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临床研究!

局部糖皮质激素类喷鼻剂治疗非变应性慢性鼻炎的疗效

及不良反应"

李
!

刚"重庆市璧山区中医院耳鼻喉科
!

8#.65#

#

!!

"摘要#

!

目的
!

探讨局部糖皮质激素喷鼻剂和常规缩血管类喷鼻剂对非变应性慢性鼻炎的治疗效果及不良反

应发生率$方法
!

选择该院
!$5

例非变应性慢性鼻炎患者!随机分为
.

组!分别应用局部糖皮质激素喷鼻剂"治疗

组#和常规缩血管类喷鼻剂"对照组#治疗!比较
.

组临床疗效和不良反应情况$结果
!

治疗组患者临床疗效与对照

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2#/

#$治疗组患者治疗前后鼻腔内
<

P

值显著下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2#/

#!而对照组患者治疗前后鼻腔
<

P

值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2#/

#$

.

组患者不良反应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

!

%

#2#/

#$结论
!

局部糖皮质激素喷鼻剂有显著改善鼻腔内微环境的作用!且不良反应较小!具有临床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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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性鼻炎是耳鼻咽喉科常见病#其主要症状包括不同程度

的流涕#鼻塞#嗅觉下降#甚至头痛及精神症状#给患者带来极

大的不便和损失)

$

*

+该病发病率高#难以彻底治愈#不仅对人

们的学习和生活影响较大#甚至带来很多医患纠纷+慢性鼻炎

根据病理学特征分类#本组按照是否有变应性特点分为变应性

慢性鼻炎,非变应性慢性鼻炎和混合性鼻炎#前者绝大部分可

以经过局部糖皮质激素喷鼻剂的规范化治疗得到治愈)

.

*

(而后

者却缺少普遍认同的规范化治疗方案#更多的是停留在简单改

变症状#治标不治本+近年来研究报道非变应性慢性鼻炎和变

应性慢性鼻炎具有一致性#因此考虑把局部糖皮质激素喷鼻剂

的治疗方案应用到非变应性慢性鼻炎患者)

"

*

+虽然此类研究

国外已有报道#但国内尚比较缺乏)

8

*

+现对
!$5

例患者分别采

用局部糖皮质激素喷鼻剂和常规治疗方案治疗#并比较不同临

床疗效及不良反应+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2$

!

一般资料
!

该院
.##7

年
6

月至
.#$"

年
5

月收治的非变

应性慢性鼻炎患者
7!7

例#排除
$6"

例#入选
!$5

例+门诊
67"

例#住院
."

例(男
8$7

例#女
"76

例(平均年龄$

"/a$#

%岁+将

入选患者编号后随机分为治疗组
8#!

例$局部糖皮质激素喷鼻

剂%#对照组
8#!

例$常规缩血管类喷鼻剂%+

.

组患者的性别,

年龄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2#/

%#具有可

比性+入选标准!所有入选病例符合非变应性慢性鼻炎诊断标

准)

/

*

#间歇性或交替性鼻塞症状超过
8

个月#存在一定程度的

流涕和嗅觉减退+鼻镜检查对麻黄素收缩反应好#鼻黏膜充

血,肥厚情况不严重#弹性反应性较好#鼻甲存在轻度充血,无

增生+排除标准!伴鼻中隔偏曲或鼻息肉患者(均经鼻窦
,9

平扫排除鼻窦炎(妊娠以及哺乳期者(治疗药物过敏者(不接受

此项研究者(合并糖尿病等全身性疾病或存在肝肾功能等障碍

者(肺结核患者(肾上腺皮质功能亢进者+

$2/

!

治疗方法
!

本研究采用双盲法观察#即治疗前不告知患

者具体方案#实施治疗和观察疗效的医师为不同人选+治疗前

后均检测患者鼻腔
<

P

值!检测时间为
$8

!

"#

&

$6

!

