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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儿童声带麻痹是小儿喉运动神经损伤导致的声带运动障碍,主要表现为发声、呼吸和吞咽功能障

碍,严重可导致患儿窒息。目前对该疾病采取何种诊治方式,最大程度地减少对声门和喉框架结构的破坏,是小

儿耳鼻喉科医师面临最棘手的问题。因此,为规范儿童声带麻痹的诊治,中国医师协会儿科医师分会儿童耳鼻咽

喉专业委员会联合全国多家儿童医疗中心特制定本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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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ediatricvocalfordparalysisisavocalcordmovementdisordercausedbydamagetothepediatric
laryngealmotornerves.Itismainlycharacterizedbyvoice,breathing,andswallowingdifficulties,andinsevereca-
ses,itcanleadtochokinginaffectedchildren.Currently,thediagnosisandtreatmentofthisconditionposeasig-
nificantchallengeforpediatricotolaryngologists,asthegoalistominimizedamagetothevocalfoldsandlaryngeal
framework.Inordertostandardizethediagnosisandtreatmentofpediatricvocalcordparalysis,thePediatricOto-
laryngologyCommitteeoftheChineseMedicalAssociation,incollaborationwithmultiplechildren'smedicalcenters
nationwide,haveformulatedthisconsensusdocu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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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童声带麻痹(pediatricvocalcordparalysis,
PVFP)是指小儿因喉运动神经损伤导致的声带运

动障碍,主要表现为发声、呼吸和吞咽功能障碍。
PVFP占喉先天性疾病的10%,排在先天性喉软化

之后,为新生儿喉喘鸣第2位的病因[1]。根据损伤

部位和程度可分为喉上神经、喉返神经麻痹或混合

性神经麻痹,单侧麻痹或双侧麻痹,完全性麻痹或

不完全性麻痹。目前国内尚无明确的流行病学资

料,国内有文献报道2500例声嘶患儿,其中PVFP
占5.6%,77.3%的患儿年龄<1岁,大部分患儿合

并有先天性心脏病[2];国外报道在 NICU,3.5%的

早产儿患有声带麻痹,而孕周<26周的早产儿中,
声带麻痹患儿发病率高达18%[3]。儿童由于年

龄、喉发育的特殊性,有着不同于成人声带麻痹的

特点。
中国医师协会儿科医师分会儿童耳鼻咽喉专

业委员会基于PVFP日益受到儿童耳鼻咽喉科医

师的重视,组织专委会部分专家组织撰写“儿童声

带麻痹诊治的专家共识”,该共识总结国内外对该

疾病诊治的近期文献报道和儿童耳鼻咽喉科资深

专家的临床经验,从喉的解剖特点、病因、临床表

现、辅助检查、诊断及鉴别诊断、治疗等方面系统阐

述了儿童声带麻痹,以期为儿科、儿童耳鼻咽喉科、
基层全科医生提供相应的指导性建议。共识初稿

形成后,专委会核心专家专门开会逐字逐句修改,
最终形成本共识。

1　儿童喉的解剖特点

喉部是由喉气管头端的内胚层及周围的第四、
第六对鳃弓间充质发育而成的。不同的年龄阶段

呈现不同的特点。
1.1　喉的位置

新生儿期喉的位置较高,环状软骨下缘在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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颈椎水平,会厌尖部在第一颈椎水平,甲状软骨紧

挨舌骨,甲状软骨切迹位于舌骨后方,甲状舌骨膜

较短。2岁时的下界降至第五颈椎水平,5岁时达

到第六颈椎,成年时到达第六至第七颈椎。
1.2　喉功能的发育

新生儿期喉部的呼吸功能优先于言语功能,此
时声带的软骨部较长,软骨部的声门裂面积较大,
软骨部/膜部长度约7：3。随着言语功能的发育,
膜部也随之变化。3岁时声带膜部较软骨部长,在
学龄前期软骨部/膜部长度约达到4：7。出生后

