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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火林棻暋丁海峰棻暋孙文棻暋黄灼良棻暋胡莹棻

暋暋椲摘要椵暋目的椇探讨鼻内镜联合支撑喉镜手术治疗声带息肉的临床价值暎方法椇将椆棿例声带息肉患者按随

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棬棿椃例棭和观察组棬棿椃例棭暎对照组行单纯支撑喉镜手术棳观察组行鼻内镜联合支撑喉镜手

术棳观察两组疗效暍手术前后嗓音功能变化暍并发症及复发情况暎结果椇观察组治疗总有效率为椆棾灡椂棽棩棳与对照

组棬椃椄灡椃棽棩棭比较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棬 椉棸灡棸椀棭暎术前两组嗓音功能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棬 椌棸灡棸椀棭椈观察组术后

棽周 斘斘斉暍斒旈旚旚斿旘及斢旇旈旐旐斿旘与同期对照组比较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棬 椉棸灡棸椀棭暎观察组术后并发症发生率为

椄灡椀棻棩棳与对照组棬棽椀灡椀棾棩棭比较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棬 椉棸灡棸椀棭暎术后椂个月棳观察组未见复发病例棳对照组复发

率为棿灡棽椂棩棬 椌棸灡棸椀棭椈术后棻棽个月棳观察组复发率为棽灡棻棾棩棳与对照组棬棻棿灡椄椆棩棭比较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棬 椉棸灡棸椀棭暎结论椇鼻内镜联合支撑喉镜手术治疗声带息肉棳疗效确切棳可显著改善患者嗓音功能棳且安全性高棳
复发率低棳值得推广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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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声带息肉占嗓音障碍相关疾病的棿椀棩棳是导致

声嘶的常见原因棳其病理机制尚未完全清楚棳声带

息肉以单 侧为主棳多 见于声带 前中 棻棷棾 交 界 位

置暡棻暢暎手术切除是当前治疗声带息肉的最佳方案棳
支撑喉镜下手术是广泛应用于临床的手术方式暡棽暢暎

但单纯应用支撑喉镜存在一定缺陷棳为进一步提高

声带息肉的疗效棳本研究将鼻内镜与支撑喉镜联合

应用于手术中暎
棻暋资料与方法

棻灡棻暋临床资料

选取棽棸棻椀灢棸椄棴棽棸棻椃灢棸椄收治的椆棿例声带息肉

患者为研究对象棳均经伦理委员会审查并批准暎椆棿
例患者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暎观

暏棽椃棽暏



第棾期 张火林棳等棶鼻内镜联合支撑喉镜手术治疗声带息肉的临床效果及对患者嗓音功能的影响

察组棿椃例棳男棽椆例棳女棻椄例椈年龄棻椆暙椃棻岁棳平
均棬棿棾灡棽椃暲椀灡棻椄棭岁椈病 程 棿暙棽椆 个 月棳平 均

棬棻椀灡棽棿暲棾灡棸棻棭个月椈右侧棻椄例棳左侧棽棸例棳双侧椆
例椈带蒂型息肉棻椆例棳广基型息肉棽椄例暎对照组

棿椃例棳男 棾棸 例棳女 棻椃 例椈年龄 棽棸暙椂椆 岁棳平均

棬棿棾灡棻椄暲椀灡棻椀棭岁椈病程棾暙棽椂个月棳平均棬棻椀灡棽椃暲
棾灡棸椂棭个月椈右侧棻椃例棳左侧棽棽例棳双侧椄例椈带蒂

型息肉棽棻例棳广基型息肉棽椂例暎两组一般资料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棬 椌棸灡棸椀棭棳有可比性暎
纳入标准椇手术指征明确者椈年龄曒棻椄岁椈意识

