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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ＹＡＤＡＶ Ｄ， ＬＯＷＥＮＦＥＬＳ ＡＢ． Ｔｈｅ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ｐａｎｃｒｅａｔｉｔｉｓ

ａｎｄ ｐａｎｃｒｅａｔｉｃ ｃａｎｃｅｒ［Ｊ］ ． Ｇａｓｔｒｏｅｎｔｅｒ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３， １４４（６）：
１２５２ －１２６１． ＤＯＩ： １０． １０５３ ／ ｊ． ｇａｓｔｒｏ． ２０１３． ０１． ０６８．

［２］ ｖａｎ ＤＩＪＫ ＳＭ， ＨＡＬＬＥＮＳＬＥＢＥＮ Ｎ， ｖａｎ ＳＡＮＴＶＯＯＲＴ ＨＣ，
ｅｔ ａｌ． Ａｃｕｔｅ ｐａｎｃｒｅａｔｉｔｉｓ： Ｒｅｃｅｎｔ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ｒａｎｄｏｍ
ｉｓｅｄ ｔｒｉａｌｓ［Ｊ］ ． Ｇｕｔ， ２０１７， ６６（１１）： ２０２４ －２０３２． ＤＯＩ：１０．
１１３６ ／ ｇｕｔｊｎｌ －２０１６ －３１３５９５．

［３ ］ ＣＲＯＣＫＥＴＴ ＳＤ， ＷＡＮＩ Ｓ， ＧＡＲＤＮＥＲ ＴＢ， ｅｔ ａｌ．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Ｇａｓｔｒｏｅｎｔｅ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 ｏｎ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ｃｕｔｅ ｐａｎｃｒｅａｔｉｔｉｓ ［ Ｊ ］ ． Ｇａｓｔｒｏｅｎｔｅｒ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８， １５４（４）： １０９６ －１１０１． ＤＯＩ： １０． １０５３ ／ ｊ． ｇａｓｔｒｏ． ２０１８．
０１． ０３２．

［４］ Ｐａｎｃｒｅａｓ Ｓｔｕｄｙ Ｇｒｏｕｐ，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Ｇａｓｔｒｏｅｎｔｅｒｏｌｏｇ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 Ｂｏａｒｄ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
ｎａｌ ｏｆ Ｐａｎｃｒｅａｔｏｌｏｇｙ； 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 Ｂｏａｒｄ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Ｄｉ
ｇｅｓｔｉｏ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ｃｕｔｅ ｐａｎ
ｃｒｅａｔｉｔｉｓ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２０１３）［Ｊ］ ． Ｊ Ｃｌｉｎ Ｈｅｐａｔｏｌ， ２０１３， ２９（９）：
６５６ －６６０． ＤＯＩ： １０． ３９６９ ／ ｊ． ｉｓｓｎ． １００１ －５２５６． ２０１３． ０９． ００６．
中华医学会消化病学分会胰腺疾病学组， 《中华胰腺病杂志》编
辑委员会， 《中华消化杂志》编辑委员会． 中国急性胰腺炎诊治
指南（２０１３ 年，上海）［Ｊ］ ． 临床肝胆病杂志， ２０１３， ２９（９）： ６５６
－６６０． ＤＯＩ： １０． ３９６９ ／ ｊ． ｉｓｓｎ． １００１ －５２５６． ２０１３． ０９． ００６．

［５］ Ｐａｎｃｒｅａｓ Ｓｔｕｄｙ Ｇｒｏｕｐ，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Ｇａｓｔｒｏｅｎｔｅｒｏｌｏｇ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 Ｂｏａｒｄ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
ｎａｌ ｏｆ Ｐａｎｃｒｅａｔｏｌｏｇｙ； 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 Ｂｏａｒｄ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Ｄｉ
ｇｅｓｔｉｏ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ｃｕｔｅ ｐａｎ
ｃｒｅａｔｉｔｉｓ （ Ｓｈｅｎｙａｎｇ， ２０１９） ［ Ｊ］ ． Ｊ Ｃｌｉｎ Ｈｅｐａｔｏｌ， ２０１９， ３５
（１２）： ２７０６ －２７１１． ＤＯＩ： １０． ３９６９ ／ ｊ． ｉｓｓｎ． １００１ －５２５６． ２０１９．
１２． ０１３．
中华医学会消化病学分会胰腺疾病学组， 《中华胰腺病杂志》编
委会， 《中华消化杂志》编委会． 中国急性胰腺炎诊治指南（２０１９
年，沈阳）［Ｊ］ ． 临床肝胆病杂志， ２０１９， ３５（１２）： ２７０６ －２７１１．
ＤＯＩ： １０． ３９６９ ／ ｊ． ｉｓｓｎ． １００１ －５２５６． ２０１９． １２． ０１３．

