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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背景与目的：残胃癌是一类具有特殊致病因素、临床特征和预后特点的胃恶性肿瘤，发病率呈逐年上

升趋势，但在其发生发展机制和手术治疗等方面仍存在较多争议，且当前尚无针对国际残胃癌领域已

有的文献进行归纳和可视化分析的研究。本文运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对残胃癌领域的英文文献进行可

视化分析，梳理其研究现状和热点问题，探讨研究趋势，为该领域未来的研究提供参考依据。

方法：在 Web of Science 核心合集中检索自建库起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残胃癌领域的文献，应用 Excel、

VOSviewer 和 CiteSpace 进行发文整体情况分析、社交网络及时序分析、作者共被引分析、关键词共现网

络分析和关键词突现情况分析。

结果：共纳入 400 篇英文文献，其中最早的文献发表于 1964 年。分析时间段内残胃癌领域英文文献多

发表在胃肠病学、肿瘤学及手术学专业期刊，年发文量呈波动性缓慢增长，近 3 年趋于平稳。被引频

次 最 高 的 文 献 为 O hashi M （2007 年）， 其 次 为 S asako M （1991 年）； 发 文 量 前 三 的 国 家 分 别 为 日 本

（n=127）、 中国 （n=42）、韩国 （n=32）；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是发文最多的机构 （n=10），该机构的

Offerhaus GJA 在残胃癌领域发文最多 （n=10）。共被引频次位列前三的作者分别是 Ohashi M （87 次）、

Sasako M （77 次） 和 Balfour DC （72 次）。残胃癌的研究以同一机构内的作者合作为主，除日本国立癌

症研究中心同时与国内外的机构均存在密切的合作关系外，国家间、机构间的合作仍相对较少，存在

明显的地域性。关键词共现网络显示 Surgery （137 次）、Distal Gastrectomy （126 次） 等为该领域的高频

关键词。关键词突现情况表明该领域前期主要对良性溃疡性疾病行胃 Billroth Ⅱ式切除术后的残胃癌展

开研究；中期主要关注幽门螺杆菌感染对残胃的致癌作用、早期残胃癌的内镜切除，以及残胃癌的外

科手术淋巴结清扫；近期研究热点为残胃癌的微创治疗、手术并发症、临床病理特征及生存预后，并

有望成为未来的研究趋势。

结论：残胃癌英文文献总体数量偏少，VOSviewer 和 CiteSpace 能对残胃癌的研究现状进行系统、直观的

分析，我国应加强与日本、荷兰等国家的合作，并紧跟当前残胃癌的研究热点，提高学术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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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ckground and Aims: Gastric stump cancer is a subtype of malignant gastric tumors characterized by 

distinct pathogenic factors, clinical features, and prognosis. Its incidence has been on the rise in recent 

years, yet there remain several controversies regarding its development mechanism and surgical 

treatment. Furthermore, there has been no comprehensive or visualized analysis of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in the international field of gastric stump cancer. Therefore, this study was conducted to make a 

visualized analysis of English literature in the field of gastric stump cancer through bibliometric 

methods, aiming to summarize its current research status and hotspots, discuss research trends, and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future studies in this field.

Methods: The literature in the field of gastric stump cancer was searched in the Web of Science Core 

Collection from the inception of the database to December 31, 2022. The analyses of overall publication 

patterns, social network, temporal features, co-citation of authors, keyword co-occurrence network and 

keyword burst were performed using Excel, VOSviewer, and CiteSpace.

Results: A total of 400 English literature publications were included, with the earliest publication dating 

back to 1964. Within the analyzed timeframe, English literature on gastric stump cancer was 

predominantly published in specialized journals related to gastroenterology, oncology, and surgery. The 

annual publication rate showed slow fluctuations, with a recent stabilization over the past three years. 

The most frequently cited literature was authored by O hashi M (2007), followed by S asako M (1991). 

The top three countries in terms of publication output were Japan (n=127), China (n=42), and Republic 

of Korea (n=32). The University of Amsterdam in the Netherlands was the leading institution in terms of 

publications (n=10), with Offerhaus GJA being the most prolific author in the field of gastric stump 

cancer from this institution (n=10). The top three co-cited authors were Ohashi M (87 citations), Sasako 

M (77 citations), and Balfour DC (72 citations). Collaboration among authors within the same institution 

was a prevalent trend in gastric stump cancer research, with relatively limited inter-country and inter-

institutional collaborations, except the National Cancer Center in Japan which demonstrated close 

collaborations with domestic and foreign institutions. The co-occurrence network of keywords 

highlighted terms such as Surgery (137 occurrences) and Distal Gastrectomy (126 occurrences) as high-

frequency keywords in the field. Keyword burst analysis revealed that earlier research focused on gastric 

stump cancer following Billroth Ⅱ gastrectomy for benign ulcerative diseases. In the intermediate phase, 

attention shifted to the role of Helicobacter pylori infection in gastric carcinogenesis, endoscopic 

resection of early gastric stump cancer, and surgical lymph node dissection. Recent research hotspots 

included minimally invasive treatments, surgical complications, clinicopathologic characteristics, and 

survival and prognosis of gastric stump cancer, which were likely to become future research trends.

Conclusion: The overall quantity of English literature on gastric stump cancer is relatively limited. 

VOSviewer and CiteSpace enable a systematic and visually informative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research 

landscape in gastric stump cancer. China should enhance collaboration with countries such as Japan and 

the Netherlands and align its research with the current hotspots in gastric stump cancer, thereby 

increasing its academic influence in this field.