##

#室温条

件下待患者情绪稳定,平静时检测+采用精密
<

P

试纸#将试

纸剪成细条#置于下鼻甲黏膜表面#约
.#>

后取出试纸#立即

与标准色盘比色#记录
<

P

值#间隔
$#IAG

#连续测量
"

次#取

平均值)

5

*

+$

$

%治疗组!鼻腔局部先使用鼻腔护理器予以清洗

$必通生理性海水鼻腔护理器#沈阳大得医疗器械产品%#之后

给予布地奈德鼻喷雾剂$雷诺考特#阿斯利康%喷鼻#起始剂量

每次每侧
$

喷
58

)

H

#早晚各
$

次#总剂量
./5

)

H

#连续使用
.

周后逐渐减量为早晨
$

次
$.!

)

H

#每侧
$

喷
58

)

H

的维持剂

量#疗程
!

周+无明显感染症状的患者不予抗菌药物治疗#但

对伴有黄脓涕患者给予抗菌药物治疗#根据药物过敏史,病情,

年龄等选择种类,剂量及疗程+$

.

%对照组!局部给予鼻减充血

剂盐酸羟甲唑啉喷雾剂$达芬霖#深圳大佛药业%喷鼻#每次每

侧
$

喷
"6

)

H

#早晚各
$

次+每疗程
.

周#间隔
$

周后再使用
.

个疗程+对无明显感染症状的患者不予抗菌药物#对伴有黄脓

涕患者按照相同原则给予治疗+

.

组患者停药后每月复查
$

次#行前鼻镜检查#使用相同方法测量
<

P

值并询问治疗后是

否存在不良反应+随访
"

个月观察治愈率,显效率,有效率和

无效率#将结果进行统计学分析)

6

*

+

$2'

!

评定指标
!

$

$

%疗效指标!连续用药
!

周后#停药
$

周观

察+治愈!鼻塞完全消失,鼻腔通畅#分泌物消失#前鼻镜下鼻

黏膜红润#双侧下鼻甲充血水肿消退#鼻腔无黏性分泌物+显

效!鼻塞改善显著#分泌物明显减少#鼻镜下鼻黏膜充血水肿减

弱+好转!用药期间鼻塞症状有所改善#分泌物略有减少#鼻黏

膜充血水肿稍有减轻+无效!鼻塞,鼻甲肿胀等症状和体征在

治疗期间或治疗结束后无改善)

/

#

6

*

+$

.

%不良反应!鼻衄(干灼

不适感(咽干,咽痛加重(用药后出现急性上呼吸道感染#并且

需加用抗菌药物治疗(出现典型的使用激素后全身性症状和体

征者+评定时按照!与药物有关(很可能与药物有关(可能和药

物有关(可能与药物无关(药物无关+前
"

者计为药物不良反

应#统计药物不良反应发生率)

!

*

+

$21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J;&>A'G$62#

统计软件进行分

析#数据资料使用
6

检验#组间比较应用
*

. 检验#分别纪录和

比较
.

组患者治疗后效果以及不良反应+

!

$

#2#/

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2$

!

.

组患者疗效结果比较
!

治疗组患者大部分鼻塞完全消

-

5$5$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5

月第
$.

卷第
$$

期
!

-DKS;3,FAG

!

T=G;.#$/

!

U'F2$.

!

0'2$$

"

基金项目!重庆市自然科学基金重点资助项目$

E>@E.#$.

cc

K$##$/

%+



失,鼻腔通畅#分泌物不同程度减少甚至消失#前鼻镜下鼻黏膜

红润#双侧下鼻甲充血水肿消退#鼻腔无黏性分泌物#有效率

7725O

$有效率例数
W

治愈
X

显效
X

好转%#与对照组比较

$

!.2$$O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2#/

%+见表
$

+

表
$

!

.

组患者疗效结果比较

组别
*

治愈$

*

% 显效$

*

% 好转$

*

% 无效$

*

% 有效率$

O

%

治疗组
8#! "#7 57 .! . 772/$

对照组
8#! 5. $$6 $/5 6" !.2$$

/2/

!