［６］ ＨＡＤＩ Ａ， ＷＥＲＧＥ Ｍ， ＫＲＩＳＴＩＡＮＳＥＮ ＫＴ， ｅｔ ａｌ． Ｃｏｒｏｎａｖｉｒｕｓ
Ｄｉｓｅａｓｅ －１９ （ＣＯＶＩＤ －１９）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ｓｅｖｅｒｅ ａｃｕｔｅ ｐａｎ
ｃｒｅａｔｉｔｉｓ： Ｃａｓｅ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ｎ ｔｈｒｅｅ ｆａｍｉｌｙ ｍｅｍｂｅｒｓ［ Ｊ］ ． Ｐａｎｃｒｅ
ａｔｏｌｏｇｙ， ２０２０， ２０ （４ ）： ６６５ － ６６７． ＤＯＩ： １０． １０１６ ／ ｊ． ｐａｎ．
２０２０． ０４． ０２１．

［７］ ＭＩＳＧＡＲ ＲＡ， ＢＨＡＴ ＭＨ， ＲＡＴＨＥＲ ＴＡ， ｅｔ ａｌ．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ｈｙｐｅｒ
ｐａｒａｔｈｙｒｏｉｄ ｉｓｍ ａｎｄ ｐａｎｃｒｅａｔｉｔｉｓ ［ Ｊ］ ． Ｊ Ｅｎｄｏｃｒｉｎｏｌ Ｉｎｖｅｓｔ，
２０２０， ４３（１０）： １４９３ －１４９８． ＤＯＩ： １０． １００７ ／ ｓ４０６１８ －０２０ －
０１２３３ －５．

［８］ ＢＡＩ Ｙ， ＬＩＵ Ｙ， ＪＩＡ Ｌ， ｅｔ ａｌ． Ｓｅｖｅｒｅ ａｃｕｔｅ ｐａｎｃｒｅａｔｉｔｉ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Ｅｔｉ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 ｉｎ １９７６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Ｊ］ ． Ｐａｎｃｒｅａｓ， ２００７，
３５（３）： ２３２ －２３７． ＤＯＩ： １０． １０９７ ／ ＭＰＡ． ０ｂ０１３ｅ３１８０６５４ｄ２０．

［９］ ＶＡＬＤＩＶＩＥＬＳＯ Ｐ， ＲＡＭíＲＥＺ － ＢＵＥＮＯ Ａ， ＥＷＡＬＤ Ｎ．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ｏｆ ｈｙｐｅｒｔｒｉｇｌｙｃｅｒｉｄｅｍｉｃ ｐａｎｃｒｅａｔｉｔｉｓ［ Ｊ］ ． Ｅｕｒ Ｊ Ｉｎ
ｔｅｒｎ Ｍｅｄ， ２０１４， ２５ （８）： ６８９ － ６９４． ＤＯＩ： １０． １０１６ ／ ｊ． ｅｊｉｍ．
２０１４． ０８． ００８．

［１０］ ＺＨＵ Ｙ， ＰＡＮ Ｘ， ＺＥＮＧ Ｈ， ｅｔ ａｌ．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ｅｔｉｏｌｏｇｙ， ｓｅ
ｖｅ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 ｏｆ ３２６０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ａｃｕｔｅ ｐａｎｃｒｅａｔｉｔｉｓ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ｒｅｖｉｓｅｄ Ａｔｌａｎｔａ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Ｊｉａｎｇｘｉ， Ｃｈｉｎａ
ｏｖｅｒ ａｎ ８ －ｙｅａｒ ｐｅｒｉｏｄ［Ｊ］ ． Ｐａｎｃｒｅａｓ， ２０１７， ４６（４）： ５０４ －

