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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中耳状态行保留乳突的鼓室成形术临床评价

黄洁１　杨丽２　王洁屹３　王武庆４

　　［摘要］　目的：回顾性分析中耳炎不同感染状态行保留乳突的鼓室成形术的临床疗效，评估保留乳突对鼓室

成形术疗效的影响。方法：将１１３例（１１３耳）慢性化脓性中耳炎行保留乳突的鼓室成形术患者分为感染耳组（７２
耳）和非感染耳组（４１耳），所有患者 术 前 颞 骨ＣＴ显 示 乳 突 及 鼓 窦 区 有 炎 性 增 生 性 病 变，且 术 后 随 访 超 过１年。

应用ＳＰＳＳ统计软件进行疗效分析。结果：９２耳术后０．５～１个月干耳，术后３～６个月鼓室负压逐渐消失。感染

耳组术后干耳６９耳（９５．８％），术中见鼓室大量脓性分泌物４耳，术后均干耳；复发３耳，出现干性鼓膜小穿孔；气

骨导差≤２０ｄＢ的有效耳为５１．４％。非感染耳组术后干耳４０耳（９７．６％）；复发１耳，２耳出现干性鼓膜小穿孔；

气骨导差≤２０ｄＢ的有效耳为４８．８％。随访中未见面瘫、眩晕、鼓膜内陷袋 及 胆 脂 瘤 形 成。结 论：ＣＴ显 示 乳 突、

鼓窦内有炎性增生性病灶的慢性化脓性中耳炎患者，临床观察中耳处于不干耳的感染状态，可以选择保留乳突的

鼓室成形术，术后复发率及听力增益没有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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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耳炎是耳科常见病，中耳乳突病变常见为肉

芽、硬化灶、胆脂瘤、胆固醇肉 芽 肿 等，可 检 出 葡 萄

球菌、铜绿假单孢菌等化脓性细菌。慢性化脓性中

耳炎常伴 中 耳 胆 脂 瘤 及 鼓 室 硬 化，因 耳 道 反 复 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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脓、听力下降就诊。在不同时间 点 切 入 治 疗，有 多

种术式选择〔１－４〕。２０１１－０１－２０１５－０５上海复旦大学

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收治１６０例慢性化 脓 性 中 耳

炎行保留乳突的鼓室成形术患者，本研究对其中资

料完整且随访１年 以 上 的１１３例（１１３耳）患 者 进

行临床疗效评估，分析术前中耳感染状态对手术疗

效的影响。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１１３耳中，男６１耳，女５２耳；年龄２１～６８岁，
平均４６．８岁；病程１．５～６０年，平均１１．３年。慢