Key words           Stomach Neoplasms; Gastric Stump; Bibliometrics; Data Visualization; Web of Science

CLCCLC  numbenumberr: R735.2

残 胃癌 （gastric stump cancer，GSC） 是一类 具

有 特 殊 致 病 因 素 、 临 床 特 征 和 预 后 特 点 的 胃 恶 性

肿瘤[1]，最初定义为因良性疾病行胃部分切除术后

5 年以上发生于残胃上的胃癌[2]。随着胃癌根治术

后 患 者 总 生 存 期 的 不 断 改 善 ， 残 胃 出 现 癌 变 的 病

例 数 增 多 ， 残 胃 癌 的 定 义 逐 渐 扩 展 ， 胃 癌 手 术 后

残胃上发生的癌也被归属于残胃癌[3-4]。2011 年日

本胃癌学会 （Japanese Gastric Cancer Association） 公

布 的 英 文 版 第 3 版 《日 本 胃 癌 处 理 规 约》 采 用 了

“ 残 胃 上 的 癌 （carcinoma in the remnant stomach，

CRS） ” 的 概 念 ， 具 体 指 不 论 胃 原 发 病 灶 的 良 恶

性 、 复 发 风 险 、 切 除 范 围 和 重 建 方 式 ， 所 有 在 胃

切除术后残胃上发生的癌[5]，有部分国内外学者亦

将此概念等同于“广义残胃癌”[6-9]。残胃癌在所

有胃癌中占比为 1.1%~7.0%，发病率呈逐年上升趋

势[10]， 但 其 发 生 发 展 机 制 尚 未 明 确 。 当 前 研 究 表

明，十二指肠胃反流、胃黏膜屏障破坏及 EB 病毒

感染等是残胃癌的常见致病因素[7, 11-12]。此外，残

胃 癌 的 手 术 治 疗 也 存 在 较 多 争 议 ， 包 括 内 镜 手 术

治 疗 技 术 难 度 高 和 疗 效 不 确 切[13]、 外 科 手 术 淋 巴

结 最 佳 清 扫 范 围 不 明 确[14] 等 问 题 。 然 而 ， 当 前 尚

无 研 究 针 对 国 际 残 胃 癌 领 域 已 有 的 文 献 进 行 归 纳

和 可 视 化 分 析 。 因 此 ， 本 文 基 于 Web of Science 数

据 库 对 残 胃 癌 英 文 文 献 进 行 检 索 ， 运 用 Excel、

VOSviewer 和 CiteSpace， 探 讨 残 胃 癌 的 研 究 现 状 、

当 前 热 点 和 发 展 趋 势 ， 以 期 为 该 领 域 未 来 的 研 究

提供参考依据和建议。

1     资料与方法 

1.1 文献来源与检索策略　

以 “Gastric Stump Cancer”“Remnant Gastric 

Cancer” 或 “Carcinoma in the Remnant Stomach” 为

主 题 词 在 Web of Science 核 心 合 集 （Web of Science 

Core Collection，WoSCC） 中进行检索，检索方案均

经 过 多 次 优 化 调 整 ， 纳 入 有 关 残 胃 癌 的 所 有 已 发

表 英 文 文 献 ， 包 括 研 究 性 论 文 （Article）、 综 述

（Review） 和 会 议 论 文 （Proceeding paper）， 时 间 跨

度为自建库起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

1.2 循证可视化的研究方法　

应用 Excel 对纳入的英文文献的年发文量、发

文 期 刊 和 文 献 被 引 频 次 进 行 统 计 分 析 。 应 用

VOSviewer1.6.19.0 生 成 国 家 、 机 构 、 作 者 的 社 交 网

络 图 及 时 序 图 ， 图 谱 中 节 点 大 小 代 表 出 现 频 次 ，

节 点 之 间 连 线 的 粗 细 代 表 合 作 关 系 的 强 弱 ， 社 交

网 络 图 中 不 同 节 点 颜 色 代 表 不 同 聚 类 ， 而 时 序 图

中 节 点 颜 色 代 表 平 均 出 现 时 间 。 应 用 CiteSpace6.1.

R6 生成关键词共现网络图、关键词突现图及作者

共 被 引 网 络 图 ， 图 谱 中 节 点 大 小 代 表 总 的 出 现 频

次 ， 节 点 “ 年 轮 ” 的 颜 色 和 宽 度 分 别 代 表 出 现 年

份 和 该 年 份 的 出 现 频 次 ； 节 点 的 紫 色 外 圈 提 示 该

节点具有高中介中心性 （中介中心性>0.1），若某

节 点 越 多 地 充 当 连 接 其 他 两 个 节 点 的 中 介 ， 则 该

节 点 中 介 中 心 性 越 高 ， 可 以 反 映 出 该 节 点 所 代 表

的 分 析 项 在 网 络 中 的 重 要 性[15]； 突 现 图 中 的 突 现

强 度 表 示 关 键 词 于 某 一 时 间 段 内 在 所 纳 入 的 文 献

中大量出现的程度。

2     结　果 

2.1 发文整体情况　

排 除 相 关 度 不 大 或 重 复 的 文 献 ， 自 建 库 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共 400 篇英文文献发表，其中

有 356 篇研究性论文、24 篇会议论文和 20 篇综述，

文献总体数量偏少。该领域最早的文献为 1964 年

发 表 于 American Journal of Gastroenterology 的 Clinical 

features of carcinoma of the gastric stump following 

gastric resection for benign peptic ulcer， 1980 年 开 始 ，

每 年 均 有 残 胃 癌 英 文 文 献 发 表 ， 年 发 文 量 呈 波 动

性缓慢增长。2019 年发文量最大，达 22 篇；近 3 年

发 文 量 趋 于 平 稳 ， 平 均 发 文 量 为 每 年 17 篇

（图 1）。

收 录 残 胃 癌 领 域 英 文 文 献 的 期 刊 较 分 散 ， 多

为 胃 肠 病 学 、 肿 瘤 学 及 手 术 学 专 业 期 刊 。 发 文 篇

数前三的期刊依次是 Hepato-Gastroenterology （29 篇，

占比 7.25%）、Journal of Surgical Oncology （14 篇，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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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etherlands and align its research with the current hotspots in gastric stump cancer, thereby 

increasing its academic influence in this 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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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 表 于 American Journal of Gastroenterology 的 Clinical 

features of carcinoma of the gastric stump following 

gastric resection for benign peptic ulcer， 1980 年 开 始 ，

每 年 均 有 残 胃 癌 英 文 文 献 发 表 ， 年 发 文 量 呈 波 动

性缓慢增长。2019 年发文量最大，达 22 篇；近 3 年

发 文 量 趋 于 平 稳 ， 平 均 发 文 量 为 每 年 17 篇

（图 1）。

收 录 残 胃 癌 领 域 英 文 文 献 的 期 刊 较 分 散 ， 多

为 胃 肠 病 学 、 肿 瘤 学 及 手 术 学 专 业 期 刊 。 发 文 篇

数前三的期刊依次是 Hepato-Gastroenterology （29 篇，

占比 7.25%）、Journal of Surgical Oncology （14 篇，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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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0%） 和 Gastric Cancer （11 篇，占比 2.75%）（表 1）。

