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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性内镜鼻窦手术联合药物治疗中-重度不伴鼻息肉慢性鼻-鼻窦炎 

的疗效分析 

赵文敏，王伟杰，杨艳春，梁 雨，应志连 

滦平县医院耳鼻喉科  河北承德 

【摘要】目的 观察功能性内镜鼻窦手术联合药物治疗中-重度不伴鼻息肉慢性鼻-鼻窦炎的疗效。方法

将 2021 年 5 月-2022 年 7 月我院就诊的 62 例中-重度不伴鼻息肉慢性鼻-鼻窦炎患者纳入调研，依据几率抽

样法分为两组，各 31 例。治疗方案包括药物治疗、功能性内镜鼻窦手术联合药物治疗，最终对两组患者的

临床应用情况予以比值评估。结果 研究组鼻腔评分、鼻腔鼻窦结局评分以及 VAS 症状评分更低，且研究

组优于对照组（P<0.05）；研究组临床治疗效果高于对照组（P<0.05）。结论 将功能性内镜鼻窦手术联合

药物治疗应用于中-重度不伴鼻息肉慢性鼻-鼻窦炎患者治疗中，有助于提高治疗效果，提高鼻腔功能，改

善鼻腔鼻窦结局，应用价值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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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efficacy of functional endoscopic sinus surgery combined with drugs 
in the treatment of moderate to severe chronic rhinosinusitis without nasal polyps. Methods from May 2021 to 
July 2022,62 patients with moderate to severe chronic rhinosinusitis without nasal polyps in our hospital were 
included in the study. They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according to the probability sampling method, 31 cases 
each. The treatment plan includes drug therapy, functional endoscopic sinus surgery and drug therapy. Finally, the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the two groups was evaluated. Results the nasal cavity score, nasal cavity and sinus 
outcome score and vas symptom score of the study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P<0.05);The 
clinical therapeutic effect of the study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P<0.05). Conclusion the 
application of functional endoscopic sinus surgery combined with drug therapy in the treatment of moderate to 
severe chronic rhinosinusitis without nasal polyps is helpful to improve the treatment effect, improve the nasal 
function, and improve the outcome of the nasal cavity and sinuses. The application value is signific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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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鼻-鼻窦炎（CRS）是耳鼻喉科发生率较高

的一种炎性疾病，在体弱者中较为常见。该病通常

有两种表现形式：伴鼻息肉、不伴鼻息肉。临床多

以不伴鼻息肉为主，急性鼻窦炎治疗不彻底、阻塞性

因素、细菌感染以及环境因素均为常见发病诱因[1]。

该病具有发病慢、病程长与反复发作等显著临床特

征，且处于中-重度阶段的患者已经不能进行正常的

生活，所以需要对其进行及时有效地治疗。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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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性内镜鼻窦手术联合药物治疗是最有效的治疗

措施，应用较为广泛，可显著改善患者鼻腔功能，

临床疗效稳固[2]。为探究功能性内镜鼻窦手术联合

药物治疗中-重度不伴鼻息肉慢性鼻-鼻窦炎的临床

效果，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以 2021 年 5 月-2022 年 7 月我院就诊的 62 例中