性化脓性中耳炎伴鼓室硬化１１耳；乳突气化型５５
耳，硬化型１３耳，板障 型４５耳。术 前 病 史 及 检 查

明确诊断。
按照术中探查情况、ＣＴ影像学资料及病理资

料筛选病例，满足以下条件：①中、上鼓室病变可伴

听骨链破坏、肉芽、硬化灶；②颞骨薄层ＣＴ显示乳

突及鼓窦软组织影；③Ｖａｌｓａｖａ法术前评估咽鼓管

功能基本正常或术中清除中耳病变后腰穿导管 探

查咽鼓管无机械性梗阻。将患者分为感染耳组（７２
耳）和非感染耳组（４１耳），感染耳组入院时诉耳道

流水、流脓，或术中发现耳道鼓 室 内 潮 湿、分 泌 物；
非感染耳组入院时诉无耳道流脓、流水且术中见鼓

室黏膜干洁。

１．２　手术方法

采用耳后沟切口，翻 起 外 耳 道 鼓 膜 瓣，术 中 探

查鼓室，清除病变，酌情开放上鼓室外侧壁，向前可

至上鼓室前隐窝，向后可至鼓窦区，向下 可 扩 大 外

耳道。根据 听 骨 链 情 况 采 用 德 国Ｓｐｉｇｇｌｅ　ＰＯＲＰ、
ＴＯＲＰ或自体听骨重建听力。术 中 根 据 需 要 利 用

外耳道、耳甲腔、耳屏软骨或颅骨骨片等 重 建 上 鼓

室外侧壁，颞肌筋膜修复鼓室外侧壁，依 据 外 耳 道

形态酌情行耳甲腔成形术。术后常规耳 道 填 塞 油

纱条２周。
术后患者 常 规 复 诊 回 访，无 耳 道 流 脓 流 水 主

诉，并且耳部检查未见局部充血、肿胀、异常分泌物

视为干耳。观察患者０．２５、０．５、１．０、２．０、４．０ｋＨｚ
气导 听 阈、骨 导 听 阈、气 骨 导 差 变 化，气 骨 导 差

≤２０ｄＢ为有效耳〔５〕。采用ＳＰＳＳ软件行统计学分

析，对计数资料行卡方检验，Ｐ＜０．０５为 差 异 有 统

计学意义。
２　结果

两组术后无 一 例 发 生 面 瘫、眩 晕。其 中９２耳

术后０．５～１个月干耳；术后３～６个月１３例患者

诉耳闷，听力 波 动，捏 鼻 鼓 气 后 听 力 好 转；２２例 声

导抗鼓室图呈Ｂ型 或Ｃ型 曲 线；术 后 半 年３例 患

者仍有耳闷症状或声导抗检查怀疑咽鼓管功能 不

良，予Ｖａｌｓａｖａ吹气后无改善。感染耳组７２耳，术

后干耳６９耳（９５．８％），其中鼓室大量脓性分泌物、

不伴黏膜急性充血４耳，术后均干耳；复发３耳，出

现干性鼓膜小穿孔；术前、术后平均气导听阈分别为

（５３．２２±１２．２４）ｄＢ　ＨＬ和（３９．１１±１０．９３）ｄＢ　ＨＬ，术
前、术 后 平 均 骨 导 听 阈 分 别 为 （２１．３２±
８．２４）ｄＢ　ＨＬ和（２０．６３±７．８８）ｄＢ　ＨＬ，术后气骨导

差缩小８．６８ｄＢ　ＨＬ，气骨导差≤２０ｄＢ的有效耳为

５１．４％。非 感 染 耳 组 ４１ 耳，术 后 干 耳 ４０ 耳

（９７．６％），复发１耳；２耳出现干性鼓膜小穿孔；术

前、术后 平 均 气 导 听 阈 分 别 为（５１．３３±１１．３２）ｄＢ
ＨＬ和（３８．０７±１１．２４）ｄＢ　ＨＬ，术 前、术 后 平 均 骨

导听阈分 别 为（２０．８９±８．５５）ｄＢ　ＨＬ和（２０．０３±
８．７２）ｄＢ　ＨＬ，术后气骨导差缩小９．０１ｄＢ　ＨＬ，气

骨导差≤２０ｄＢ的 有 效 耳 为４８．８％。比 较 感 染 耳

组与非感染耳组术后干耳情况、术后１年以上听力

增益，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随访中

未见鼓膜内陷袋及中耳胆脂瘤形成。术 后 出 现 耳

鸣的７耳随访１年后１耳仍有耳鸣（高调，２级）。
３　讨论

Ｐａｐａｒｅｌｌａ〔６〕曾提出中耳炎连续理论，认为在中

耳炎的疾病发展过程中存在连续动态的变化，因此

在不同时间点切入手术干预疾病的发展过程 导 致

手术方式存在差异。近年来，随着微创外科思维的

拓展、耳内镜的普及，对于乳突、鼓窦存在或轻或重

病变的中 耳 炎 患 者 是 否 需 要 切 除 乳 突 也 有 争 议。
在ＣＴ、ＭＲ等影像学上发现 隐 匿 性 中 耳 炎 患 者 乳

突、鼓窦区仍然充满软组织病灶，这意 味 着 炎 症 消

退，气房内的炎性增生性病变并未就此消退。在开

放乳突时发现，乳突及鼓窦、鼓窦入口 处 软 组 织 病

灶并不一定与ＣＴ检查显示病灶完全充满气房一

致，可能与成像技术及分泌物引流有关。
研究表明，上鼓室通畅程度、中耳感染状态、鼓

膜及鼓室黏膜的形态都可能影响鼓室成形术 的 疗

效〔７〕。但Ｔｏｒｏｓ等〔８〕对９２例因慢性化脓性中耳炎

胆脂瘤导致鼓膜穿孔的患者行鼓膜修补术与 乳 突

切除鼓室成形术，术后对鼓膜重建情况及听力增益

进行回顾性比较，认为两者没有差异，切 除 硬 化 乳

突对手术疗效没有帮助。Ｍｉｓｈｉｒｏ等〔９〕对２１３例慢

性化脓性中耳炎鼓膜穿孔的患者行鼓室成形术，术
后随访 超 过５年，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 归 分 析 显 示：听 骨 链

