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血管病学组
#

中国脑出血诊治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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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中医辨证分型慢性鼻
>

鼻窦炎患者

鼻内窥镜术后中医药治疗效果分析"

熊子云

"长江大学附属仙桃市第一人民医院耳鼻咽喉
>

头颈外科!湖北仙桃
$&&%%%

$

!!

摘
!

要"目的
!

分析不同中医辨证分型慢性鼻
>

鼻窦炎患者鼻内窥镜术后中医药治疗效果%方法
!

选取该

院收治的慢性鼻
>

鼻窦炎患者
&$C

例为研究对象!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

(b!D$

$和观察组"

(b!D$

$!对

照组患者在术后采用常规治疗!观察组患者术后在对照组治疗基础上加用中医辨证分型治疗%对比两组术后

治疗效果%结果
!

观察组中肺经蕴热型&肺脾气虚型&湿热型患者的治疗总有效率分别为
$&#!%a

&

&'#"!a

&

!C#FDa

!显著高于对照组的
&!#%&a

&

"$#!$a

&

!%#&$a

!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A

$%观察组各中

医证型患者的症状&体征&术后疼痛评分均低于对照组!生活质量评分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A

$%结论
!

在慢性鼻
>

鼻窦炎患者实施内窥镜术后采用中医辨证分型治疗!患者的临床治疗效果显著!有效

缓解术后各临床症状&体征&疼痛程度!生活质量显著提高!值得在术后临床中推广运用%

关键词"中医辨证分型#

!

慢性鼻
>

鼻窦炎#

!

鼻内窥镜术#

!

疗效

中图法分类号"

E"D'#!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D">F$AA

"

"%!F

$

!">!D&">%&

!!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大气污染越来越严

重#导致各种呼吸道性疾病的发病率越来越高#再加

之临床治疗不彻底#导致患者的病情反复发作#严重

影响患者的身心健康'

!

(

+慢性鼻
>

鼻窦炎属于慢性化

脓性炎症#在耳鼻喉科比较常见#若患者的病情得不

到及时的治疗#将引发各种并发症#加重患者呼吸道

感染#危及患者生命'

">&

(

+为了全面提高临床对慢性

鼻
>

鼻窦炎疾病的治疗效果#本研究主要采用内窥镜术

治疗#并根据患者的症状采用中医辨证方法进行分型

治疗#患者术后中医药治疗效果显著+现将结果报道

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择
"%!D

年
'

月至
"%!C

年
'

月本

院收治的慢性鼻
>

鼻窦炎患者共
&$C

例+将其随机分

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
!D$

例+对照组中男
!%C

例#女
''

例%年龄
"&

"

DA

岁#平均$

A"#"B&#A

&岁%中

医辨证分型!肺经蕴热型
DA

例)肺脾气虚型
'%

例)湿

热型
&F

例+观察组中男
F'

例#女
DC

例%年龄
"A

"

DF

岁#平均$

AA#CB&#'

&岁%中医辨证分型!肺经蕴热型

DC

例)肺脾气虚型
'&

例)湿热型
&&

例+上述患者入

院前均接受临床检查#全部符合慢性鼻
>

鼻窦炎临床诊

断标准#患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两组患者在性

别)年龄)疾病类型等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A

&#具有可比性+

$#/

!

方法

$#/#$

!

内窥镜术
!

两组患者均实施内窥镜术治疗#

在患者入院后#均实施临床检查#主要对患者鼻腔的

病变)息肉病灶部位进行检查确诊#患者进入手术室

后#护士指导患者保持平卧位#并用利多卡因进行麻

醉#待麻醉生效后实施手术操作+$

!

&利用
,G

及内窥

镜检查病灶部位#然后将鼻腔中的息肉一一清除#让

筛窦保持开放状态%$

"

&根据患者的病情将上颌窦和

额窦口逐渐扩大#再次清除鼻窦腔中的病变息肉组

织%$

&

&矫正患者鼻腔中隔#并进行止血#对手术部位

*

"&D!

*

检验医学与临床
"%!F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T@7(3N,8H6

!

=P63"%!F

!

U98#!'

!

V9#!"

"

基金项目!湖北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专项资金
"%!A

年度重点支持课题$

2="%!A(*"&%

&+



运用抗菌药物实施抗感染治疗+

$#/#/

!

术后治疗
!

对照组患者采用常规治疗!术后

"N

将鼻腔中的填塞物取出#并用生理盐水清洗鼻腔#

每天两次#同时运用头孢他啶$开封豫港制药有限公

司#国药准字!

/"%%&&A%$

&治疗#时间为
!

周#患者术

后定期回医院进行复诊+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采

用中医辨证分型治疗+根据中医辨证分型#对患者进

行对症治疗!$

!