喉部快速生长,3岁后生长速度减慢,6岁直至青春

期,喉基本停止生长,青春期后一度又再次发育。
随着喉部的发育,儿童的音调逐渐降低,青春期随

着声门前后径的增加,男性的声带变得比女性更长

且质量更大,发声频率较女性更低沉[4]。
1.3　儿童喉的特点

成人的甲状软骨板呈“V”形,而儿童的甲状软

骨板角度较大,稍圆。儿童喉软骨尚未钙化,较成

人软,行甲状软骨和环状软骨触诊时,感觉不如成

人明显,X线和CT显影也较成人差。儿童喉部黏

膜下组织较疏松,炎症时容易发生肿胀,易发生喉

梗阻,引起呼吸困难。
2　病因

PVFP致病原因有别于成人,可以是先天性因

素导致也可以是后天获得的因素,常见的原因主要

有以下几个方面:
2.1　中枢神经系统病变

中枢神经病变可直接损伤高位迷走神经,也可

因占位 效 应 或 牵 拉 迷 走 神 经 引 起 单 侧 或 双 侧

PVFP。常见疾病包括 Arnold-Chiari畸形、大脑发

育不全、缺血缺氧性脑病、脑室内出血、梗阻性脑积

水、颅内或颅底肿块包括神经纤维瘤病、脊髓脊膜

膨出、脑膨出等。
2.2　医源性因素

多为心脏、胸、颈等部位手术导致迷走神经或

喉返神经损伤,通常导致单侧声带麻痹。心脏手术

是导致PVFP最常见的外科手术,婴幼儿心脏手术

后单侧声带麻痹的总发生率为9.3%[5],涉及主动

脉弓的手术或动脉导管未闭(patentductusarteri-
osus,PDA)结扎术的发生率为19.7%[6];左心室

发育不全综合征手术(Norwoodprocedure)或主动

脉弓重建术PVFP的发生率高达48%~59%[7-9];
在接受PDA手术的患儿中,早产儿和极低体重儿

PVFP的发生率更高[10-11]。PDA 结扎术后单侧声

带麻痹患儿的呼吸机使用时间、正压通气时间和吸

氧时间均较无声带麻痹患儿长[12]。气管食管瘘和

食道闭锁修复术患儿 PVFP 发生率为 3.0% ~
5.7%[13-15]。体外膜肺氧合(extracorporealmem-
braneoxygenation,ECMO)颈动脉切开置管过程