５０９． ＤＯＩ： １０． １０９７ ／ ＭＰＡ．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７７６．
［１１］ ＹＩＮ Ｇ， ＣＡＮＧ Ｘ， ＹＵ Ｇ， ｅｔ 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ｈｙｐｅｒｌｉｐｉｄｅｍｉｃ ａｃｕｔｅ ｐａｎｃｒｅａｔｉｔｉｓ： Ａ ｒｅｔ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ｙ
［Ｊ］ ． Ｐａｎｃｒｅａｓ， ２０１５， ４４（７）： １１０５ －１１１０． ＤＯＩ： １０． １０９７ ／
ＭＰＡ．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４０３．

［１２］ ＰＡＲＫ ＪＹ， ＪＥＯＮ ＴＪ， ＨＡ ＴＨ， ｅｔ ａｌ． Ｂｅｄｓｉｄｅ ｉｎｄｅｘ ｆｏｒ ｓｅｖｅｒｉｔｙ ｉｎ
ａｃｕｔｅ ｐａｎｃｒｅａｔｉｔｉ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ｗｉｔｈ ｏｔｈｅｒ ｓｃｏｒ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ｉｎ ｐｒｅ
ｄｉｃｔｉｎｇ ｓｅｖｅ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ｏｒｇａｎ ｆａｉｌｕｒｅ［Ｊ］． Ｈｅｐａｔｏｂｉｌｉａｒｙ Ｐａｎｃｒｅａｔ Ｄｉｓ
Ｉｎｔ， ２０１３， １２（６）： ６４５ －６５０． ＤＯＩ： １０． １０１６ ／ ｓ１４９９ －３８７２（１３）
６０１０１ －０．

［１３］ ＢＡＮＫＳ ＰＡ， ＢＯＬＬＥＮ ＴＬ， ＤＥＲＶＥＮＩＳ Ｃ， ｅｔ ａｌ．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ｃｕｔｅ ｐａｎｃｒｅａｔｉｔｉｓ—２０１２： Ｒｅ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Ａｔｌａｎｔａ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ｓ ｂ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Ｊ］ ． Ｇｕｔ， ２０１３， ６２
（１）： １０２ －１１１． ＤＯＩ： １０． １１３６ ／ ｇｕｔｊｎｌ －２０１２ －３０２７７９．

［１４］ ＤＥＬＬＩＮＧＥＲ ＥＰ， ＦＯＲＳＭＡＲＫ ＣＥ， ＬＡＹＥＲ Ｐ， ｅｔ ａｌ．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ｎｔ －
ｂａｓｅｄ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ｃｕｔｅ ｐａｎｃｒｅａｔｉｔｉｓ ｓｅｖｅｒｉｔｙ： Ａ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ｕｌｔｉ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 ｃｏｎｓｕｌｔａｔｉｏｎ［Ｊ］． Ａｎｎ Ｓｕｒｇ， ２０１２， ２５６（６）： ８７５ －
８８０． ＤＯＩ： １０．１０９７／ ＳＬＡ．０ｂ０１３ｅ３１８２５６ｆ７７８．

［１５］ ＢＡＮＳＡＬ ＳＳ， ＨＯＤＳＯＮ Ｊ， ＳＵＴＣＬＩＦＦＥ ＲＳ， ｅｔ ａｌ．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ｖｉｓｅｄ Ａｔｌａｎｔａ ａｎｄ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ｎｔ － ｂａｓｅｄ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ｓｅｖｅｒｉｔｙ ｉｎ ａｃｕｔｅ ｐａｎｃｒｅａｔｉｔｉｓ ［ Ｊ］ ． Ｂｒ Ｊ Ｓｕｒｇ， ２０１６， １０３
（４）： ４２７ －４３３． ＤＯＩ： １０． １００２ ／ ｂｊｓ． １００８８．

［１６］ ＱＩＮ Ｌ， ＣＡＯ ＪＬ， ＧＥ ＬＢ， ｅｔ 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Ａｔｌａｎｔａ ｃｌａｓ
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 ｖｅｒｓｕｓ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ｎｔ － ｂａｓｅｄ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ｃｒｉ
ｔｅｒｉａ ｉｎ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ｏｇｎｏｓｉｓ ｏｆ ａｃｕｔｅ ｐａｎ
ｃｒｅａｔｉｔｉｓ ［Ｊ］ ． Ｃｈｉｎ Ｊ Ｄｉｇ， ２０１９， ３９ （１）： ５２ －５５． ＤＯＩ： １０．
３７６０ ／ ｃｍａ． ｊ． ｉｓｓｎ． ０２５４ －１４３２． ２０１９． ０１． ０１３．
秦丽， 曹静丽， 葛立宾， 等． 修订后的亚特兰大分类标准与以决
定因素为基础的分类标准对急性胰腺炎病情与预后评估价值的
比较研究［ Ｊ］ ． 中华消化杂志， ２０１９， ３９ （１）： ５２ －５５． ＤＯＩ：
１０． ３７６０ ／ ｃｍａ． ｊ． ｉｓｓｎ． ０２５４ －１４３２． ２０１９． ０１． ０１３．