高 被 引 文 献 中 ， 被 引 频 次 排 名 前 两 位 的 文 献

均 为 日 本 国 立 癌 症 研 究 中 心 的 团 队 所 发 表 。 位 列

第 一 的 是 2007 年 Ohashi 等[16] 发 表 的 Cancer of the 

gastric stump following distal gastrectomy for cancer ， 被

引 107 次 ； 其 次 是 1991 年 Sasako 等[17] 发 表 的

Surgical treatment of carcinoma of the gastric stump ， 被

引 95 次 （表 2）。  

表1　WoSCC数据库中残胃癌领域发文量前十的期刊

Table 1　The top ten journals with the most publications in the field of gastric stump cancer in the WoSCC database

期刊名称

Hepato-Gastroenterology1）

Journal of Surgical Oncology

Gastric Cancer

World Journal of Gastroenterology

Annals of Surgical Oncology

Cancer

Anticancer Research

Surgical Endoscopy and Other Interventional Techniques

World Journal of Surgery

Surgery Today

发文篇数

29
14
11
9
9
8
8
7
7
7

占比（%）

7.25
3.50
2.75
2.25
2.25
2.00
2.00
1.75
1.75
1.75

IF（2021）
—

2.885
7.701
5.374
4.339
6.921
2.435
3.453
3.282
2.54

注：1）Hepato-Gastroenterology未被最新的 JCR期刊引证报告收录

Note：1) Hepato-Gastroenterology is not included in the latest Journal Citation Reports

发
文

量

30
25
20
15
10
5
0

年份

19
64

-1
97

9
19

80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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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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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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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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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85
19

86
19

87
19

88
19

89
19

90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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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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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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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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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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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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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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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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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99
20

0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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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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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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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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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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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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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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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08
20

09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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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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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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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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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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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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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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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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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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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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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2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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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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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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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6 7 5 4 6 6 5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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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6 6 4 6 5 4 5
8 9 8 87 6 7

11 11

18
16

7

22

1415 17

11

图1　1964—2022年WoSCC数据库中残胃癌文献发文量

Figure 1　The number of publications on gastric stump cancer in the WoSCC database from 1964 to 2022

表2　WoSCC数据库中残胃癌领域引用量前十的文献

Table 2　The top ten cited documents in the field of gastric stump cancer in the WoSCC database

高被引文献

Ohashi, 等[16]. Br J Surg, 2007, 94(1):92-95. doi: 10.1002/bjs.5538.
Sasako, 等[17]. Br J Surg, 1991, 78(7):822-824. doi: 10.1002/bjs.1800780718.
Sinning, 等[10]. Eur J Surg Oncol, 2007, 33(2):133-139. doi: 10.1016/j.ejso.2006.09.006.
Ahn, 等[8]. Ann Surg Oncol, 2008, 15(6):1632-1639. doi: 10.1245/s10434-008-9871-8.
Thorban, 等[2]. Ann Surg, 2000, 231(2):188-194. doi: 10.1097/00000658-200002000-00006.
Tanigawa, 等 . World J Surg, 2010, 34(7):1540-1547. doi: 10.1007/s00268-010-0505-5.
Tersmette, 等 . Cancer Res, 1990, 50(20):6486-6489.
Hosokawa, 等 . Endoscopy, 2002, 34(6):469-473. doi: 10.1055/s-2002-32007.
Kaneko, 等 . Gut, 1998, 43(3):342-344. doi: 10.1136/gut.43.3.342.
Yamamoto, 等 . Cancer, 1994, 74(3):805-809. doi: 10.1002/1097-0142(19940801)74:3<805::aid-cncr2820740304>3.0.co;2-l.

引用量（次）

107
95
89
76
76
72
70
69
66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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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发文国家/地区、机构以及作者　

发 文 量 排 名 前 十 的 国 家 中 ， 发 文 量 和 引 用 量

最大的国家均为日本，共发文 127 篇，被引 2 224 次。

位 列 第 二 、 第 三 的 分 别 是 中 国 （42 篇） 和 韩 国

（32 篇）。美国发文量位列第四 （24 篇），但其引用

量 （617 次） 明显高于中国 （360 次） 和韩国 （479 次）

（表 3）。发文量排名前十的机构见表 4，其中荷兰

阿 姆 斯 特 丹 大 学 （10 篇） 位 列 第 一 ， 日 本 国 立 癌

症 研 究 中 心 、 韩 国 延 世 大 学 、 日 本 癌 症 研 究 会 有

明医院并列第二 （8 篇）。发文量排名前十的作者

中 ， 日 本 作 者 最 多 ， 共 有 7 位 ， 而 发 文 量 最 大 的

为 荷 兰 阿 姆 斯 特 丹 大 学 的 Offerhaus GJA （10 篇）

（表 5）。共被引前十的作者中，日本作者最多 （4

位），其余作者分别来自美国、瑞典、韩国、德国

和英国 ； 其 中 ， 日 本 国 立 癌 症 研 究 中 心 的 Ohashi 

M （87 次） 共 被 引 频 次 位 列 第 一 ， 其 次 是 日 本 国

立癌症研究中心的 Sasako M （77 次） 和美国梅奥医

学 院 的 Balfour DC （72 次）， 提 示 三 位 作 者 拥 有 高

质量的学术成果并被残胃癌领域的文献频繁引用。

此外，中介中心性>0.1 （节点有紫色外圈） 的分别

为 美 国 作 者 Balfour DC、 英 国 作 者 Caygill CPJ 和 瑞

典作者 Domellof LKH，表明三位作者发表的文献常

作 为 联 系 其 他 共 被 引 文 献 的 桥 梁 ， 在 国 际 残 胃 癌

领域中具有较强的凝聚力 （表 6）（图 2）。     

表3　WoSCC数据库中残胃癌领域发文量前十的国家

Table 3　The top ten countries with the highest number of 

publications in the field of gastric stump cancer in 

the WoSCC database

国家

日本

中国

韩国

美国

德国

意大利

荷兰

土耳其

瑞典

西班牙

发文篇数

127
42
32
24
16
15
11

9
8
7

引用量（次）

2224
360
479
617
282
221
326

96
175

11

表4　WoSCC数据库中残胃癌领域发文量前十的机构

Table 4　The top ten institutions with the highest number of 

publications in the field of gastric stump cancer in 

the WoSCC database

机构

阿姆斯特丹大学（荷兰）

国立癌症研究中心（日本）

延世大学（韩国）

癌症研究会有明医院（日本）

国立癌症研究中心东医院（日本）

静冈癌症中心（日本）

东京大学（日本）

横滨市立大学（日本）

九州大学（日本）

成均馆大学（日本）

发文篇数

10
8
8
8
7
7
6
6
6
6

引用量（次）

326
230
158
90

110
94

188
135
130
79

表5　WoSCC 数据库中残胃癌领域英文文献发文量前十的

作者

Table 5　The top ten authors with the highest number of 

publications in English literature on gastric stump 

cancer in the WoSCC database

作者

Offerhaus GJA
Tokunaga M
Miwa K
Miyazaki I
Hyung WJ
Kaminishi M
Yamaguchi H
Tytgat GNJ
Hiki N
Yamaguchi T