&肺经蕴热型患者采用辛夷清肺汤加

减治疗#主要成分为升麻
&

0

#辛夷)百合)枇杷叶各

'

0

#黄岑)知母)栀子)麦冬)甘草)连翘各
!%

0

#板蓝

根)金银花各
!A

0

#石膏
"%

0

#每日给药
!

剂#以水煎

后分早晚温服#连续用药
!"

周+$

"

&肺脾气虚型采用

黄岑滑石汤治疗#主要成分为通草
'

0

#升麻)蔻仁各

F

0

#猪苓
!"

0

#黄岑)滑石)茯苓)大腹皮)藿香各
!A

0

#

茵陈
"$

0

#每日给药
!

剂#以水煎后分早晚温服#连续

用药
!"

周%$

&

&湿热型采用参苓白术散治疗#参苓白

术散 $山西华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国药准字!

d!$%"%&$'

&主要由人参)茯苓)白术)白扁豆)莲子)砂

仁)桔梗)甘草等制成#每日口服
&

次#每次给药剂量

'

"

F

0

#连续给药
!"

周+

$#'

!

观察指标
!

$

!

&对患者临床治疗效果分析#分为

&

种结果#治愈!指患者鼻腔化脓)鼻涕)息肉等症状完

全消失#无反复发作现象%有效!指患者鼻腔临床症状

大部分消失#偶有发作现象%无效!指患者鼻腔临床症

状无较大改变#反复发作比较频繁+总有效率
b

$治

愈例数
i

有效例数&"总例数
]!%%a

+$

"

&症状评分

主要采用鼻塞)头痛)面痛)嗅觉障碍)鼻涕)喷嚏等项

目进行评价#评分为
%

"

!%

分#分数越高#说明患者的

症状越严重+$

&

&体征评分主要采用鼻内窥镜检查鼻

腔息肉)水肿)瘢痕)结痂等情况并进行判断#各项分

数均为
%

"

"

分#分数越高#说明患者体征越严重+

$

$

&术后疼痛评分主要根据视觉模拟疼痛评分$

U+W

&

量表'

&

(进行评价#总分为
!%

分#

%

分为无痛#

!

"

&

分

为轻微疼痛#

$

"

'

分为中度疼痛#

D

"

F

分为重度疼

痛#

!%

分为严重疼痛+分数越高#则说明患者的疼痛

程度越严重+$

A

&生活质量以
W<>&'

量表进行评分#

包括生理机能)健康状况)躯体疼痛)精力状态)社会

功能)情感职能和精神健康
D

个维度#每项均以
!%

分

制评分#总分
D%

分#分值越高表示生活质量越高+

$#1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W?WW!'#%

统计软件对数据

进行分析+计数资料采用百分数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计量资料采用
LBE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检

验+以
!

#

%#%A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术后治疗效果比较
!

观察组中肺经蕴热型)肺脾

气虚型)湿热型患者的治疗总有效率分别为
$&#!%a

)

&'#"!a

)

!C#FDa

#显 著 高 于 对 照 组 的
&!#%&a

)

"$#!$a

)

!%#&$a

#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A

&+见表
!

+

表
!

!!

术后治疗效果比较'

(

#

a

$(

组别
(

肺经蕴热型

总有效 无效

肺脾气虚型

总有效 无效

湿热型

总有效 无效

对照组
!D$ A$

$

&!#%&

&

"!

$

!"#%D

&

$"

$

"$#!$

&

!C

$

!%#&$

&

!C

$

!%#&$

&

"!

$

!"#%D

&

观察组
!D$ DA

$

$&#!%

&

&

$

!#D"

&

'&

$

&'#"!

&

%

$

%#%%

&

&&

$

!C#FD

&

%

$

%#%%

&

!

"

A#'"" D#&C% A#!'F

! %#%!C %#%%D %#%"&

/#/

!

各中医辨证分型患者术后症状)体征)

U+W

评分

比较
!

观察组各中医辨证分型患者的症状总分)体征

总分)

U+W

评分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A

&+见表
"

"

$

+

表
"

!!

肺经蕴热型患者术后各症状评分比较#分%

LBE

$

组别
(

症状评分 体征评分
U+W

评分

对照组
DA D#$AB!#!C '#!"B%#F$ D#FCB"#&$

观察组
DC &#&AB!#%" &#C!B%#'" &#%!B%#&"

> "&#%"% !C#%!% !C#AC!

!

#

%#%A

#

%#%A

#

%#%A

/#'

!

生活质量评分比较
!

观察组中的肺经蕴热型)

肺脾气虚型)湿热型患者的生活质量评分显著高于对

照组中各种证型患者的生活质量评分#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

#

%#%A

&+见表
A

+

表
&

!!

肺脾气虚型患者术后各症状评分比较#分%

LBE

$

组别
(

症状评分 体征评分
U+W

评分

对照组
'% D#!"B!#"& '#$'B%#&A D#$'B!#!'

观察组
'& &#%&B%#!A &#"$B%#!' &#!&B%#"A

> "'#!FA ''#!&' "C#F&'

!