［１７］ ＬＩＰＰＩ Ｇ， ＶＡＬＥＮＴＩＮＯ Ｍ， ＣＥＲＶＥＬＬＩＮ Ｇ．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
ｏｆ ａｃｕｔｅ ｐａｎｃｒｅａｔｉｔｉｓ： Ｉｎ 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ｔｈｅ Ｈｏｌｙ Ｇｒａｉｌ［Ｊ］ ． Ｃｒｉｔ Ｒｅｖ
Ｃｌｉｎ Ｌａｂ Ｓｃｉ， ２０１２， ４９ （ １ ）： １８ － ３１． ＤＯＩ： １０． ３１０９ ／
１０４０８３６３． ２０１２． ６５８３５４．

［１８］ ＲＯＭＰＩＡＮＥＳＩ Ｇ， ＨＡＮＮ Ａ， ＫＯＭＯＬＡＦＥ Ｏ， ｅｔ ａｌ． Ｓｅｒｕｍ ａｍｙｌａｓｅ
ａｎｄ ｌｉｐａｓｅ ａｎｄ ｕｒｉｎａｒｙ ｔｒｙｐｓｉｎｏｇｅｎ ａｎｄ ａｍｙｌａｓｅ ｆｏｒ 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 ｏｆ ａ
ｃｕｔｅ ｐａｎｃｒｅａｔｉｔｉｓ［Ｊ］． Ｃｏｃｈｒａｎｅ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Ｓｙｓｔ Ｒｅｖ， ２０１７， ４（４）：
ＣＤ０１２０１０． ＤＯＩ： １０．１００２／ １４６５１８５８．ＣＤ０１２０１０．ｐｕｂ２．

［１９］ ＨＡＮＳＥＮ ＳＥＪ，ＭＡＤＳＥＮ ＣＭ， ＶＡＲＢＯ Ａ， ｅｔ ａｌ． Ｂｏｄｙ ｍａｓｓ ｉｎｄｅｘ，
ｔｒｉｇｌｙｃｅｒｉｄｅｓ， ａｎｄ ｒｉｓｋ ｏｆ ａｃｕｔｅ ｐａｎｃｒｅａｔｉｔｉｓ： Ａ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ｂａｓｅｄ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１１８ ０００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Ｊ］． Ｊ Ｃｌｉｎ Ｅｎｄｏｃｒｉｎｏｌ Ｍｅｔａｂ， ２０２０，
１０５（１）： ｄｇｚ０５９． ＤＯＩ： １０．１２１０ ／ ｃｌｉｎｅｍ／ ｄｇｚ０５９．

［２０］ ＫＡＲＡＫＵＬＡＫ Ｓ， ＮＡＲＣＩ Ｈ， ＡＹＲＩＫ Ｃ，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ｐｒｏｇｎｏｓｔｉｃ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ｉｍｍａｔｕｒｅ ｇｒａｎｕｌｏｃｙｔｅ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ａｃｕｔｅ ｐａｎｃｒｅａｔｉ
ｔｉｓ［ Ｊ］ ． Ａｍ Ｊ Ｅｍｅｒｇ Ｍｅｄ， ２０２０． ＤＯＩ： １０． １０１６ ／ ｊ． ａｊｅｍ．
２０２０． ０３． ０２８． ［Ｏｎｌｉｎｅ ａｈｅａｄ ｏｆ ｐｒｉｎｔ］

［２１］ ＷＵ Ｈ， ＬＩ Ｊ， ＺＨＡＯ Ｊ， ｅｔ ａｌ． Ａ ｎｅｗ ｓｃｏｒ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ｃａｎ ｂｅ ａｐ
ｐｌｉｅｄ ｔｏ ｐｒｅｄｉｃｔ ｔｈｅ ｏｒｇａｎ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ｅｖｅｎｔｓ ｉｎ ａｃｕｔｅ ｐａｎ
ｃｒｅａｔｉｔｉｓ ａｃｃｕｒａｔｅｌｙ ａｎｄ ｒａｐｉｄｌｙ［Ｊ］ ． Ｐａｎｃｒｅａｔｏｌｏｇｙ， ２０２０， ２０
（４）： ６２２ －６２８． ＤＯＩ： １０． １０１６ ／ ｊ． ｐａｎ． ２０２０． ０３． ０１７．