状态是评价术后长期疗效唯一重要的因素，即使是

在感染状态下，乳突切除也是不必要 的 外 科 手 术。
Ｈａｌｌ等〔１０〕对多个临床回顾性分析进行了 总 结，结

果显示单纯鼓膜修补与联合乳突切除鼓膜修 补 术

之间没有疗效差异。国内近年 Ｍｅｔａ分析认为：治

疗乳突感染已被良好控制、非活动期但鼓室长期潮

湿、中耳黏膜增厚的慢性化脓性中耳 炎，乳 突 切 除

未提高鼓室成形术后鼓膜愈合率，也不会影响术后

听力提高。
中耳生理情况下，鼓室黏膜前部和下部为柱状

·５８２１·



临床耳鼻咽喉头颈外科杂志 第３１卷

纤毛上皮或复层柱状上皮，后部为立方上皮或低柱

状纤毛上皮，上皮中含有杯状细胞核中间细胞。鼓

室黏膜形成若干黏膜皱襞，与韧带、肌肉 和 听 骨 一

起形成鼓室隔及隐窝，在此渗出物容易聚集、潴留。
研究显示：中耳后部区域渗出液的高积存率可能主

要由于中耳内通风系统阻塞，而不是咽鼓管功能障

碍。渗出液的机化、吸收、肉芽组 织 形 成 同 时 发 生

在同一区域的同一病理过程中。在影像 学 上 按 照

ＣＴ检查的结果大致可以将乳突、鼓窦及鼓室病变

区分为渗出物、硬化灶和软组织病灶，其 中 术 前 对

软组织病灶需要内镜检查结合增强 ＭＲ及弥散加

权技术确定病变性质。根据颞骨解剖特点，炎症主

要累及以上鼓室为中心的听骨链、鼓窦区域。
传统观点认为干耳时间及乳 突 腔 内 是 否 存 在

病变对于术式选择非常重要。因此，我们对乳突腔

内有病变且处于不同感染状态的中耳炎患者行 鼓

室成形术后的临床疗效进行分析。对慢 性 化 脓 性

中耳炎患者行保留乳突的鼓室成形术，术中主要清

除上鼓室、鼓窦等炎性阻塞的重要病变 部 位，通 畅

引流。术前 对 不 能 明 确 性 质 的 鼓 窦、乳 突 较 大 病

变，需结合增强 ＭＲＩ加弥散成像来判断，术中无需

过多切除炎性肿胀黏膜。病例回顾中未 发 现 胆 脂

瘤上皮不能彻底清除、需要行开放乳突的患者。术

中发 现１例 患 者 硬 化 灶 较 大，活 塞 状 堵 塞 鼓 窦 入

口，经筛区联合鼓窦钻孔，完整 清 除 硬 化 灶。部 分

肿胀黏膜或肉芽位于上鼓室、鼓窦腔后 外 侧，在 不

影响通风引流的情况下，可以不彻底清理。术中探

查后鼓室、镫骨底板周围、上鼓室前隐窝 部 位 的 病

灶也可通 过 扩 大 外 耳 道 或 在 耳 内 镜 辅 助 下 处 理。
本研究结果显示，活动感染状态与静止感染状态的

慢性化脓性中耳炎患者行保留乳突的鼓室成形术，
术后干耳率没有差别，且术后干耳率均高于９５％。
感染耳组中，４耳 术 中 见 鼓 室 大 量 脓 性 分 泌 物，其