国家

荷兰

日本

日本

日本

韩国

日本

日本

荷兰

日本

日本

发文篇数

10
9
7
7
7
6
6
6
6
6

引用量（次）

326
161
157
131
116
256
250
212

90
90

表6　WoSCC数据库中残胃癌领域共被引前十的作者

Table 6　The top ten authors with the highest co-citation 

frequency in the field of gastric stump cancer in 

the WoSCC database

作者

Ohashi M
Sasako M
Balfour DC
Domellof LKH
Ahn HS
Sinning C
Tanigawa N
Caygill CPJ
Thorban SG
Kaminishi M

国家

日本

日本

美国

瑞典

韩国

德国

日本

英国

德国

日本

共被引频次

87
77
72
63
58
52
52
51
48
45

中介中心性

0.03
0.03
0.29
0.20
0.02
0.04
0.01
0.23
0.01
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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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地区的社会网络图显示，出现频次≥1 且

存在合作关系的 14 个国家/地区分为 5 个聚类：黄

色 聚 类 为 日 本 、 新 加 坡 ； 红 色 聚 类 为 韩 国 、 土 耳

其 、 坦 桑 尼 亚 和 沙 特 阿 拉 伯 ； 蓝 色 聚 类 为 中 国 、

美 国 和 奥 地 利 ； 绿 色 聚 类 为 意 大 利 、 瑞 典 和 英 格

兰 ； 紫 色 聚 类 为 欧 洲 国 家 荷 兰 、 波 兰 ， 两 者 联 系

紧密，同时，荷兰与美国也存在联系 （图 3A）。

国家/地区 （频次≥1） 的时序图显示，欧洲国

家/地区奥地利、瑞典、荷兰及英格兰等发文趋势

最 早 ， 美 国 发 文 紧 随 其 后 ， 欧 美 国 家 的 平 均 发 文

时 间 在 1990—2000 年 间 ； 日 本 的 平 均 发 文 时 间 在

2010 年，而中国、韩国的平均发文时间在 2015 年

前后 （图 3B）。

机构的社会网络图显示，出现频次≥3 且存在

合 作 关 系 的 21 个 机 构 分 为 6 个 聚 类 ： 中 央 黄 色 聚

类 由 3 个 日 本 机 构 组 成 ， 分 别 为 国 立 癌 症 研 究 中

心 、 国 立 癌 症 研 究 中 心 东 医 院 和 东 京 大 学 ， 均 为

残 胃 癌 领 域 发 文 量 前 十 的 机 构 ， 其 中 ， 国 立 癌 症

研 究 中 心 与 各 个 聚 类 均 有 联 系 ， 处 于 机 构 社 会 网

络的核心；上方浅蓝色聚类由 2 个日本机构组成，

分 别 为 横 滨 市 立 大 学 、 神 奈 川 癌 症 中 心 ； 左 侧 红

色 聚 类 归 纳 为 以 癌 症 研 究 会 有 明 医 院 和 静 冈 癌 症

中 心 为 主 的 日 本 机 构 ； 右 侧 深 蓝 色 聚 类 归 纳 为 以

顺 天 堂 大 学 为 主 的 日 本 机 构 ； 下 方 绿 色 聚 类 归 纳

为 以 九 州 大 学 和 神 户 大 学 为 主 的 日 本 机 构 ； 右 上

紫 色 聚 类 归 纳 为 欧 美 机 构 ， 由 荷 兰 阿 姆 斯 特 丹 大

学 和 美 国 约 翰 斯 · 霍 普 金 斯 大 学 组 成 ， 二 者 联 系

紧 密 ， 且 约 翰 斯 · 霍 普 金 斯 大 学 与 多 家 日 本 机 构

亦存在合作关系 （图 3C）。

作者的社会网络图显示，出现频次≥3 且存在

合 作 关 系 的 36 位 作 者 分 为 6 个 聚 类 ： 上 方 浅 蓝 色

聚 类 均 为 东 京 大 学 的 作 者 ， 聚 类 中 发 文 数 量 较 多

的 是 Kaminishi M 和 Yamaguchi H； 右 上 红 色 聚 类 主

要 为 横 滨 市 立 大 学 的 作 者 ， 聚 类 中 各 个 作 者 发 文

数 量 相 当 ； 左 上 绿 色 聚 类 主 要 为 癌 症 研 究 会 有 明

医 院 的 作 者 ， 聚 类 中 发 文 数 量 最 多 的 作 者 是 该 机

构的 Tokunaga M；左侧深蓝色聚类主要为国立癌症

研 究 中 心 的 作 者 ， 聚 类 中 发 文 数 量 最 多 的 作 者 为

该机构的 Katai H 和 Fukagawa T；左下紫色聚类均为

国 立 癌 症 研 究 中 心 东 医 院 的 作 者 ， 聚 类 中 发 文 数

量最多的为 Kinoshita T；右下黄色聚类主要为金泽

大 学 的 作 者 ， 聚 类 中 发 文 数 量 最 多 的 为 该 机 构 的

Miwa K 和 Miyazaki I （图 3D）。

2.3 关键词　

在 删 除 检 索 词 和 合 并 相 同 意 思 的 关 键 词 后 ，

频 次 最 高 的 10 个 关 键 词 分 别 为 Surgery （137 次）、

Distal Gastrectomy （126 次 ）、 Helicobacter Pylori

（34 次）、 Clinicopat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33 次）、

Prognosis （26 次 ） 、 Peptic Ulcer （26 次 ） 、

Duodenogastric Reflux （25 次 ）、 Risk （25 次 ）、

Cohort （24 次）、 Carcinogenesis （19 次）。 图 4 中 高

频 关 键 词 基 本 具 有 紫 色 外 圈 （中 介 中 心 性 >0.1），

说 明 图 中 其 他 关 键 词 通 过 高 频 关 键 词 产 生 联 系 ，

高频关键词在网络中具有桥梁作用。

前 25 关键词突现图可见残胃癌领域研究早期

主 要 关 注 Peptic Ulcer、 Billroth Ⅱ 、 Benign Ulcer 

Disease、 Carcinogenesis、 Reflux 等 ， 中 期 主 要 关 注

Helicobacter Pylori、 Mucosal Resection、 Lymph Node 

Timespan: 1964-2022 (Slice Length=1)Selection Criteria: g-index (k=25), LRF=3.0, L/N=10, LBY=5, e=1.0Network: n=931, E=5 902 (Density=0.013 6)gest CC:882(94%)Nodes Labeled: 1.0%Pruning: NoneExcluded:biopsy specimen: carcinom; gastric cancer; remnant cancer;remnant gastric cancer; remnant stomach; stomach; stump;

图2　WoSCC数据库中残胃癌领域作者共被引网络图

Figure 2　Co-citation analysis graph of authors in the field of gastric stump cancer in the WoSCC datab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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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section 等 ， 近 期 主 要 关 注 Endoscopic Submucosal 

Dissection、Clinicopat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Prognosis、

Laparoscopic Gastrectomy、 Complication、 Survival 和

Recurrence 等 。 关 键 词 突 现 强 度 前 三 的 依 次 为

Peptic Ulcer、 Clinicopat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和

Carcinogenesis。 关 键 词 突 现 持 续 时 间 最 长 的 是

Peptic Ulcer，共持续 17 年 （图 5）。  

A B

C D

图3　WoSCC数据库中残胃癌领域发文国家/地区、机构和作者的社会网络图及该领域发文国家/地区的时序图　　A：国家/地

区的社会网络图 （频次≥1）；B：国家/地区的时序图 （频次≥1）；C：研究机构的社会网络图 （频次≥3）；D：作者的社会

网络图 （频次≥3）

Figure 3　Social network graphs of countries/regions, institutions, and authors in the WoSCC database in the field of gastric 

stump cancer, as well as a time series graph of publications in this field by countries/regions  A: Social network 

graph of countries/regions (frequency≥1); B: Time series graph of countries/regions (frequency≥1); C: Social network 

graph of research institutions (frequency≥3); D: Social network graph of authors (frequency≥3)

Timespan: 1964-2022 (Slice Length=1)Selection Criteria: g-index (k=25), LRF=3.0, L/N=10, LBY=5, e=1.0
Network: n=476, E=2 742 (Density=0.024 3)gest CC: 431 (90%)Nodes Labeled: 1.0%Pruning: NoneExcluded:biopsy specimen: carcinom; gastric cancer; remnant cancer;remnant gastric cancer; remnant stomach; stomach; stump;

图4　WoSCC数据库中残胃癌领域关键词共现网络图

Figure 4　Keyword co-occurrence graph in the field of gastric stump cancer in the WoSCC datab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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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　论 