清醒棳无交流障碍椈符合声带息肉的诊断标准暡棾暢椈对
本研究知情且同意暎排除标准椇有手术禁忌证者椈
重要脏器严重功能不全者椈对本研究所有药物有过

敏史者椈合并其他声带病变者椈精神疾病患者椈未控

制的高血压暍糖尿病患者椈妊娠期暍哺乳期女性椈术
后失访者暎
棻灡棽暋方法

所有患者术前均禁食椄旇棳并实时监测心率暍血
压暍呼吸等生命体征暎观察组行鼻内镜联合支撑喉

镜手术治疗棳患者取仰卧位棳行气管插管静脉复合

麻醉棳将支撑喉镜沿麻醉插管导入棳声门充分暴露

后棳固定支撑喉镜暎将棾棸曘暍棿旐旐 鼻内镜通过支撑

喉镜导入至喉腔棳根据电子显示成像系统棳对声带

病变的位置暍大小暍形态及颜色等进行观察棳并明确

正常组织与病变组织分界暎采用显微手术刀切开

正常组织与病变组织交界处黏膜棳以息肉钳将病变

组织清除棳确保动作准确暍轻缓棳避免损伤正常组

织暎采用喉刀修正声带边缘棳以边缘平整暍光滑为

宜暎对照组行单纯支撑喉镜手术棳导入并固定支撑

喉镜后棳行病变钳取棳并修正声带暎两组均以肾上

腺素棉球对出血点行加压止血棳术后均静脉滴注抗

生素棾斾预防感染棳雾化吸入地塞米松椀斾棳并禁声

棽周棳期间避免食用辛辣暍刺激食物暎
棻灡棾暋疗效判定标准

参考相关标准暡棿暢对疗效予以判定暎治愈椇术后

镜检显示息肉完全清除棳声带边缘光滑棳声门闭合

良好棳无肿胀棳患者发声正常椈有效椇术后镜检显示

息肉清除棳但存在轻度肿胀暍充血棳声门未完全闭

合棳患者发声明显改善椈无效椇术后镜检显示息肉基

本清除棳但声带存在明显肿胀暍充血棳声门无法闭

合棳声嘶症状无好转暎总有效椊有效棲治愈暎

棻灡棿暋观察指标

分别于术前暍术后棽周对两组患者行嗓音功能

检测棳包括标准化噪声能量棬斘斘斉棭暍基频微扰棬斒旈旚灢
旚斿旘棭及 振 幅 微 扰 棬斢旇旈旐旐斿旘棭暎在 环 境 噪 声 低 于

棿椀斾斅室内予以检测棳患者距话筒棽棸斻旐棳根据要求

发出音调棳将稳定波形截取后棳行嗓音学指标分析暎
观察两组术后并发症发生情况棳所有患者术后随访

棻棽个月棳记录术后椂暍棻棽个月累计复发例数暎
棻灡椀暋统计学分析

采用斢斝斢斢棻椆灡棸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棳计数资

料以氈棽 检验棳计量资料以 暲 表示棳 检验棳 椉
棸灡棸椀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暎
棽暋结果

棽灡棻暋治疗效果对比

观察组治愈棽棻例棳有效棽棾例棳无效棾例棳总有

效率为椆棾灡椂棽棩棬棿棿棷棿椃棭椈对照组治愈棻椄例棳有效

棻椆例棳无效棻棸例棳总有效率为椃椄灡椃棽棩棬棾椃棷棿椃棭棳两
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棬氈棽椊棿灡棾椃棿棳 椉棸灡棸椀棭暎
棽灡棽暋嗓音功能对比

术前两组嗓音功能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棬 椌
棸灡棸椀棭椈术后均有改善棳观察组术后棽周 斘斘斉暍斒旈旚旚斿旘
及斢旇旈旐旐斿旘与同期对照组比较棳差异均有统计学意

义棬 椉棸灡棸椀棭棳见表棻暎
棽灡棾暋并发症发生率对比

观察组术后出现声带关闭不全棽例棬棿灡棽椂棩棭棳
舌麻暍黏膜损伤各棻例棬棽灡棻棾棩棭棳并发症发生率为

椄灡椀棻棩棬棿棷棿椃棭椈对照组术后出现声带关闭不全棿例

棬椄灡椀棻棩棭棳舌 麻 椀 例 棬棻棸灡椂棿棩棭棳黏 膜 损 伤 棾 例

棬椂灡棾椄棩棭棳并发症发生率为棽椀灡椀棾棩棬棻棽棷棿椃棭棳两组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棬氈棽椊棿灡椄棽棻棳 椉棸灡棸椀棭暎
棽灡棿暋复发情况对比

术后椂个月棳观察组未见复发病例棳对照组复

发率为棿灡棽椂棩棬棽棷棿椃棭棳两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棬氈棽椊棽灡棸棿棿棳 椊棸灡棻椀棾棭椈术后棻棽个月棳观察组复发

率为棽灡棻棾棩棬棻棷棿椃棭棳对照组为棻棿灡椄椆棩棬椃棷棿椃棭棳两
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棬氈棽椊棿灡椆棻椆棳 椊棸灡棸棽椃棭暎
棾暋讨论

