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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性内镜鼻窦手术对慢性鼻－鼻窦炎患者嗅觉功能的影响 

王伟杰，赵文敏，杨艳春，梁 雨，应志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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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本文主要是在慢性鼻－鼻窦炎患者的治疗方案中，探讨了功能性内镜鼻窦手术对患者嗅觉功

能的影响。方法 研究的样本、数量：我院收治的慢性鼻－鼻窦炎患者 140 例，分组的方法、组别分别为：随机

法、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 70 例，分别施以对照组、观察组患者传统手术治疗、功能性内镜鼻窦手术治疗，研

讨两组患者的嗅觉功能、治疗效果、并发症发生情况和 SDS 评分。结果 对两组患者嗅觉功能调查后得知：两组

患者术后 1 个月、3 个月以及 6 个月后的评分均呈下降趋势，且观察组更低（P＜0.05）；就两组患者的治疗效果

而言：观察组总有效率为 97.14%，对照组为 85.71%，数据对比观察组更高（P＜0.05）；分析两组患者的并发症

发生情况、SDS 评分可得：观察组总发生率、SDS 评分更低（P＜0.05）。结论 将功能性内镜鼻窦手术治疗方案

应用于慢性鼻－鼻窦炎患者治疗中，对改善患者的嗅觉功能、负性情绪具有促进作用，能够降低其并发症的发生

概率，提高临床治疗效果，临床应用十分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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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his paper mainly discusses the effect of functional endoscopic sinus surgery on olfactory 
function in patients with chronic rhinosinusitis. Methods the sample and quantity of the study: 140 patients with chronic 
rhinosinusitis in our hospital were divided into three groups: random method, control group and observation group, with 
70 patients in each group. The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observation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traditional surgical 
treatment and functional endoscopic sinus surgery respectively. The olfactory function, treatment effect, complications 
and SDS score of the two groups were discussed Results after investigating the olfactory function of the patients in the 
two groups, it was found that the scores of the patients in the two groups decreased 1 month, 3 months and 6 months after 
operation, and the score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lower (P < 0.05); In terms of the treatment effect of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97.14%, and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was 85.71%, 
and the data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P < 0.05); Analysis of the complications and SDS score of the 
two groups showed that the total incidence and SDS scor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lower (P < 0.05). Conclusion 
the application of functional endoscopic sinus surgery in the treatment of patients with chronic rhinosinusitis can improve 
the olfactory function and negative emotion of patients, reduce the probability of complications and improve the clinical 
treatment effect. The clinical application is very signific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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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鼻－鼻窦炎为临床中耳鼻喉科常见病，在我

国的发病率一直居高不下，且呈上升趋势[1]。黏脓性涕、

嗅觉减退、鼻塞为该病的主要临床表现，因具有难治

愈、易反复的特点，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所以

在患者发病时应采取积极有效的治疗[2]。对于慢性鼻－

鼻窦炎临床中通常采用药物治疗和手术治疗，药物保

守治疗相对于手术治疗的效果欠佳，而常规手术治疗

的创伤性大，因此需要对术式进行不断的改进[3]。功能

性内镜鼻窦手术作为一种全新的手术方式，正在逐步

的应用在临床中[4]。为了探讨功能性内镜鼻窦手术对慢

https://ijsr.oajrc.org/


王伟杰，赵文敏，杨艳春，梁雨，应志连                     功能性内镜鼻窦手术对慢性鼻－鼻窦炎患者嗅觉功能的影响

- 92 -

性鼻－鼻窦炎患者嗅觉功能的影响，本次研究选取了

140 例到我院接受治疗的慢性鼻－鼻窦炎患者，并将其

作为本次研究的研究样本，现做出如下报告。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研究时间节选为 2018 年 7 月～2019 年 7 月，研究

样本为上述时间段内到我院接受治疗的慢性鼻－鼻窦

炎患者，分组方法及样本数量为随机法、140 例。命名

其中一组为观察组，命名另一组为对照组，保证每组

患者的数量相同。将符合以下条件的患者纳入本次研

究：（1）患者及家属对本次研究知情，并且均对同意

书进行签署；（2 ）经临床确诊为慢性鼻－鼻窦炎者。

将符合以下条件的患者排除本次研究：（1）病例档案

信息不全者；（2）不能积极配合研究者。观察组信息：

选取年龄范围为 25-69 岁，中位为（46.23±3.68）岁，

男、女患者比例为 37：33。对照组信息：选取年龄范

围为 25-71 岁，中位为（47.29±3.57）岁，男、女患

者比例为 36：34。对所有患者的基本信息进行对比分

析，数据差异并不明显，所以可纳入研究。 
1.2 方法 
给予对照组患者常规手术治疗，主要为开放筛窦

手术、摘除鼻息肉等。 
给予观察组患者功能性内镜鼻窦手术，指导患者

保持仰卧位状态，使其头部略偏向医生，在鼻窦镜下

进行所有操作，先给予患者局部麻醉措施，再实施内

镜检查，复发性鼻息肉较多的患者应先将息肉切除，

使鼻道结构完全暴露出来，将残留部位、钩突切除，

观测上颌窦开口情况，必要情况下扩大上颌窦后隙，

把额隐窝开放，将鼻额管疏通，也将蝶窦、筛窦予以

开放，若伴有炎症则开放筛窦、蝶窦，尽可能保障术

腔的通畅，同时做好鼻窦开口引流处理，之后在鼻窦

内镜的辅助下，实施鼻中隔黏膜下切除术，分离黏骨

膜，在此过程中将中隔逐步切除，对鼻腔通气情况予

以检查；手术完成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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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后给