既 往 研 究 显 示 ， 无 论 原 发 病 灶 的 良 恶 性 ， 行

胃 部 分 切 除 术 后 发 生 残 胃 癌 的 风 险 均 随 着 时 间 的

延长而增加[18-19]，但残胃癌在早期一般无明显临床

症状和体征[20-22]，发现时大部分为晚期[23-25]，通常

预 后 不 良 ， 5 年 疾 病 特 异 性 总 生 存 率 仅 为 7%~

20%[10]，已成为影响胃部分切除术远期预后的重要

危险因素。近 40 年来国际上对残胃癌的研究持续

推 进 ， 有 必 要 对 国 际 残 胃 癌 领 域 的 英 文 文 献 进 行

系 统 的 回 顾 与 分 析 。 文 献 计 量 学 是 通 过 数 学 与 统

计 学 方 法 来 评 价 和 预 测 科 学 技 术 的 总 体 情 况 与 发

展 趋 势 的 方 法[26]。 本 研 究 运 用 文 献 计 量 学 方 法 ，

通 过 VOSviewer 和 CiteSpace 进 行 可 视 化 分 析 ， 展 示

国际残胃癌领域的发展进程、现状与热点。

残 胃 癌 英 文 文 献 发 文 量 不 大 ， 其 中 欧 美 国 家

的 平 均 发 文 时 间 最 早 ， 集 中 在 1990—2000 年 。 该

时期的热点关键词主要包括 Peptic Ulcer、Billroth Ⅱ、

Benign Ulcer Disease、 Carcinogenesis 和 Reflux 等 ， 说

明早期重点关注良性消化性溃疡行 Billroth Ⅱ式胃大

部 切 除 术 后 发 生 的 残 胃 癌 ， 且 当 时 已 把 以 术 后 反

流 为 代 表 的 残 胃 癌 致 病 因 素 作 为 研 究 的 重 点 。 虽

然 日 本 的 平 均 发 文 时 间 晚 于 欧 美 国 家 ， 但 其 发 文

量和引用量均大幅领先于其他国家/地区，在机构

发 文 量 、 作 者 发 文 量 和 作 者 共 被 引 排 名 中 ， 日 本

的 研 究 团 队 均 占 比 最 大 。 笔 者 认 为 ， 日 本 是 胃 癌

高 发 国 家[27]， 对 胃 癌 的 研 究 基 础 扎 实 ， 同 时 随 着

全 国 范 围 内 胃 镜 筛 查 的 推 行 以 及 胃 癌 患 者 术 后 生

存时间的不断延长，残胃癌的检出率也得到提升，

研 究 病 例 充 足 ， 是 日 本 在 残 胃 癌 领 域 后 来 居 上 的

主 要 原 因 。 但 是 ， 机 构 社 会 网 络 图 显 示 ， 除 日 本

国 立 癌 症 研 究 中 心 同 时 与 国 内 外 的 机 构 均 存 在 密

切 的 合 作 外 ， 日 本 其 他 机 构 目 前 仍 以 同 一 机 构 内

作者的合作为主。

荷 兰 阿 姆 斯 特 丹 大 学 是 英 文 文 献 发 文 量 最 大

的机构，该机构的 Offerhaus GJA 在残胃癌领域发文

最多。Offerhaus GJA 作为通讯作者于 1991 年发表的

研 究[27] 对 1931—1960 年 间 因 良 性 疾 病 行 胃 部 分 切

除术的 2 633 例患者进行随访，发现与正常人群相

比 ， 胃 切 除 患 者 术 后 0~4 年 、 5~14 年 、 15~24 年 、

25~46 年发生残胃癌的相对危险度分别为 1.0、4.1、

9.4 和 55.6； 同 时 也 发 现 在 随 访 时 间 内 ， 原 发 疾 病

为 胃 溃 疡 的 患 者 与 原 发 疾 病 为 十 二 指 肠 溃 疡 的 患

者相比，术后发生残胃癌的相对危险度为 2.6 （上

述相对危险度均处于对应的 95% CI 范围内）；该研

究 明 确 了 术 后 生 存 时 间 延 长 和 术 前 溃 疡 部 位 也 是

残 胃 癌 发 生 的 重 要 危 险 因 素 ， 为 残 胃 癌 高 危 患 者

长 期 内 镜 监 测 提 供 了 临 床 依 据 。 日 本 国 立 癌 症 研

究 中 心 的 发 文 量 和 引 用 量 均 位 居 第 二 ， 也 是 残 胃

癌 领 域 日 本 对 外 合 作 最 广 泛 的 机 构 。 该 机 构 的

Ohashi M 共被引频次最高 （87 次），其 2007 年发表

的 回 顾 性 研 究 被 引 频 次 位 列 第 一 （107 次）。 该 研

究 共 纳 入 1970—2002 年 间 因 胃 良 、 恶 性 疾 病 行 远

端胃切除术后发生残胃癌的 108 例患者，发现肿瘤

图5　WoSCC数据库中残胃癌领域关键词突现图

Figure 5　Keyword burst map in the field of gastric stump cancer in the WoSCC database

