交流科研成果，不断提高业务能力，启

迪新思想，传播新知识，树立新理念，不负韶华，不忘初心，为我国儿科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

谱写新篇章，并祝贺第十二届全国儿童消化系统疾病学术会议取得圆满成功。中华医学会儿科

学分会消化学组组长江米足教授宣布儿科疾病的规范化诊治与管理高峰论坛暨第十二届全国儿童

消化系统疾病学术大会圆满闭幕！ 

   

   



 
 



 
 

 
 
 

（作者：郑伟  江逊  王宝西  江米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