予患者鼻腔局部激素喷鼻治疗。 

1.3 观察指标 
将各组患者经过不同方式治疗后的嗅觉功能、治

疗效果、并发症发生情况以及 SDS 评分作为本次研究

的主要评估标准，详情如下： 
（1）组间嗅觉功能统计分析 
在调查两组患者的嗅觉功能时，选用日本 T&T 标

准嗅觉测试法对其进行评估，-1.0-1.0 分：嗅觉功能正

常；1.1-2.5 分：嗅觉功能轻度下降；2.6-4.0 分：嗅觉

功能中度下降；4.1-5.5 嗅觉功能严重下降；5.5 分以上：

嗅觉功能丧失，记录相关数据并予以分析。 
（2）组间治疗效果统计分析 
在调查两组患者的治疗效果时，选用治愈、好转

和无效对其进行评估。患者临床症状完全消失且无脓

性分泌物的判定为治愈；患者临床症状得到部分控制

且无脓性分泌物的判定为好转；患者临床症状无改善

且有脓性分泌物的判定为无效。 
（3）组间并发症发生情况统计分析 
在调查两组患者的并发症发生情况时，选用鼻腔

粘连、发热、术区感染对其进行评估，记录相关数据

并予以分析[5]。 
（4）组间 SDS 评分统计分析 
在调查两组患者的 SDS（抑郁）评分时，选用 SDS

评分量表对其进行评估，以 30 分作为最低分，以 50
分作为最高分，抑郁情况的严重程度取决于分数的高

低，评分越高说明患者越抑郁[6]。 
1.4 统计学分析 
本次研究的所有数据均通过 SPSS 20.0 统计学软

件进行处理，其中，计量资料用（ x ±s）表示，t 检
验；计数资料采用率（%）表示，以 χ2检验，P＜0.05
表示数据差异性，在统计学中具有意义。 

2 结果 
2.1 组间嗅觉功能评分对比分析，详情见表 1 
2.2 组间治疗效果对比分析，详情见表 2 
2.3 组间并发症发生情况对比分析，详情见表 3 
2.4 组间 SDS 评分对比分析，详情见表 4 

表 1 嗅觉功能评分调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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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0.22 1.65±0.18 0.76±0.11 

对照组 70 3.28±0.16 2.50±0.24 1.29±0.17 

t 值 - 38.445 23.705 21.899 

P 值 - P＜0.05 P＜0.05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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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治疗效果调查表（％） 

组别 例数 治愈 好转 无效 总有效率（%） 

观察组 70 52（74.29） 16（22.86） 2（2.86） 68（97.14） 

对照组 70 47（67.14） 13（18.57） 10（14.29） 60（85.71） 

χ2值  - - - 5.833 

P 值  - - - P＜0.05 

表 3 并发症发生情况调查表（％） 

组别 例数 发热 术区感染 鼻腔粘连 总发生率（%） 

观察组 70 1（1.43） 0（0.00） 1（1.43） 2（2.86） 

对照组 70 4（5.71） 1（1.43） 3（4.29） 8（11.43） 

χ2值  - - - 3.877 

P 值  - - - P＜0.05 

表 4 SDS 评分调查表（ x ±s） 

组别 例数 治疗前 治疗后 

观察组 70 45.37±3.25 32.58±0.69 

对照组 70 45.25±3.19 37.72±2.25 

t 值 - 0.220 18.273 

P 值 - P＞0.05 P＜0.05 

 
3 讨论 
慢性鼻－鼻窦炎患者在发病时若未得到有效控制，

不仅会引发多种炎症，还会损伤鼻黏膜，使通气功能

出现异常，对患者的工作、生活及身心健康产生严重

的影响[7]。常规手术治疗的切除范围广、创口大、术后

恢复慢、创伤性大、并发症多、风险大，因此治疗效

果和患者的预后效果较差[8]。功能性内镜鼻窦手术的优

势在于切口小，在鼻内镜的辅助下能够将手术视野充

分显露出来，从而防止出现不必要的损伤，可以使鼻

腔、鼻窦的引流工作有效完成，将鼻息肉等堵塞鼻腔

的组织彻底清理，使正常组织和鼻甲得以保留，对鼻

中隔存在偏曲等解剖结构变异能够有效矫治，不仅创

伤性小而且效果显著。在本次研究中，将传统手术治

疗、功能性内镜鼻窦手术治疗进行了对比分析，结果

显示，观察组患者术后 1 个月、3 个月以及 6 个月后的

评分均低于对照组，进而说明了采取功能性内镜鼻窦

手术治疗的观察组患者的嗅觉功能改善效果更好；在

两组患者治疗效果的调查中发现，观察组患者的总有

效率 97.14%高于对照组 85.71%，进而说明了采取功能

性内镜鼻窦手术治疗的观察组患者的治疗效果更好；

就两组患者的并发症发生情况而言，观察组更低，进

而说明了采取功能性内镜鼻窦手术治疗的观察组患者

发生并发症的概率更低；通过调查两组患者的 SDS 评

分可知，治疗前两组患者的 SDS 评分无明显差异，治

疗后观察组明显低于对照组，进而说明了采取功能性

内镜鼻窦手术治疗的观察组患者负性情绪改善效果更

好。 
综上所述，对慢性鼻－鼻窦炎患者实施功能性内

镜鼻窦手术，能够显著提升患者的治疗效果，有效改

善其嗅觉功能和负性情绪，显著降低患者发生并发症

的概率，建议推广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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