中１耳为慢性中耳炎急性炎症发作，经抗炎治疗１
周后黏膜水肿减轻，急性充血消退，脓性 分 泌 物 减

少，后行保留乳突的鼓室成形术，术后均干耳。
鼓室成形术后中耳黏膜恢复过程中，需要经过

早期的充血、水肿、分泌物增加的过程；同时术腔内

填塞物逐渐软化、吸收，至术后１～３个月粘连带形

成、挛缩。保留乳突术式对乳突 黏 膜 的 保 存 过 多，
黏膜分泌、代谢影响中耳内外气压变化，可 导 致 术

后鼓膜再 次 穿 孔。本 研 究 随 访 观 察１１３耳，术 后

３～６个月１３例患者诉耳闷、听 力 波 动，２２例 声 导

抗鼓室图呈Ｂ型 或Ｃ型 曲 线；术 后 半 年３例 患 者

仍有耳闷症状或声导抗检查怀疑咽鼓管功能不良，
予Ｖａｌｓａｖａ吹气 后 无 改 善。鼓 室 内 压 力 随 着 病 情

转归过程变化，早期炎性反应明显，鼓室 内 压 力 变

化较大，导致人工听骨移位、鼓膜穿孔等；而后期因

粘连带的牵拉移位导致鼓室膨胀欠佳、人工听骨移

位。因此术中根据需要利用 外 耳 道、耳 甲 腔、耳 屏

软骨、颅骨骨片等重建上鼓室外侧壁，骨 性 结 构 的

支撑对恢复中耳生理功能非常重要。术 后 咽 鼓 管

功能相对不良可以通过咽鼓管吹张、围手术期用药

等手段辅助治疗。观察发现，２例患者术中探查咽

鼓管阻塞，术中留置Ｔ型通风管，术后带管鼓膜愈

合良好，未见感染复发。
由于影响听力的 因 素 较 多，听 小 骨 破 坏 程 度、

术后围绕镫骨周围的中耳间隙情况是影响听 力 的

关键〔１１－１３〕，而切除乳突与否对听力改善没有本质差

别。与开放 乳 突 术 式 相 比，术 中 重 建 上 鼓 室 外 侧

壁，鼓室成形时需要选择高度略大的人工听骨。为

避免中耳粘连导致听力变化，可用抗生素油膏纳吸

棉充填鼓室，尤其是听骨周围，术后常 规 使 用 抗 生

素１周。本研究感染耳组与非感染耳 组 中 耳 炎 术

后气骨导差分别缩小８．６８ｄＢ　ＨＬ和９．０１ｄＢ　ＨＬ，
两组患者听力疗效没有差异。

经上鼓室进路保留乳突的 鼓 室 成 形 术 后 患 者

外耳道上皮覆盖完全，避免了乳突根治术腔瘢痕形

成引起的上皮自净能力下降、反复不干耳。术中对

外耳道形态的保护有益于患者术后体验、听力增益

及助听器的佩戴。保留乳突的鼓室成 形 术 与 乳 突

切除鼓室成形术相比损伤范围小，更利于一些轻微

病变的转归，从而恢复中耳正常的生理功能。与开

放式术式相比，经上鼓室进路手术需要医师对患者

术前病变范围及性质进行准确的评估，需要精良的

手术设备及较熟练的耳显微外科手 术 技 巧。清 除

病变、通畅引流、重建上鼓室外侧壁、重建听力是手

术成功的关键。
保留乳突的鼓室成形术适合以下情况：①慢性

化脓性中耳炎、鼓室硬化及局限性胆 脂 瘤；②气 化

不良的乳突；③气化良好的乳突，无较大上鼓室、鼓
窦胆脂瘤、硬化灶等，乳突腔内无胆脂瘤；④中耳慢

性炎症急性发作控制２周以上，黏膜急性充血肿胀

消退后。不适合以下情况：①炎 症 急 性 期，中 耳 黏

膜急性充血肿胀伴大量脓性分泌物；②超出术式暴

露范围的 较 大 病 灶，其 是 胆 脂 瘤 上 皮 或 良 恶 性 肿

瘤；③上鼓室外侧壁重建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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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此外 ＨＢＯＴ尚 有 发 生 氧 中 毒、减 压 病 等 风

险，现在的 ＨＢＯＴ治疗方案较为成熟，此类风险极

为少见。本实 验 未 观 察 到 动 物 出 现 明 显 的 不 良 反

应。
通过本实验，我们认为 ＨＢＯＴ可促进ＥＳＳ术

后鼻腔黏膜的恢复，尤其在控制炎性反应和继发感

染、促进黏膜上皮化等方面具有挖掘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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