浸润深度为 T1、T2、T3、T4 的患者经手术治疗后

的 5 年总生存率分别为 76%、40%、13%、9%[16]，揭

示了进展期残胃癌预后不良，及早期筛查的重要性。

关 键 词 共 现 网 络 图 提 示 ， 远 端 胃 切 除 术 后 残

胃 的 幽 门 螺 杆 菌 感 染 、 十 二 指 肠 胃 反 流 以 及 残 胃

癌 手 术 治 疗 、 临 床 病 理 特 征 、 生 存 预 后 、 临 床 队

列和致癌机制是近 60 年残胃癌领域广泛关注的热

点 ， 并 且 被 引 频 次 前 十 的 文 献 内 容 均 覆 盖 以 上 关

键 词 ， 与 研 究 热 点 相 契 合 。 其 中 ， 被 引 频 次 第 二

（95 次） 的文献是日本国立癌症研究中心的 Sasako

等[17] 于 1991 年 发 表 在 British Journal of Surgery 的 研

究 ，该研究回顾性分析了 52 例因良性疾病行胃大

部 切 除 术 后 发 生 残 胃 癌 的 患 者 ， 发 现 手 术 切 除 的

患者 5 年总生存率为 43%，其中根治性切除术后 5 年

总 生 存 率 可 达 57%， 证 实 了 根 治 性 切 除 术 治 疗 残

胃 癌 的 有 效 性 ； 研 究 还 发 现 残 胃 癌 患 者 空 肠 受 侵

犯 提 示 预 后 不 良 ， 建 议 手 术 应 从 各 支 空 肠 动 脉 起

始 处 开 始 广 泛 切 除 空 肠 系 膜 以 清 扫 可 疑 转 移 的 淋

巴结，为残胃癌的手术治疗提供了重要实践依据。

关 键 词 突 现 图 反 映 残 胃 癌 领 域 的 发 展 趋 势 ：

前期主要关注良性溃疡性疾病行胃 Billroth Ⅱ式切除

术 后 的 残 胃 癌 ； 中 期 主 要 关 注 幽 门 螺 杆 菌 感 染 对

残 胃 的 致 癌 作 用 、 早 期 残 胃 癌 的 内 镜 切 除 ， 以 及

残 胃 癌 的 外 科 手 术 淋 巴 结 清 扫 ； 近 期 热 点 则 聚 焦

在 残 胃 癌 的 腹 腔 镜 手 术 、 内 镜 手 术 、 临 床 病 理 特

征 、 手 术 并 发 症 、 生 存 预 后 和 术 后 复 发 等 。 由 此

可 见 残 胃 癌 的 微 创 治 疗 、 手 术 并 发 症 、 临 床 病 理

特 征 及 生 存 预 后 已 成 为 当 前 研 究 热 点 ， 并 有 望 成

为 未 来 的 主 要 研 究 趋 势 。 其 中 ， 关 键 词 内 镜 下 黏

膜 剥 离 术 （endoscopic submucosal dissection， ESD）

在 近 些 年 的 突 现 时 间 最 长 ， 表 明 残 胃 癌 的 内 镜 治

疗在近年来受到持续关注，且热度仍未消退。ESD

相 比 于 外 科 手 术 具 有 创 伤 小 、 术 后 并 发 症 率 低 等

优势[6]，但操作空间狭小、残胃组织严重纤维化等

因 素 导 致 ESD 在 残 胃 癌 中 的 实 施 难 度 大[28]， 因 此

残 胃 癌 行 ESD 手 术 需 要 在 术 前 做 好 充 分 的 手 术 风

险 评 估 。 2022 年 日 本 神 户 大 学 的 Tanaka 等[29] 通 过

一项多中心研究回顾性分析了 197 例因胃良性溃疡

或 胃 癌 行 远 端 胃 切 除 术 后 的 残 胃 癌 病 例 ， 基 于 以

上 临 床 数 据 开 发 了 首 个 残 胃 癌 ESD 的 风 险 评 估 系

统 ， 并 在 内 部 样 本 中 验 证 了 该 系 统 评 估 技 术 难 度

和 手 术 风 险 的 有 效 性 ， 为 残 胃 癌 ESD 手 术 的 安 全

实施提供了可靠的评估方法 。

胃 癌 生 物 标 志 物 的 研 究 已 有 大 量 报 道[30]。 然

而 ， 关 键 词 共 现 网 络 图 和 突 现 图 却 未 涉 及 与 生 物

标 志 物 相 关 的 关 键 词 ， 可 见 残 胃 癌 领 域 对 特 异 性

生 物 标 志 物 的 研 究 较 少 。 目 前 暂 无 研 究 发 现 有 灵

敏 度 或 特 异 度 较 高 的 生 物 标 志 物 可 用 于 残 胃 癌 的

预 测 和 诊 断 ， 胃 镜 检 查 活 检 仍 是 诊 断 残 胃 癌 的 主

要方法[11, 24, 31]。生物标志物预测残胃癌预后的研究

亦 较 少 ， 但 近 期 已 有 学 者 开 始 关 注 这 一 问 题 。

Pereira 等[32] 基 于 42 例 残 胃 癌 患 者 组 织 中 的 肿 瘤 浸

润淋巴细胞和 PD-L1 状态建立了一个评分系统，据

此将患者分为低危组 （0~3 分）、中危组 （4~9 分）

及 高 危 组 （11~12 分）， 发 现 中 危 组 和 高 危 组 的 无

病 生 存 率 及 总 生 存 率 均 显 著 低 于 低 危 组 ， 因 此 提

出肿瘤浸润淋巴细胞和 PD-L1 状态能够作为残胃癌

患 者 预 后 判 断 的 潜 在 生 物 标 志 物 。 在 国 内 ， 田 磊

等[33] 对 85 例残胃癌患者的临床病理特征进行分析

发 现 血 清 癌 胚 抗 原 水 平 是 残 胃 癌 预 后 的 独 立 影 响

因素 ，王刚等[9] 分析 102 例残胃癌患者的 3 年总生

存 率 发 现 癌 胚 抗 原 水 平 是 否 正 常 对 患 者 的 预 后 有

显 著 影 响 。 总 之 ， 残 胃 癌 生 物 标 志 物 的 研 究 在 国

内外均处于探索阶段。

我 国 在 国 际 残 胃 癌 领 域 的 英 文 发 文 量 位 列

第二，引用量位列第四，发文主要集中在近 10 年，

考虑是因为我国近 10 年胃镜筛查率以及胃癌患者

术 后 复 查 依 从 性 不 断 提 高 ， 胃 癌 根 治 性 术 后 的 总

生 存 时 间 延 长 ， 残 胃 癌 的 检 出 率 也 逐 年 增 高[23]。

但 由 于 我 国 的 研 究 时 间 相 比 于 欧 美 国 家 和 日 本 较

晚 ， 尚 缺 少 在 国 际 残 胃 癌 领 域 高 度 活 跃 或 有 影 响

力 的 机 构 和 作 者 ， 缺 乏 高 质 量 学 术 成 果 ， 对 外 合

作相对较少。在国内，残胃癌中文文献于 2010 年

前 后 大 量 发 表 ， 但 不 同 研 究 对 残 胃 癌 的 定 义 说 法

不 一 ， 严 重 阻 碍 了 诊 疗 规 范 的 统 一 和 多 中 心 研 究

的开展。直到中国残胃癌诊治协作组于 2018 年发

表了 《中国残胃癌定义的外科专家共识意见》 [1]，

梳 理 了 国 际 上 残 胃 癌 定 义 的 发 展 和 争 议 ， 提 出

“良性疾病行胃切除术后 5 年以上或胃癌行胃切除

术后 10 年以上，残胃出现的新发癌”更符合我国

残 胃 癌 的 定 义 。 相 比 于 日 本 胃 癌 学 会 “ 残 胃 上 的

癌 ” 的 概 念 ， 该 定 义 更 强 调 时 间 间 隔 ， 在 我 国 可

有 效 避 免 因 初 次 胃 癌 手 术 不 规 范 导 致 的 残 留 癌 或

复发癌与残胃出现的新发癌易混淆的问题。

本 研 究 的 局 限 性 为 ：⑴ Web of Science 核 心 合

集以外的文献及非英文文献没有被纳入，可能会有

小部分文献遗漏；⑵ 因数据库动态更新及新近发表

的高质量文献引用量较低，可能会导致发文整体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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浸润深度为 T1、T2、T3、T4 的患者经手术治疗后