.

组患者治疗前后鼻腔
<

P

值结果比较
!

治疗组患者治

疗前
<

P

值为$

626!a#2.6

%#治疗
!

周后为$

62$"a#2.$

%#治

疗前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6W.25"

#

!

$

#2#/

%+对照组患者治

疗前后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2#/

%+

/2'

!

.

组患者不良反应结果比较
!

治疗组患者不良反应
7

例#不良反应发生率
.2.$O

#其表现为鼻衄#喉部干燥不适#头

痛等症状+对照组患者不良反应
$$

例#不良反应发生率

.26#O

#其表现为鼻腔干燥等症状+

.

组患者不良反应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2#/

%+所有不良反应患者经及时对

症处理后均可缓解甚至消除#不需停药即能继续完成疗程+见

表
.

+

表
.

!

.

组患者不良反应结果比较

组别
*

不良反应例数$

*

% 不良反应率$

O

%

治疗组
8#! 7 .2.$

对照组
8#! $$ .26#

'

!

讨
!!

论

慢性鼻炎临床主要表现为不同程度的鼻塞,打喷嚏,流鼻

涕,鼻痒等症状#严重时还伴有头痛,头昏,注意力分散,性格改

变等精神神经症状)

7

*

+近年来各类慢性鼻炎患者的发生率显

著增多#且病程较长,症状较重#合并多种并发症+其中变应性

慢性鼻炎已经有了比较有效的治疗方案#采用局部使用糖皮质

激素喷鼻剂)

$#($$

*

+有临床资料证实#局部糖皮质激素的应用

可较好地控制呼吸道黏膜的变应反应+但非变应性慢性鼻炎

则缺少合适的规范化治疗方案#病情反复加重+

近年来#炎性理论进一步发展#国内外研究者均提出#变应

性鼻炎和非变应性鼻炎在疾病本质,发病机制和组织病理学上

都具有相当大的一致性)

"

*

+因此局部糖皮质激素的治疗范围

也逐渐扩展至慢性单纯性鼻炎,慢性肥大增生性鼻炎,鼻窦炎,

鼻息肉等非变应性慢性鼻部炎性+有文献报道#在不采用外科

手段治疗慢性鼻窦炎时#采用局部激素和抗菌药物联合用药的

方法治疗#比单纯使用抗菌药物治疗明显缩短病程)

"

*

+同时由

于局部激素具有强大的抗炎,抗感染,抗水肿作用#因此它可以

有效地抑制鼻息肉的生长#并在手术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预防息

肉复发)

"

*

+目前这些观点已经得到普遍认同#越来越多的局部

糖皮质激素也被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ZR4

%用于非应变

性鼻部疾病的治疗+

本组实验结果表明#局部使用糖皮质激素与以往的常用治

疗手段比较#有效率显著提高#并且可以明显降低鼻腔内
<

P

值+由于鼻腔生理性
<

P

值偏酸性#本组结果说明#局部使用

糖皮质激素喷鼻剂对于非变应性慢性鼻炎有着显著的疗效优

势#并且可以有效改善鼻腔生理微环境+局部使用糖皮质激素

喷鼻剂使机体吸收率低#利用率大#不良反应较小)

$.

*

#与本研

究结果相符+

本研究认为#对慢性鼻炎的治疗只是针对鼻阻塞单纯的使

用血管收缩剂#只是短时间改善鼻塞症状的治疗#应考虑长期

用药带来的血管扩张和依赖性,反复性等问题#更未整体控制

鼻黏膜炎性+局部糖皮质激素的应用扩大化给非变应性鼻炎

的治疗带来新的思路#通过抑制鼻腔黏膜的慢性炎性反应#逐

步减轻组织水肿及渗出#从而达到收缩鼻腔黏膜的作用#远期

疗效好#不良反应小#值得临床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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