［２２］ ＰＥＮＧ Ｒ， ＺＨＡＮＧ Ｌ， ＺＨＡＮＧ ＺＭ， ｅｔ ａｌ． Ｃｈｅｓｔ ｃｏｍｐｕｔｅｄ
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ｙ ｓｅｍｉ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ｐｌｅｕｒａｌ ｅｆｆｕ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ｉｏｎ ａｒｅ ｅａｒｌｙ ｐｒｅｄｉ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ａｃｕｔｅ ｐａｎｃｒｅａｔｉｔｉｓ ｓｅｖｅｒｉｔｙ

Ⅰ中华医学会急诊分会，等． 急性胰腺炎急诊诊断及治疗专家共识



［Ｊ］ ． Ｑｕａｎｔ Ｉｍａｇｉｎｇ Ｍｅｄ Ｓｕｒｇ， ２０２０， １０ （２）： ４５１ － ４６３．
ＤＯＩ： １０． ２１０３７ ／ ｑｉｍｓ． ２０１９． １２． １４．

［２３］ ＳＴＡＵＢＬＩ ＳＭ， ＯＥＲＴＬＩ Ｄ， ＮＥＢＩＫＥＲ ＣＡ．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ｍａｒｋｅｒｓ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ｎｇ ｓｅｖｅｒｉｔｙ ｏｆ ａｃｕｔｅ ｐａｎｃｒｅａｔｉｔｉｓ［Ｊ］ ． Ｃｒｉｔ Ｒｅｖ Ｃｌｉｎ Ｌａｂ
Ｓｃｉ， ２０１５， ５２ （６ ）： ２７３ － ２８３． ＤＯＩ： １０． ３１０９ ／ １０４０８３６３．
２０１５． １０５１６５９．

［２４］ Ｅｘｐｅｒｔ Ｐａｎｅｌ ｏｎ Ｇａｓｔｒｏ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 Ｉｍａｇｉｎｇ， ＰＯＲＴＥＲ ＫＫ， ＺＡ
ＨＥＥＲ Ａ， ｅｔ ａｌ． ＡＣＲ 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ｎｅｓｓ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 ａｃｕｔｅ ｐａｎｃｒｅａ
ｔｉｔｉｓ［ Ｊ］ ． Ｊ Ａｍ Ｃｏｌｌ Ｒａｄｉｏｌ， ２０１９， １６ （１１Ｓ）： ｓ３１６ － ｓ３３０．
ＤＯＩ： １０． １０１６ ／ ｊ． ｊａｃｒ． ２０１９． ０５． ０１７．

［２５］ ＳＩＮＧＥＲ Ｍ， ＤＥＵＴＳＣＨＭＡＮ ＣＳ， ＳＥＹＭＯＵＲ ＣＷ，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ｓｅｐｓｉｓ ａｎｄ ｓｅｐｔｉｃ
ｓｈｏｃｋ （Ｓｅｐｓｉｓ －３） ［ Ｊ］ ． ＪＡＭＡ， ２０１６， ３１５（８）： ８０１ －８１０．
ＤＯＩ： １０． １００１ ／ ｊａｍａ． ２０１６． ０２８７．

［２６］ ＡＲＤＳ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Ｔａｓｋ Ｆｏｒｃｅ， ＲＡＮＩＥＲＩ ＶＭ， ＲＵＢＥＮＦＥＬＤ ＧＤ，
ｅｔ ａｌ． Ａｃｕｔｅ 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 ｄｉｓｔｒｅｓｓ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 Ｔｈｅ Ｂｅｒｌｉｎ ｄｅｆｉｎｉ
ｔｉｏｎ［ Ｊ］ ． ＪＡＭＡ， ２０１２， ３０７ （２３ ）： ２５２６ － ２５３３． ＤＯＩ： １０．
１００１ ／ ｊａｍａ． ２０１２． ５６６９．

