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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性内镜鼻窦手术治疗慢性鼻－鼻窦炎的临床分析 

王伟杰，赵文敏，杨艳春，梁 雨，应志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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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了针对慢性鼻－鼻窦炎患者采取功能性内镜鼻窦手术治疗的临床效果。方法 以随机数字

分组法将 2018 年 7 月～2019 年 7 月我院接受治疗的慢性鼻－鼻窦炎患者（140 例）分为采取传统手术治疗的对

照组（70 例）及采取功能性内镜鼻窦手术治疗的观察组（70 例），之后对比分析两组的临床效果、SDS、嗅觉

功能及 PSQI。结果 各组临床效果对比，观察组的总有效率 97.14%明显高于对照组 85.71%（P＜0.05），各组 SDS
评分对比，观察组的评分低于对照组（P＜0.05），各组嗅觉功能评分对比，观察组术后 1 个月、3 个月以及 6 个

月后的评分均比对照组高（P＜0.05），各组 PSQI 评分对比，观察组的分数相对更低于对照组（P＜0.05）。结

论 在慢性鼻－鼻窦炎患者实施治疗的过程中，采取功能性内镜鼻窦手术治疗，可显著提高患者临床疗效，改善

患者心理状态及睡眠质量，提高患者嗅觉功能，因此值得临床应用与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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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functional endoscopic sinus surgery for patients with 
chronic rhinosinusitis. Methods: 140 patients with chronic rhinosinusitis treated in our hospital from July 2018 to July 
2019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control group (70 cases) treated with traditional surgery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70 cases) treated with functional endoscopic sinus surgery. Then, the clinical effects, SDS, olfactory function and PSQI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and analyzed. Results: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97.14%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85.71% of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The SDS scor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The olfactory function scor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1 month, 3 months and 6 months after operation (P < 0.05). The PSQI scor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relatively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Conclusion: during the treatment of patients with chronic 
rhinosinusitis, functional endoscopic sinus surgery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clinical efficacy, improve the 
psychological state and sleep quality of patients, and improve the olfactory function of patients. Therefore, it is worthy of 
clinical applic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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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临床上，慢性鼻－鼻窦炎属于较为常见的耳鼻

喉科病症，该病症指的是患者鼻窦黏膜受到细菌感染

后，发生非特异性炎症与慢性化脓的一种病症[1]。该

病症常常会伴有鼻息肉，常见临床症状包括流脓鼻、

鼻塞、嗅觉丧失以及头痛等。如果患者得不到及时有

效的治疗，很有可能加重病情，甚至可蔓延成中耳炎，

严重时刻影响患者视力水平，严重降低了患者的身体

健康与生活质量。传统手术治疗对其治疗效果并不理

想，且患者复发率较高，预后不佳。功能性内镜鼻窦

手术（FESS）是目前治疗慢性鼻－鼻窦炎常见的治疗

方式，基于此，本研究主要选取了 2018 年 7 月～2019
年 7 月到我院接受 FESS 手术治疗的慢性鼻－鼻窦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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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140 例）作为研究对象，探讨了对患者应用不

同治疗方式后的临床效果，内容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以随机数字分组法将我院 2018年 7月～2019年 7

