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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癌作为全球性的恶性肿瘤，其发病率和死亡率

均居高不下，而肝转移是胃癌常见的转移方式之

一。

胃癌高发与肝转移常见

当前，关于胃癌肝转移的诊断与综合治疗尚缺乏

统一的标准和指南，本共识的出台有助于填补这

一空白，提高诊疗水平。

填补诊疗指南空白

本共识由国内多位胃癌领域知名专家共同研讨制

定，代表了当前该领域的最新理念和诊疗进展。

汇聚专家智慧

共识背景与意义



胃癌肝转移早期常无明显症状，
诊断时多已处于晚期，且易与其
他肝脏疾病混淆，导致诊断难度

较大。

诊断难度大
目前针对胃癌肝转移的治疗方法相
对有限，主要包括手术、化疗、放
疗等综合治疗手段，但疗效及预后
因个体差异而异。

治疗手段有限

由于缺乏统一的标准和指南，胃癌
肝转移的诊断和治疗存在较大的差
异，亟需建立规范化的诊疗流程。

亟需规范化诊疗

胃癌肝转移现状与挑战



本共识的制定历经多次专家研讨会议，广泛征求各方意见，结合国
内外最新研究进展和临床实践经验，确保内容的科学性和实用性。

严谨的制定过程

共识专家团队由国内多位在胃癌领域具有深厚学术造诣和丰富临床
经验的知名专家组成，确保共识的专业性和权威性。

权威的专家团队

本共识将根据实际情况和临床需求进行定期的更新与完善，以适应胃
癌肝转移诊疗领域的不断发展。

持续的更新与完善

共识制定过程与专家团队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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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癌肝转移早期可能无明显症状，随着病情发展，患者可能出现上腹部疼痛、乏力、消瘦、黄疸等

表现。

主要依据病史、体格检查、影像学检查及病理组织学检查。病史方面，应详细询问患者是否有胃癌

病史及相关治疗情况；体格检查可发现肝脏肿大、质地变硬等体征。

临床表现

诊断依据

临床表现与诊断依据



    

影像学检查在诊断中应用

超声检查

超声检查是筛查胃癌肝转移的首选方

法，具有无创、便捷、价格低廉等优

点，能够发现肝脏内的转移病灶。

CT检查
CT检查可更清晰地显示肝脏内的转移

病灶，包括病灶大小、形态、密度等

信息，有助于评估病情及制定治疗方

案。

MRI检查

MRI检查在诊断胃癌肝转移方面具有

较高的敏感性和特异性，能够更准确

地判断病灶性质及与周围组织的关系。



病理组织学诊断
通过穿刺活检或手术切除标本进行病理学检查，明确

转移病灶的性质和来源，为治疗提供重要依据。

分子分型
依据肿瘤细胞的基因表达特征，将胃癌分为不同亚型，

有助于预测治疗反应和制定个体化治疗方案。

病理组织学诊断及分子分型



胃癌肝转移需与其他肝脏疾病进行鉴别，如原发性肝癌、肝

血管瘤等，通过综合临床表现、影像学检查和病理组织学检

查进行鉴别。

鉴别诊断

全面评估患者的病情，包括原发灶情况、转移灶情况、全身

状况等，以便制定合适的治疗方案。同时，还需评估患者的

心理状况和社会支持情况，为患者提供全方位的治疗与关怀。

评估病情

鉴别诊断与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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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全面的病史采集、体格检查和影像学检查，准确评估
胃癌肝转移的范围、大小和数量，以及患者的整体健康状
况。

评估患者病情

根据评估结果，结合患者的年龄、性别、病理类型、分子
特征等因素，制定针对性的治疗方案，确保治疗的有效性
和安全性。

制定个体化方案

在治疗过程中，密切关注患者的病情变化和治疗反应，根
据实际情况及时调整治疗方案，以达到最佳治疗效果。

动态调整治疗

患者个体化治疗原则确立



定期会诊讨论
团队成员定期举行会诊讨论，共同分析患者病情，制定综合治疗方
案，确保患者得到全面、专业的治疗。

协同治疗实施
各学科专家根据既定方案，协同开展手术、化疗、放疗等治疗措施，
确保治疗的连贯性和有效性。

组建专业团队
由胃肠外科、肝病科、肿瘤科、放疗科、影像科等多个学科的专
家组成专业团队，共同负责胃癌肝转移患者的诊治工作。

多学科团队协作模式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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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部与全身治疗结合

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将局部治疗和全身治疗有机结合，发挥

各自优势，提高治疗效果和生活质量。

01

局部治疗

针对肝转移病灶，采用手术切除、消融治疗等局部治疗手段，

尽可能清除转移病灶，减轻肿瘤负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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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身治疗

通过化疗、靶向治疗等全身治疗手段，控制原发胃癌和转移灶

的发展，降低复发和转移的风险。

局部与全身治疗相结合策略



定期随访

制定严密的随访计划，定期对患者进行体格检查、影像学检查等，
及时发现并处理复发或新发病灶。

效果评价

根据患者的生存情况、肿瘤控制情况等指标，客观评价治疗效果，
为后续治疗方案的调整提供依据。

健康教育与心理支持

在随访过程中，加强对患者的健康教育和心理支持，提高患者的
自我管理能力和生活质量。

随访监测及效果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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