中,容易损伤右侧迷走神经,导致右侧 PVFP[16]。
儿童 梨 状 窝 瘘 内 瘘 口 烧 灼 术 PVFP 发 生 率 为

6.4%,颈外手术PVFP发生率为11.1%[17]。
2.3　心脏和纵隔的解剖异常

各种心脏和纵隔的解剖异常,在手术干预之前

也可能出现单/双侧 PVFP,包括先天性室间隔缺

损、房间隔缺损、主动脉缩窄、心脏大血管转位、无
名动脉发育异常等[18-19]。其他的胸部发育异常的

疾病还包括支气管囊肿、食管多发囊肿及囊状水瘤

等,可牵拉或压迫喉返神经导致PVFP。
2.4　产伤

产伤是新生儿声带麻痹一个重要原因,特别臀

位难产、使用抬头吸引器或产钳引产的患儿,是喉

返神经或迷走神经受到牵拉或压迫所致,多导致单

侧PVFP[20]。
2.5　化疗药物

接受长春新碱化疗的患儿也可出现PVFP,因
为长春新碱可导致周围神经病变,但停用后PVFP
多可恢复[21]。
2.6　特发性PVFP

特发性PVFP为不明原因的PVFP,可能是单

侧也可能是双侧,发病机制为声带内收肌肌力强于

外展 肌 导 致 声 带 运 动 减 弱,使 声 带 处 于 旁

正中位[22]。
3　临床表现

3.1　发声障碍

发声障碍主要表现为声嘶、发声无力及咳嗽哭

闹时漏气。因健侧声带不能接触患侧声带,声门闭

合不全,患儿哭声多无力,但后期代偿可好转;双侧

声带麻痹患儿哭声较有力,但易出现呼吸困难。
3.2　喉喘鸣

喉喘鸣为儿童声带麻痹最常见症状,基本所有

双侧声带麻痹患儿和75%的单侧声带麻痹患儿均

可出现。单侧声带麻痹的患儿,一侧声带运动异

常,即可影响部分肺功能;双侧声带麻痹的患儿症

状更重,可出现紫绀、呼吸困难,甚至窒息。
3.3　吞咽困难

单侧或双侧声带麻痹均可出现,心脏手术术后

声带麻痹患儿吞咽困难的发生率为93%[13]。主要

表现为喂养时或喂养后出现咳嗽及进食梗阻感。
吞咽困难可作为一些疾病的合并症出现,比如先天

性心脏病,支气管肺发育不良,脑室内出血,喉软

化,胃食管反流等。
4　辅助检查

4.1　喉镜检查

喉镜检查是为了动态观察声带的运动情况以

及喉部、上呼吸道有无结构异常。婴幼儿在进行喉

镜检查时往往很难配合,且喉部有较多分泌物潴

留,可降低纤维喉镜检查的成功率;合并喉梗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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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儿,纤维喉镜检查会增加喉痉挛的风险。对于纤

维喉镜检查不配合的患儿,可在全身麻醉下行直接

喉镜检查,但应在较浅麻醉下进行,保留自主呼吸,
以便于动态观察评估。对于双侧声带麻痹的患儿,
还应进行气管镜和食道镜检查,排除下气道和消化

道病变,例如气管支气管软化症、声门下狭窄等。
4.1.1　单侧 PVFP　在损伤早期,患侧声带处于

旁正中位,声门闭合不全。随着病程的延长,损伤

轻者,声带可恢复一定程度的内收与外展运动,甚
至恢复正常。部分患者发声时声带可内收至近正

中位,甚至正中位,但无外展运动,上述均属于不完

全性声带麻痹;损伤程度较重者,亚临床神经支配

程度较差,声带固定于旁正中位至正中位不等,声
带可萎缩、菲薄、呈弓形,声门不同程度闭合不全,
此类为完全性声带麻痹。
4.1.2　双侧 PVFP　在损伤早期,双侧声带完全

麻痹,声带固定于旁正中位;随着病程的延长,喉内

肌群获得不同程度的亚临床神经再支配,由于内收

肌有3对肌肉,而外展肌只有1对,故声带的内收

运动较外展运动更容易恢复,表现为发声时声带内

收,而吸气时无外展运动,声门裂隙小,引起呼

吸困难。
4.2　影像学和超声检查

此两项检查不能实时观察声带运动情况,而且

儿童喉软骨尚未骨化,在喉部 CT 上显示不清,因
此喉部CT和 MRI在儿童声带麻痹的诊断中作用

有限。喉部超声波检查可清晰显示甲状软骨、声
带、杓状软骨等喉部重要结构,能实时动态观察,不
需要镇静剂,无放射性损害,是一种实用、可靠、安
全无创的辅助检查手段,可常规应用于儿童声带麻

痹的诊断和随访。
4.3　喉肌电图检查

喉肌电图可对于喉神经的损伤程度、功能状况

进行定性及半定量判断,指导治疗、判定预后,还有

助于鉴别声带麻痹和杓状软骨脱位,已成为成人诊

断声带运动障碍的标准诊断方法。但由于儿童检

查不配合、喉部发育不完全等因素,导致儿童肌电

图无法在临床中广泛开展。目前儿童肌电图检查

一般需要在全身麻醉状态下进行操作,麻醉过程中

需保留患儿自主通气,监测的肌肉包括环甲肌、甲
杓肌等。
4.4　吞咽功能的评估

临床吞咽功能评估内容包括患儿病史,颅神

经,口腔结构和功能,呼吸状况,营养性吸吮和非营

养性吸吮以及进食前、进食中、进食后生理状态等。
目前用于评估吞咽功能的检查手段主要有吞咽造

影检查(videofluroscopicswallowingstudy,VF-
SS)和软管喉镜吞咽功能评估 (fiberopticendo-
scopicevaluationofswallowing,FEES)。VFSS