［２７］ ＬＥＰＰ?ＮＩＥＭＩ Ａ， ＴＯＬＯＮＥＮ Ｍ， ＴＡＲＡＳＣＯＮＩ Ａ，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９ ＷＳＥＳ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ｅｖｅｒｅ ａｃｕｔｅ ｐａｎｃｒｅａｔｉｔｉｓ［Ｊ］．
Ｗｏｒｌｄ Ｊ Ｅｍｅｒｇ Ｓｕｒｇ， ２０１９， １４： ２７． ＤＯＩ： １０．１１８６ ／ ｓ１３０１７ －０１９ －
０２４７ －０．

［２８］ ＷＵ ＢＵ， ＨＷＡＮＧ ＪＱ， ＧＡＲＤＮＥＲ ＴＨ， ｅｔ ａｌ． Ｌａｃｔａｔｅｄ Ｒｉｎｇｅｒ’ｓ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ｒｅｄｕｃｅｓ ｓｙｓｔｅｍｉｃ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ｓａｌｉｎｅ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ａｃｕｔｅ ｐａｎｃｒｅａｔｉｔｉｓ［Ｊ］ ． Ｃｌｉｎ Ｇａｓｔｒｏｅｎｔｅｒｏｌ Ｈｅｐ
ａｔｏｌ， ２０１１， ９（８）： ７１０ －７１７． ＤＯＩ： １０． １０１６ ／ ｊ． ｃｇｈ． ２０１１． ０４．
０２６．

［２９］ ＬＩＰＩＮＳＫＩ Ｍ， ＲＹＤＺＥＷＳＫＡ － ＲＯＳＯＬＯＷＳＫＡ Ａ， ＲＹＤＺＥＷＳＫＩ
Ａ， ｅｔ ａｌ． Ｆｌｕｉｄ ｒｅｓｕｓ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ｃｕｔｅ ｐａｎｃｒｅａｔｉｔｉｓ： Ｎｏｒｍａｌ ｓａ
ｌｉｎｅ ｏｒ ｌａｃｔａｔｅｄ Ｒｉｎｇｅ’ｓ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Ｊ］ ． Ｗｏｒｌｄ Ｊ Ｇａｓｔｒｏｅｎｔｅｒｏｌ，
２０１５， ２１ （３１）： ９３６７ － ９３７２． ＤＯＩ： １０． ３７４８ ／ ｗｊｇ． ｖ２１． ｉ３１．
９３６７．

［３０］ ＩＱＢＡＬ Ｕ， ＡＮＷＡＲ Ｈ， ＳＣＲＩＢＡＮＩ Ｍ． Ｒｉｎｇｅｒ’ ｓ ｌａｃｔａｔｅ ｖｅｒｓｕｓ
ｎｏｒｍａｌ ｓａｌｉｎｅ ｉｎ ａｃｕｔｅ ｐａｎｃｒｅａｔｉｔｉｓ： Ａ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ａｎｄ
ｍｅｔａ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 Ｊ］ ． Ｊ Ｄｉｇ Ｄｉｓ， ２０１８， １９ （６ ）： ３３５ － ３４１．
ＤＯＩ： １０． １１１１ ／ １７５１ －２９８０． １２６０６．

［３１］ ｄｅ － ＭＡＤＡＲＩＡ Ｅ， ＳＯＬＥＲ － ＳＡＬＡ Ｇ， Ｓ?ＮＣＨＥＺ － ＰＡＹ? Ｊ，
ｅｔ ａｌ．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ｆｌｕｉｄ ｔｈｅｒａｐｙ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ｇｎｏｓｉｓ ｏｆ ａｃｕｔｅ ｐａｎ
ｃｒｅａｔｉｔｉｓ： Ａ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ｃｏｈｏｒｔ ｓｔｕｄｙ［Ｊ］ ． Ａｍ Ｊ Ｇａｓｔｒｏｅｎｔｅｒｏｌ，
２０１１， １０６（１０）：１８４３ －１８５０． ＤＯＩ： １０． １０３８ ／ ａｊｇ． ２０１１． ２３６．

［３２］ ＭＹＢＵＲＧＨ ＪＡ， ＦＩＮＦＥＲ Ｓ， ＢＥＬＬＯＭＯ Ｒ， ｅｔ ａｌ． Ｈｙｄｒｏｘｙｅｔｈｙｌ
ｓｔａｒｃｈ ｏｒ ｓａｌｉｎｅ ｆｏｒ ｆｌｕｉｄ ｒｅｓｕｓ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ｃａｒｅ［Ｊ］ ． Ｎ
Ｅｎｇｌ Ｊ Ｍｅｄ， ２０１２， ３６７ （２０）： １９０１ －１９１１． ＤＯＩ： １０． １０５６ ／
ＮＥＪＭｏａ１２０９７５９．