的 5 年总生存率分别为 76%、40%、13%、9%[16]，揭

示了进展期残胃癌预后不良，及早期筛查的重要性。

关 键 词 共 现 网 络 图 提 示 ， 远 端 胃 切 除 术 后 残

胃 的 幽 门 螺 杆 菌 感 染 、 十 二 指 肠 胃 反 流 以 及 残 胃

癌 手 术 治 疗 、 临 床 病 理 特 征 、 生 存 预 后 、 临 床 队

列和致癌机制是近 60 年残胃癌领域广泛关注的热

点 ， 并 且 被 引 频 次 前 十 的 文 献 内 容 均 覆 盖 以 上 关

键 词 ， 与 研 究 热 点 相 契 合 。 其 中 ， 被 引 频 次 第 二

（95 次） 的文献是日本国立癌症研究中心的 Sasako

等[17] 于 1991 年 发 表 在 British Journal of Surgery 的 研

究 ，该研究回顾性分析了 52 例因良性疾病行胃大

部 切 除 术 后 发 生 残 胃 癌 的 患 者 ， 发 现 手 术 切 除 的

患者 5 年总生存率为 43%，其中根治性切除术后 5 年

总 生 存 率 可 达 57%， 证 实 了 根 治 性 切 除 术 治 疗 残

胃 癌 的 有 效 性 ； 研 究 还 发 现 残 胃 癌 患 者 空 肠 受 侵

犯 提 示 预 后 不 良 ， 建 议 手 术 应 从 各 支 空 肠 动 脉 起

始 处 开 始 广 泛 切 除 空 肠 系 膜 以 清 扫 可 疑 转 移 的 淋

巴结，为残胃癌的手术治疗提供了重要实践依据。

关 键 词 突 现 图 反 映 残 胃 癌 领 域 的 发 展 趋 势 ：

前期主要关注良性溃疡性疾病行胃 Billroth Ⅱ式切除

术 后 的 残 胃 癌 ； 中 期 主 要 关 注 幽 门 螺 杆 菌 感 染 对

残 胃 的 致 癌 作 用 、 早 期 残 胃 癌 的 内 镜 切 除 ， 以 及

残 胃 癌 的 外 科 手 术 淋 巴 结 清 扫 ； 近 期 热 点 则 聚 焦

在 残 胃 癌 的 腹 腔 镜 手 术 、 内 镜 手 术 、 临 床 病 理 特

征 、 手 术 并 发 症 、 生 存 预 后 和 术 后 复 发 等 。 由 此

可 见 残 胃 癌 的 微 创 治 疗 、 手 术 并 发 症 、 临 床 病 理

特 征 及 生 存 预 后 已 成 为 当 前 研 究 热 点 ， 并 有 望 成

为 未 来 的 主 要 研 究 趋 势 。 其 中 ， 关 键 词 内 镜 下 黏

膜 剥 离 术 （endoscopic submucosal dissection， ESD）

在 近 些 年 的 突 现 时 间 最 长 ， 表 明 残 胃 癌 的 内 镜 治

疗在近年来受到持续关注，且热度仍未消退。ESD

相 比 于 外 科 手 术 具 有 创 伤 小 、 术 后 并 发 症 率 低 等

优势[6]，但操作空间狭小、残胃组织严重纤维化等

因 素 导 致 ESD 在 残 胃 癌 中 的 实 施 难 度 大[28]， 因 此

残 胃 癌 行 ESD 手 术 需 要 在 术 前 做 好 充 分 的 手 术 风

险 评 估 。 2022 年 日 本 神 户 大 学 的 Tanaka 等[29] 通 过

一项多中心研究回顾性分析了 197 例因胃良性溃疡

或 胃 癌 行 远 端 胃 切 除 术 后 的 残 胃 癌 病 例 ， 基 于 以

上 临 床 数 据 开 发 了 首 个 残 胃 癌 ESD 的 风 险 评 估 系

统 ， 并 在 内 部 样 本 中 验 证 了 该 系 统 评 估 技 术 难 度

和 手 术 风 险 的 有 效 性 ， 为 残 胃 癌 ESD 手 术 的 安 全

实施提供了可靠的评估方法 。

胃 癌 生 物 标 志 物 的 研 究 已 有 大 量 报 道[30]。 然

而 ， 关 键 词 共 现 网 络 图 和 突 现 图 却 未 涉 及 与 生 物

标 志 物 相 关 的 关 键 词 ， 可 见 残 胃 癌 领 域 对 特 异 性

生 物 标 志 物 的 研 究 较 少 。 目 前 暂 无 研 究 发 现 有 灵

敏 度 或 特 异 度 较 高 的 生 物 标 志 物 可 用 于 残 胃 癌 的