-重度不伴鼻息肉慢性鼻-鼻窦炎患者为调研目标，研

究组与对照组各 31 例。研究组，男 16 例，女 15 例，

年龄（40.03±6.24）岁；对照组，男 17 例，女 14
例，年龄（39.87±6.59）岁。 

纳入标准：①确诊患者，且自愿参加调研；②

不存在精神异常，可以正常交流；③配合医生治疗。 
排除标准：①严重脏器损害疾病；②凝血功能

障碍；③对治疗药物不耐受。研究组和对照组临床

数据评估比较后，不存在显著差异（P>0.05）。 
1.2 方法 
对照组实施药物治疗，予以患者丙酸氟替卡松

鼻喷雾剂（葛兰素史克公司生产，H20140117）治

疗，鼻腔喷入给药，200μg/d；克拉霉素片（上海雅

培制药有限公司，H20033044）治疗，口服给药，

0.25g/d；桃金娘油肠溶胶囊（德国保时佳大药厂，

Z20100008）治疗，口服给药，1 粒/次，3 次/d。同

时每天使用生理盐水对鼻腔进行清洗。研究组实施

功能性内镜鼻窦手术联合药物治疗，在对照组药物

治疗基础上，予以功能性内镜鼻窦手术。具体操作：

常规消毒、麻醉后，通过内窥镜对患者鼻腔炎症部

位仔细观察，确定鼻腔内病变情况，并在已经充分

了解患处周围组织的情况下，对病变组织予以清除

处理，最大程度上减轻对鼻腔及鼻窦正常黏膜的伤

害，使其后续可以正常通气与引流，以便帮助患者

鼻腔能力恢复正常。围手术期需予以患者抗感染治

疗，直至完全康复。上述两组均连续治疗半年。 

1.3 观察指标 
评估两组分别采取不同治疗方案后的表现，其

中包括鼻腔评分、鼻腔鼻窦结局评分、VAS 症状评

分以及临床治疗效果。 
（1）记录两组患者鼻腔评分。以 Lund-Kennedy

量表评估，总分 20 分，分值与鼻腔功能呈负相关。 
（2）记录两组鼻腔鼻窦结局评分。以 SNOT-20

评分量表评估，总分 60 分，分值低者为佳。 
（3）记录两组 VAS 症状评分。包括鼻塞、鼻

漏、嗅觉障碍、面部不适。各项分值 10 分，分值越

低越好。 
（4）记录两组临床治疗效果。包括显效：临床

症状完全消失；有效：临床症状有所改善；无效：

临床症状加剧。 
1.4 统计学分析 
以 SPSS 24.0 软件分析处理试验数据，当 P<0.05

时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鼻腔评分 
通过具体数据可发现，两组治疗前鼻腔评分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治疗后鼻

腔评分低于治疗前，且研究组评分更低（P<0.05）。

如表 1。 
2.2 鼻腔鼻窦结局评分 
通过具体数据可发现，两组治疗前鼻腔鼻窦结

局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

治疗后鼻腔鼻窦结局评分低于治疗前，且研究组评

分更低（P<0.05）。如表 2。 
2.3 VAS 症状评分 
通过具体数据可发现，治疗后研究组各项 VAS

症状评分更低（P<0.05）。如表 3。 
2.4 临床治疗效果 
通过具体数据可发现，治疗后研究组临床治疗

有效率更高（P<0.05）。如表 4。 
表 1 鼻腔评分评估 [（x±s）；分] 

组别 例数 治疗前 3 个月 6 个月 12 个月 

对照组 31 17.50±3.14 13.28±2.14 11.52±2.11 7.25±1.72 

研究组 31 17.45±3.08 10.15±2.12 6.03±1.43 2.09±0.53 

t  0.063 5.785 11.992 15.963 

P  >0.05 <0.05 <0.05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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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鼻腔鼻窦结局评分评估 [（x±s）；分] 

组别 例数 治疗前 3 个月 6 个月 12 个月 

对照组 31 40.36±5.15 22.08±4.23 14.16±4.11 9.16±2.24 

研究组 31 40.59±5.47 9.15±3.48 6.53±2.14 2.12±0.35 

t  0.170 13.143 9.168 17.289 

P  >0.05 <0.05 <0.05 <0.05 

表 3 VAS 症状评分评估 [（x±s）；分] 

组别 例数 鼻塞 鼻漏 嗅觉障碍 面部不适 

对照组 31 2.43±1.82 1.81±0.42 1.33±0.58 0.72±0.20 

研究组 31 0.52±0.09 0.72±0.29 0.37±0.41 0.36±0.08 

t  5.836 11.891 7.525 9.305 

P  <0.05 <0.05 <0.05 <0.05 

表 4 临床治疗效果评估 [ n(%）] 