［３３］ ＢＡＳＵＲＴＯ ＯＮＡ Ｘ， ＲＩＧＡＵ ＣＯＭＡＳ Ｄ， ＵＲＲＵ＇ＴＩＡ Ｇ． Ｏｐｉｏｉｄｓ
ｆｏｒ ａｃｕｔｅ ｐａｎｃｒｅａｔｉｔｉｓ ｐａｉｎ［Ｊ］ ． Ｃｏｃｈｒａｎｅ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Ｓｙｓｔ Ｒｅｖ，
２０１３， ７： ＣＤ００９１７９． ＤＯＩ： １０． １００２ ／ １４６５１８５８． ＣＤ００９１７９．
ｐｕｂ２．

［３４］ ＳＴＩＧＬＩＡＮＯ Ｓ， ＳＴＥＲＮＢＹ Ｈ， ｄｅ ＭＡＤＡＲＩＡ Ｅ， ｅｔ ａｌ． Ｅａｒｌｙ ｍａｎ
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ｃｕｔｅ ｐａｎｃｒｅａｔｉｔｉｓ： 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ｂｅｓｔ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Ｊ］．
Ｄｉｇ Ｌｉｖｅｒ Ｄｉｓ， ２０１７， ４９（６）： ５８５ －５９４． ＤＯＩ： １０．１０１６ ／ ｊ． ｄｌｄ．２０１７．
０１．１６８．

［３５］ ＲＥＵＫＥＮ ＰＡ， ＡＬＢＩＧ Ｈ， Ｒ?ＤＥＬ Ｊ， ｅｔ ａｌ． Ｆｕｎｇａｌ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ｉｎｆｅｃｔｅｄ ｐａｎｃｒｅａｔｉｃ ｎｅｃｒｏｓｉｓ ａｎｄ ｐｓｅｕｄｏｃｙｓｔｓ：

Ｒｉｓｋ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ｏｕｔｃｏｍｅ［Ｊ］ ． Ｐａｎｃｒｅａｓ， ２０１８， ４７（１）： ９２ －
９８． ＤＯＩ： １０． １０９７ ／ ＭＰＡ．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９６５．

［３６］ ＯＴＴＯ Ｗ， ＫＯＭＯＲＺＹＣＫＩ Ｋ， ＫＲＡＷＣＺＹＫ Ｍ． 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ｏｆ ａｎｔｉｂｉ
ｏｔｉｃ ｐｅｎｅｔ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ｏ ｐａｎｃｒｅａｔｉｃ ｎｅｃｒｏｓｉｓ［Ｊ］ ． ＨＰＢ （Ｏｘｆｏｒｄ），
２００６， ８（１）： ４３ －４８． ＤＯＩ： １０． １０８０ ／ １３６５１８２０５００４６７２７５．

［３７］ ＭＯＧＧＩＡ Ｅ， ＫＯＴＩ Ｒ， ＢＥＬＧＡＵＭＫＡＲ ＡＰ， ｅｔ ａｌ． 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ｏｇｉ
ｃａｌ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ａｃｕｔｅ ｐａｎｃｒｅａｔｉｔｉｓ ［ Ｊ］ ． Ｃｏｃｈｒａｎｅ Ｄａｔａ
ｂａｓｅ Ｓｙｓｔ Ｒｅｖ， ２０１７， ４ （４ ）： ＣＤ０１１３８４． ＤＯＩ： １０． １００２ ／
１４６５１８５８． ＣＤ０１１３８４． ｐｕｂ２．

［３８］ ＢＡＫＫＥＲ ＯＪ， ｖａｎ ＢＲＵＮＳＣＨＯＴ Ｓ， ｖａｎ ＳＡＮＴＶＯＯＲＴ ＨＣ， ｅｔ ａｌ．
Ｅａｒｌｙ ｖｅｒｓｕｓ ｏｎ －ｄｅｍａｎｄ ｎａｓｏｅｎｔｅｒｉｃ ｔｕｂｅ ｆｅｅｄｉｎｇ ｉｎ ａｃｕｔｅ ｐａ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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