的优势在于能够客观实时评估吞咽各时相的表现

和评估吸吮-吞咽-呼吸协调的时序,但婴幼儿对射

线较敏感,再加上婴幼儿易哭闹不配合,检查过程

不能反映婴幼儿的真实进食情况,因此限制了临床

应用;FEES检查能更好地反映从鼻咽到喉咽解剖

结构及分泌物积聚情况,在评估吞咽解剖结构及大

量分泌物积聚时,FEES优于 VFSS,但对吞咽器官

之间的协调性不能作出直观评价。
5　诊断及鉴别诊断

主要根据患儿的病史、临床症状、体格检查、喉
镜检查做出诊断。病史包括患儿发病年龄、生产

史、手术史等。生产史应包括母亲孕期情况,分娩

情况,有无难产、助产,新生儿 Apgar评分等。手术

史包括可导致迷走神经或喉返神经损伤的颈部、心
脏、胸部手术。要详细询问患儿有无呼吸困难或喂

养困难。体格检查应重点检查头、颈、胸和神经系

统,观察有无先天性发育异常、局部神经性系统阳

性体征等异常情况。
需与如下疾病相鉴别:①环杓关节脱位:以前

脱位最为常见,患儿多有麻醉气管插管或外伤史,
表现为持续性声嘶,发声无力,严重可出现饮水呛

咳。喉镜可见患侧声带固定,两侧声带不在同一平

面,声门不完全性闭合,喉肌电图多正常,无异常电

位。②咽喉部肿瘤:当咽喉部良恶性肿瘤累及杓状

软骨或声门时,可出现声音嘶哑,电子喉镜和影像

学检查可发现咽喉部占位。③重症肌无力:为累及

横纹肌神经肌肉接头的自身免疫性疾病,累及咽喉

部肌肉可出现声音嘶哑、构音障碍,表现为“晨轻暮

重”,活动后加重,休息后减轻,喉肌电图检查具有

重要的诊断价值,重复神经刺激出现衰减率。④喉

肌病:包块遗传性肌肉病变,如肌营养失调、线粒体

肌病等。喉肌受累可出现声门不完全闭合,声带运

动减弱等,肌肉活检可明确诊断。
6　治疗

儿童声带麻痹治疗与成人有明显差别,一部分

在成人中开展的声带麻痹手术在儿童中使用较少,
手术效果也缺乏循证学证据。对喉软骨框架破坏

较大或对喉功能造成不可逆损伤的手术方式应采

取慎重态度。临床医生应根据患儿年龄、病因、症
状严重程度,合并症以及麻痹类型等因素来综合制

定治疗方案。总的治疗原则:①积极寻找病因并治

疗原发病;②及时处理喉梗阻、误咽及呛咳;③实施

不可逆手术前应有足够的观察期,间隔至少12个

月以上。
6.1　单侧PVFP

多数患儿通常不需要治疗,健侧声带通过代偿

可完全代替患侧声带功能。对于合并轻度吞咽障

碍和发声障碍的患儿可选择观察等待和嗓音训练

等无创治疗方式,可尝试偏向患侧进食,以减轻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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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当声音嘶哑严重及误咽呛咳严重影响生长发

育时可行外科手术。
6.1.1　嗓音训练　一般适用于大于6岁的儿童,
嗓音训练的目的是促进声门代偿性闭合,训练声带

的有效振动,改善喉肌的力量与灵活度,并增强呼

吸时腹部力量的支持,从而提高发声效率和嗓音质

量。嗓音训练应贯穿于声带麻痹治疗的整个过程,
症状较轻的患儿,嗓音训练可明显改善声门闭合程

度,提高嗓音质量;对于最终需接受外科手术干预

的患者,嗓音训练也是等待手术阶段的有效治疗手

段,并且有利于患儿术后的康复。针对声带麻痹的

患儿,嗓音训练的内容:半吞咽发boom 音,用力起

音训练,发声力量训练,腹式呼吸训练等。喉科医

师、言语康复师及患者共同制定个性化的训练方

案,定期评估训练效果[23]。①半吞咽发boom 音:
指导患者吞咽并立即大声说“boom”(/bu:m/),关
键是发声恰好处于吞咽进行中,不是吞咽后说/bu:
m/。患者发声时尽量将音调降低。②用力起音训