组别 显效 有效 无效 有效率 

对照组（n=31） 14（45.16） 11（35.48） 6（19.35） 25（80.65） 

研究组（n=31） 21（67.74） 9（29.03） 1（3.23） 30（96.77） 

χ2    4.026 

P    <0.05 

 
3 讨论 
不伴鼻息肉慢性鼻-鼻窦炎是指发生在鼻窦黏

膜上的慢性炎症，患者初期症状较轻，随着病情发

展症状逐渐加重，表现的症状为鼻塞、流脓涕、面

部胀痛等，其发病机制主要包括细菌感染、病毒感

染、免疫低下以及局部解剖畸形等方面[3]。中-重度

不伴鼻息肉慢性鼻-鼻窦炎患者普遍抵抗力不佳，极

易发生多种合并症，严重影响患者身体健康，需及

时进行治疗。目前，该病多以药物治疗为主，但对

于中-重度患者来说，疗效发挥不佳，无法满足患者

治疗需求。基于此，功能性内镜鼻窦手术联合药物

治疗在临床上被得以广泛应用，且临床疗效良好。 
功能性内镜鼻窦手术是目前临床上一种比较先

进的治疗中-重度不伴鼻息肉慢性鼻-鼻窦炎的方法，

安全、有效，对人体基本没有创伤，可通过内窥镜

对鼻腔内局部炎症组织进行细致观察，便于确定鼻

腔内炎症情况；同时该治疗方式术中视野开阔、可

实操范围广，有助于清除病变组织，从而阻断炎性

反应，改善鼻腔功能，并且对周围正常组织无伤害，

切口较小，减少创口感染风险，降低术后并发症发

生风险[4]。功能性内镜鼻窦手术对治疗患病时间长、

中-重度患者的效果更加显著，预后效果极佳。而药

物治疗在轻度慢性鼻-鼻窦炎患者中疗效较好，在

中、重度患者中虽然可以缓解病症，但复发率极高，

增加了治疗时间，还以及致使患者产生负面情绪，

从而消极治疗。相关医学报道发现[5]，中-重度不伴

鼻息肉慢性鼻-鼻窦炎患者鼻腔功能异常，而功能性

内镜鼻窦手术联合药物治疗能够极大程度上解决通

气障碍，提高术腔上皮再生速度，帮助创面有效愈

合，降低炎性反应，使机体鼻腔功能恢复正常。 
本次实验可以看出对于研究组在给予功能性内

镜鼻窦手术联合药物治疗后，患者临床指标有所改

善，且优于对照组，临床治疗效果上升率可以达到

16%左右，表现为研究组患者的临床治疗有效率

96.77%，对照组患者的临床治疗有效率 80.65%；通

过此研究发现，两组相比，研究组患者的鼻腔功能

指标更优，表现为研究组鼻腔评分、鼻腔鼻窦结局

评分显著改善，结果说明功能性内镜鼻窦手术联合

药物治疗更加安全，鼻腔功能改善更加明显。两组

治疗后，患者 VAS 症状评分中鼻塞、鼻漏、嗅觉障

碍、面部不适指标均明显降低，且实施功能性内镜

鼻窦手术联合药物治疗的患者 VAS 症状评分更优，



赵文敏，王伟杰，杨艳春，梁雨，应志连    功能性内镜鼻窦手术联合药物治疗中-重度不伴鼻息肉慢性鼻-鼻窦炎的疗效分析 

- 19 - 

与冯先权、冯国权、李少华[6]等人的研究结果一致

（P<0.05），这也能够说明选择功能性内镜鼻窦手

术联合药物治疗具有更好的效果。 
综上所述，功能性内镜鼻窦手术联合药物治疗

较之单独进行药物治疗更具优势，能够更好地帮助

患者康复，对身体的创伤较小，具有较高的临床推

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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