预 测 和 诊 断 ， 胃 镜 检 查 活 检 仍 是 诊 断 残 胃 癌 的 主

要方法[11, 24, 31]。生物标志物预测残胃癌预后的研究

亦 较 少 ， 但 近 期 已 有 学 者 开 始 关 注 这 一 问 题 。

Pereira 等[32] 基 于 42 例 残 胃 癌 患 者 组 织 中 的 肿 瘤 浸

润淋巴细胞和 PD-L1 状态建立了一个评分系统，据

此将患者分为低危组 （0~3 分）、中危组 （4~9 分）

及 高 危 组 （11~12 分）， 发 现 中 危 组 和 高 危 组 的 无

病 生 存 率 及 总 生 存 率 均 显 著 低 于 低 危 组 ， 因 此 提

出肿瘤浸润淋巴细胞和 PD-L1 状态能够作为残胃癌

患 者 预 后 判 断 的 潜 在 生 物 标 志 物 。 在 国 内 ， 田 磊

等[33] 对 85 例残胃癌患者的临床病理特征进行分析

发 现 血 清 癌 胚 抗 原 水 平 是 残 胃 癌 预 后 的 独 立 影 响

因素 ，王刚等[9] 分析 102 例残胃癌患者的 3 年总生

存 率 发 现 癌 胚 抗 原 水 平 是 否 正 常 对 患 者 的 预 后 有

显 著 影 响 。 总 之 ， 残 胃 癌 生 物 标 志 物 的 研 究 在 国

内外均处于探索阶段。

我 国 在 国 际 残 胃 癌 领 域 的 英 文 发 文 量 位 列

第二，引用量位列第四，发文主要集中在近 10 年，

考虑是因为我国近 10 年胃镜筛查率以及胃癌患者

术 后 复 查 依 从 性 不 断 提 高 ， 胃 癌 根 治 性 术 后 的 总

生 存 时 间 延 长 ， 残 胃 癌 的 检 出 率 也 逐 年 增 高[23]。

但 由 于 我 国 的 研 究 时 间 相 比 于 欧 美 国 家 和 日 本 较

晚 ， 尚 缺 少 在 国 际 残 胃 癌 领 域 高 度 活 跃 或 有 影 响

力 的 机 构 和 作 者 ， 缺 乏 高 质 量 学 术 成 果 ， 对 外 合

作相对较少。在国内，残胃癌中文文献于 2010 年

前 后 大 量 发 表 ， 但 不 同 研 究 对 残 胃 癌 的 定 义 说 法

不 一 ， 严 重 阻 碍 了 诊 疗 规 范 的 统 一 和 多 中 心 研 究

的开展。直到中国残胃癌诊治协作组于 2018 年发

表了 《中国残胃癌定义的外科专家共识意见》 [1]，

梳 理 了 国 际 上 残 胃 癌 定 义 的 发 展 和 争 议 ， 提 出

“良性疾病行胃切除术后 5 年以上或胃癌行胃切除

术后 10 年以上，残胃出现的新发癌”更符合我国

残 胃 癌 的 定 义 。 相 比 于 日 本 胃 癌 学 会 “ 残 胃 上 的

癌 ” 的 概 念 ， 该 定 义 更 强 调 时 间 间 隔 ， 在 我 国 可

有 效 避 免 因 初 次 胃 癌 手 术 不 规 范 导 致 的 残 留 癌 或

复发癌与残胃出现的新发癌易混淆的问题。

本 研 究 的 局 限 性 为 ：⑴ Web of Science 核 心 合

集以外的文献及非英文文献没有被纳入，可能会有

小部分文献遗漏；⑵ 因数据库动态更新及新近发表

的高质量文献引用量较低，可能会导致发文整体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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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和各类排名有一定程度的变化。

综 上 ， 根 据 本 研 究 的 分 析 ， 我 国 应 加 强 与 日

本 、 荷 兰 等 国 家 在 残 胃 癌 领 域 的 学 术 合 作 ， 当 前

国 际 研 究 热 点 主 要 为 残 胃 癌 的 微 创 治 疗 、 手 术 并

发 症 、 临 床 病 理 特 征 和 生 存 预 后 等 ， 并 有 望 成 为

未来的主要研究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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