练:该方法可以促进声带麻痹患儿声门关闭。训练

方法是以舒适的音调发出下面的元音:/e//i//ai/
/o//u/。经常使用硬起音可能会继发声带损伤,
因此训练要适度。③发生力量训练:该方法也是促

进声门关闭。可以让患者坐下,双手放在椅子的边

缘,使患儿在试图举起自身重量的同时屏气发/i/
音;也可 让 患 儿 将 双 掌 在 胸 前 用 力 对 合,同 时

发/i/;或者让患儿面对坚固的墙面站立,双手齐

肩,分开放在墙上,用力将身体推离墙面,同时

发/i/。④腹式呼吸训练:为了以更放松的呼吸方

式来支持发声,并为嗓音训练提供良好的呼吸支

持。训练方法是让患儿坐位或卧位,全身自然放

松,吸气时腹部隆起,呼气时腹部内收。尽量避免

胸部的起伏和肩部的抬高。
6.1.2　儿童单侧声带麻痹手术方式　主要有声带

注射填充术、喉框架手术、喉神经修复术等,但这些

手术目前临床较少开展。
6.2　双侧PVFP

双侧声带麻痹患儿呼吸困难的发生率较单侧

声带麻痹高,应将建立通畅、安全呼吸通道作为首

要的考虑,需要平衡呼吸、发声和吞咽功能。
6.2.1　气管切开　在急性上呼吸道梗阻和有可能

恢复的双侧声带麻痹的患儿中,气管切开是首要方

法。国外文献报道有54%~69%的患儿需要气管

切开[15,24-28],Arnold-Chiari畸形的患儿气管切开率

高达86%[29]。对没有呼吸困难或发育不良的患儿

可以暂不行气管切开,密切随访。气管切开术可以

快速且最大程度地解除上气道梗阻,缓解呼吸困

难,同时气管切开对喉部结构没有破坏,为声带麻

痹的自行恢复争取了时间。但气管切开后声带麻

痹多久未恢复需进一步手术干预尚未达成共识,国

外文献报道15%~70%的双侧声带麻痹患儿随着

时间的推移声带运动会有不同程度的恢复,恢复时

间为6个月~11年,50%特发性声带麻痹患儿出

生后2年内恢复[19,30-31]。有的学者认为随着喉的

发育,声门间隙逐渐宽,可以避免气管切开[32-33]。
国内《成人声带麻痹诊断及治疗共识》建议成人声

带麻痹在进行永久性手术治疗前应至少观察6个

月,迷走神经损伤应 观 察 9 个 月 以 上。韩 德 民

等[34]建议双侧声带麻痹的患儿应至少随访至2岁

再考虑实施外科手术,特发性双侧PVFP建议延至

青春期后考虑。
6.2.2　声门扩大术　采取对发声和吞咽损害最小

的手术方式,对杓状软骨及声带进行干预,扩大声

门面积,缓解呼吸困难,有喉外径路和喉内径路两

种手术路径。前者主要是喉外径路杓状软骨切除

声带外移术,后者主要包括内镜下杓状软骨全切

除、部分切除或联合声带部分切除术,一侧或双侧

声带后端切断术,声带外移固定术等。因喉外径路

手术创伤大,目前已被喉内径路手术取代。①内镜

下杓状软骨切除术和内镜下声带后端切断术:可利

用CO2 激光或等离子刀在显微镜下切除杓状软骨

或声带后端,缝合创面,扩大声门裂呼吸区面积,缓
解气道梗阻。最新的 meta分析显示双侧PVFP患

儿气管切开后行声门扩大术拔管率为81.4%,明
显高于单行气管切开术或单行声门扩大术患儿的

拔管率[35]。杓状软骨切除和声带切除手术改变了

声门结构的手术,为不可逆的手术方式,对嗓音及

吞咽功能可能造成不可逆损害,只对声带运动恢复

无望的患儿进行手术。②内镜下声带外移固定术:
内镜下将不可吸收的缝线从颈部引入到声门下,再
从声门上向外引到颈部,缝线绕过声带突在喉外打

结,通过调整缝线松紧度达到外移声带扩大声门的

目的,为暂时性双侧声带麻痹伴呼吸困难患者提供

了避免气管切开的一种治疗手段,当声带恢复自主

运动后可去除缝线。陈超等[36]回顾性分析了9例

接受该手术患儿的临床资料,结果显示8例患儿避

免了气管切开,吞咽功能未受到明显的影响,认为

内镜下声带外移固定术是一种治疗双侧声带麻痹

安全有效的手术方式,手术操作相对简单,损伤可

逆,具有较大的临床价值。其他治疗方式还包括肉

毒素注射、喉起搏器应用、干细胞移植及基因治疗

等,在儿童声带麻痹治疗方面罕见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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