月收治的 140 例接受 FESS 手术治疗的慢性鼻－鼻窦

炎患者分为两组，其中，观察组：70 例，对该组患者

的年龄分析可知，最大年龄 70 岁，最小年龄 24 岁，

年龄均值在（48.23±2.52）岁。对照组：70 例，对该

组患者年龄统计可知，最小年龄 23 岁，最大年龄 70
岁，年龄均值在（47.21±3.55）岁。本研究所抽取的

这些患者，经过分析对比其基本资料后可知，两组患

者的年龄、性别等数据无明显差异（P＞0.05），可纳

入分析。 
纳入标准：均被临床 X 线确诊为慢性鼻－鼻窦炎

患者；可见鼻腔肿痛、鼻塞、流脓涕以及恶臭等临床

症状。 
排除标准：正参与其他研究者；存在其他严重心

血管疾病；具有凝血功能障碍者。 
1.2 方法 
对照组：采取传统的手术治疗，主要包括摘除鼻

息肉、开放筛窦手术等。 
观察组：FESS 手术：对患者实施局部麻醉，参照

Messerklinger 术式，自根据患者实际病情判定其筛窦

切除的范围以及其钩突接触的面积。针对上颌窦鼻炎

的患者来说，重点切除其除钩突末尾，充分暴露患者

的上颌窦口；针对额窦炎和筛窦炎的患者，重点对其

钩突体部和头部进行切除，以此来扩展筛窦、蝶窦以

及额窦的自然口；针对鼻中隔偏曲与鼻甲肥大的患者，

可先进行矫正之后在进行手术。术后，采用生理盐水

反复对患者鼻腔进行冲洗，之后用纱布将患者鼻腔进

行填充，术后 3d 方可取下填充物，并将患者鼻腔内的

分泌物和血痂进行清理，之后采用麻黄素制剂喷鼻处

理。 
1.3 观察指标 
1.3.1 各组临床效果进行调查 

临床效果评估标准：显效：患者经治疗后，临床

症状基本消失，鼻功能恢复症状；有效：患者经治疗

后，鼻功能有效改善，临床症状得到缓解；无效：未

达上述标准。 
1.3.2 各组 SDS 评分调查分析 
根据抑郁自评量表（SDS 评分），来评估患者的

抑郁情绪。量表的评分范围在 30-50 分，分数越高，

抑郁情况越严重[2]。 
1.3.3 各组嗅觉功能调查分析 
根据 CCCRC 嗅觉功能测试评分量表来评估两组

患者的嗅觉功能，其中 0-2 分为无嗅觉，2-4 分为嗅觉

严重下降，4-5 分为嗅觉中度下降，5-6 分为嗅觉轻度

下降，≥6 分代表嗅觉正常[3]。 
1.3.4 各组 PSQI 评分调查分析 
根据《匹兹堡睡眠质量量表》（PSQI 评分），对

两组患者治疗后的睡眠质量（日间功能、睡眠质量、

入睡时间、睡眠时间以及睡眠效率）进行评价，总分

21 分，分数越低，睡眠质量越好[4]。 
1.4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 20.0 处理相关数据资料，t 和 χ2 检验组

间数据，标准差%表示计量资料、计数资料，P＜0.05
为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对比分析组间临床效果 
两组患者经过治疗后，观察组的总有效率显著高

于对照组（P＜0.05），见表 1。 
2.2 对比组间 SDS 评分 
经过治疗前，组间的 SDS 评分无显著差异，但经

过不同方式治疗后，观察组的 SDS 评分显著低于对照

组（P＜0.05），见表 2。 
2.3 对比组间嗅觉功能评分 
组间治疗后的嗅觉功能评分对比，观察组各时间

段的评分均高于对照组（P＜0.05），详细数据见表 3。 
2.4 各组 PSQI 评分统计分析 
经过不同方式治疗后，观察组各项睡眠质量评分

均低于观察组（P＜0.05），详细数据见表 4。 

表 1  两组临床效果调查分析（％）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观察组 70 50（71.42） 18（25.71） 2（2.86） 68（97.14） 

对照组 70 45（64.29） 15（21.42） 10（14.29） 60（85.71） 

χ2值  - - - 5.833 

P 值  - - - 0.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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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两组 SDS 评分评比（ x s± ） 

组别 例数 治疗前 治疗后 

观察组 70 45.54±3.18 31.47±0.70 

对照组 70 44.95±3.20 36.61±2.14 

t 值 - 1.094 19.099 

P 值 - 0.275 0.000 

表 3  两组嗅觉功能评估（ x s± ） 

组别 例数 术后 1 个月 术后 3 个月 术后 6 个月 

观察组 70 4.54±0.18 5.47±0.70 6.87±1.23 

对照组 70 2.14±0.10 3.61±0.14 4.61±0.14 

t 值 - 97.516 21.799 15.274 

P 值 - 0.000 0.000 0.000 

表 4  组间 PSQI 评分分析（ x s± ） 

组别 例数 日间功能 睡眠质量 入睡时间 睡眠时间 睡眠效率 

观察组 70 1.23±0.12 1.01±0.11 1.34±0.08 1.43±0.18 1.27±0.12 

对照组 70 1.87±0.22 1.72±0.23 1.79±0.24 1.95±0.52 1.54±0.16 

t 值 - 21.367 23.299 14.882 7.906 11.294 

P 值 -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3 讨论 
慢性鼻－鼻窦炎属于一种多发疾病，其病理生理

学机制较为复杂，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而导致的疾病
[5]。因此，该病症很难根治，且容易反复发作。其中

许多因素目前还不明确，但窦口鼻道复合体阻塞是目

前临床上已知的慢性鼻－鼻窦炎病因中最为主要的因

素之一。根据相关研究表明，功能性内镜鼻窦手术是

目前临床上治疗慢性鼻－鼻窦炎有效的方法之一，其

治愈率可高达 80%-90%。本文总治愈率 97.14%，与相

关文献报道基本一致[6]。针对慢性鼻－鼻窦炎患者来

说，如果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救治，很有可能会累及

眼部、耳部以及颅脑组织等重要器官组织，对于患者

的身体健康有着极大的影像，所以需要对确诊的患者

采取针对有效的治疗方式予以干预。临床上常采用传

统的手术方式予以治疗，但治疗效果并不显著，且患

者的复发率较高，很难缓解患者鼻分泌物多、闭塞以

及头晕头痛等症状，对患者的预后效果也不理想[7]。

临床上一直在寻找可以充分改善患者预后，缓解其临

床症状，提高其安全性的治疗方式。功能性内镜鼻窦

手术可以改善患者的鼻窦引流，重建黏液纤毛清除能

力，且可以保护重要功能黏膜不受损伤，其术野清晰

度高，可以有效清除患者病灶组织，充分缓解患者临

床症状，从而提高患者生活质量[8]。本次研究将传统

手术方案与功能性内镜鼻窦手术方案进行对比评估，

将结果数据统计表明，治疗后，组间总有效率统计可

知，观察组 97.14%更高于对照组（P＜0.05）；评估

组间 SDS 评分及 PSQI 评分后可知，观察组这两项评

分均比对照组更低（P＜0.05）；评估组间嗅觉功能评

分后可知，观察组术后不同时间段内所得评分均高于

对照组（P＜0.05）。 
综上所述，针对慢性鼻－鼻窦炎患者来说，对其

实施功能性内镜鼻窦手术，能够充分改善患者的心理

状态及睡眠质量，显著促进临床效果，提高其嗅觉功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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