声带息肉是声带固有层浅层良性病变棳呼吸道

感染暍用声不当或过度暍内分泌紊乱及变态反应等

是该症常见病因棳在不同病因刺激下棳患者声带膜

部边缘出现血管扩张暍组织水肿棳导致声带形成水

表棻暋两组术前及术后棽周斘斘斉暍斒旈旚旚斿旘和斢旇旈旐旐斿旘对比 暲
组别 例数

斘斘斉棷斾斅
术前 术后棽周

斒旈旚旚斿旘棷棩
术前 术后棽周

斢旇旈旐旐斿旘棷棩
术前 术后棽周

观察组 棿椃 棴椃棶椂棾暲棸棶椄椃 棴棻棽棶棿椃暲棽棶椂椀 棸棶棿椄暲棸棶棻棽 棸棶棽椆暲棸棶棸椄 棾棶椆棻暲棸棶椂椃 棻棶椄椂暲棸棶椂椂
对照组 棿椃 棴椃棶椂椄暲棸棶椆棻 棴椆棶椀棾暲棽棶棾棽 棸棶棿椃暲棸棶棻棿 棸棶棾椂暲棸棶棸椆 棾棶椆棾暲棸棶椂椆 棽棶椀椆暲棸棶椃棻

棸棶棽椃棽 椀棶椃棽棾 棸棶棾椃棽 棾棶椆椄椀 棸棶棻棿棾 椀棶棻椂棾
棸棶椃椄椂 棸棶棸棸棸 棸棶椃棻棻 棸棶棸棸棸 棸棶椄椄椃 棸棶棸棸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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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样纤维增生棳进而引发该症暎声嘶是声带息肉的

主要症状棳息肉大小暍部位与嘶哑程度有密切相关

性暎若声带息肉未及时治疗棳可逐渐增大棳阻塞声

门棳可能导致完全失声棳甚至引起呼吸困难暎
目前治疗声带息肉的手术方式较多棳其中支撑

喉镜下切除术发展成熟棳其具有不易误伤正常组

织暍可双手同时操作暍不受时间限制等优点棳在临床

中应用广泛暡椀灢椂暢暎但单纯支撑喉镜下手术棳仅能提

供垂直轴视线观察棳由于管径限制棳难以获得广角

术野棳对于病变区域暴露有限棳在息肉切除时易出

现遗漏椈另外棳部分患者舌根后暍颈粗短棳术野暴露

更加困难棳进一步增加了手术难度暡椃暢暎
为解决上述缺陷棳可考虑在支撑喉镜基础上联

合鼻内镜棳后者具有镜头控制旋转及自动调焦功

能棳影像转变为数字信号后棳经导光纤维束传输至

数字影像处理系统棳无需反复调试即可获得宽阔暍
清晰的视野棳对于声门暴露困难者棳还可选择不同

角度完成视野暴露暡椄暢暎同时棳鼻内镜可直接插入支

撑喉镜棳固定良好棳且光照明亮棳具有一定放大功

能棳利于对暗角暍细小病灶进行处理暡椆暢暎由于鼻内

镜能棾椂棸曘旋转棳因此能绕过室带边缘棳对声门区暍喉
室暍声门下区等多部位进行检查棳从而达到精准暍完
全去除病变的目的暡棻棸灢棻棻暢暎另外棳患者采用全身麻

醉棳声门松弛棳间隙较大棳可降低手术难度棳且患者

无痛苦暎由此可见棳鼻内镜与支撑喉镜相结合棳可
发挥各自优势棳产生相互协同作用暎本研究对观察

组患者实施鼻内镜联合支撑喉镜手术棳术后总有效

率达椆棾灡椂棽棩棳明显较接受单纯支撑喉镜手术治疗

的对照组高暎
研究发现棳声带息肉患者一般存在不同程度的

嗓音障碍棳对生活质量有较大影响暡棻棽暢暎因此棳在声

带息肉治疗中棳改善患者嗓音功能是主要目标之

一暎同时棳嗓音学分析也是一种评估声带息肉手术

疗效的重要手段暡棻棾灢棻棿暢暎本研究中棳观察组术后棽周

斘斘斉暍斒旈旚旚斿旘及斢旇旈旐旐斿旘等嗓音学指标均明显优于

对照组棳提示鼻内镜联合支撑喉镜手术对声带息肉

患者嗓音功能的改善作用更为显著暎本研究还显

示棳观察组术后并发症发生率及术后棻棽个月复发

率仅为椄灡椀棻棩暍棽灡棻棾棩棳均明显低于对照组棳表明鼻

内镜联合支撑喉镜手术可在减少正常组织损伤暍提
高手术安全性的前提下棳最大程度地清除病变组

织棳降低复发风险暎虽然鼻内镜联合支撑喉镜手术

具有诸多优势棳但有学者认为该术式也存在操作相

对复杂暍难度较大暍费用较高等特点暡棻椀暢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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