#

%#%A

#

%#%A

#

%#%A

表
$

!!

湿热型患者术后各症状评分比较#分%

LBE

$

组别
(

症状评分 体征评分
U+W

评分

对照组
&F '#CAB!#"' '#%&B%#!C '#F&B!#!A

观察组
&& &#"'B%#$! &#FAB%#C' $#"$B%#FA

> !A#''' !$#D$A !%#'F'

!

#

%#%A

#

%#%A

#

%#%A

*

&&D!

*

检验医学与临床
"%!F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T@7(3N,8H6

!

=P63"%!F

!

U98#!'

!

V9#!"



表
A

!!

两组患者治疗后生活质量评分比较#分%

LBE

$

组别
(

肺经蕴热型 肺脾气虚型 湿热型

对照组
!D$ $&#"$B&#"A $C#$AB$#'$ A"#A$B&#A&

观察组
!D$ 'A#$'B&#$' '&#$AB$#A" '$#A&B$#&!

> '!#D$A &%#A$' "C#&CF

!

#

%#%A

#

%#%A

#

%#%A

'

!

讨
!!

论

!!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临床医疗技术不断进

步#各种疾病的治疗效果显著提升+目前#慢性鼻
>

鼻

窦炎在耳鼻喉科比较常见#该病属于鼻腔炎性疾病#

患者患病期间主要表现为鼻干)鼻痒)流鼻涕)打喷嚏

等症状+如果患者的病情得不到及时治疗#将导致病

情加重#最终引发各种并发症#甚至危及患者生命
'

$>A

(

+为了全面提高患者的临床治疗效果#当前临床

主要采用内窥镜术治疗#患者的手术治疗效果显著+

本院在此基础上对慢性鼻
>

鼻窦炎患者实施中医辨证

分型治疗#对不同类型的患者采取不同的方法治疗#

为慢性鼻
>

鼻窦炎患者的临床治疗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在本次中医辨证分型治疗研究中#本研究对
!D$

例观察组患者采用中医辨证分型治疗#根据治疗结果

显示#观察组中肺经蕴热型)肺脾气虚型)湿热型患者

的症状)体征)

U+W

评分均低于对照组#生活质量评分

显著高于对照组$

!

#

%#%A

&%在治疗有效率比较中#观

察组中肺经蕴热型)肺脾气虚型)湿热型患者的治疗

总有效率显著高于对照组$

!

#

%#%A

&#说明观察组患

者的临床整体治疗效果显著高于对照组#采用中医辨

证分型治疗#细化了患者的临床症状#因此治疗更具

有针对性+

慢性鼻
>

鼻窦炎属于慢性鼻炎#炎症性疾病治疗需

要做好病毒)细菌等抑制治疗工作#同时在治疗期间

需控制患者鼻窦腔中感染症状#从根本上清除感染

源#帮助患者恢复健康+慢性鼻
>

鼻窦炎患者在发病期

间容易引发呼吸道感染#因此有效控制肺部感染成为

临床主要的治疗方向'

'

(

+本研究根据临床检查将其

分为肺经蕴热型)肺脾气虚型和湿热型
&

种证型#其

中肺经蕴热型患者采用辛夷清肺汤加减治疗#主要成

分包括升麻)辛夷)百合)枇杷叶)黄岑)知母)栀子)麦

冬)甘草)连翘)板蓝根)金银花)石膏+由于患者呼吸

道出现严重感染#因此保持肺部呼吸畅通尤为关键#

而辛夷清肺汤具有清肺通窍的作用#并且有效抑制炎

症#缓解患者的临床症状+肺脾气虚型患者采用黄岑

滑石汤治疗#主要中药成分为通草)升麻)蔻仁)猪苓)

黄岑)滑石)茯苓)大腹皮)藿香)茵陈+主要源于患者

因脾肺气虚等导致患者体质比较弱#肺部环境较差#

因此采用中药治疗#能够有效改善患者肺部环境#减

少呼吸系统感染'

D

(

+对于湿热型患者采用参苓白术

散治疗#主要成分为人参)茯苓)白术)白扁豆)莲子)

砂仁)桔梗)甘草#主要由于湿热型疾病由潮湿浊气所

致#患者久病#疾病持续时间比较长#因而参苓白术散

能够祛除患者身体中潮湿之气#能帮助患者将身体中

的毒素排出#起到清热解毒的作用+此外应注意的

是#观察组用药的主要优势在于利用中医辨证分型方

式#将西医均属于慢性鼻
>

鼻窦炎病情的患者分为肺经

蕴热型)肺脾气虚型)湿热型等不同证型#之后根据不

同证型中医特点选择相应的用药方案#此方式相较于

西医更有利于考虑患者间个体差异#避免统一方案治

疗导致疗效不良情况+但本文由于篇幅有限)纳入样

本容量少等客观因素存在#因此未对两组慢性鼻
>

鼻窦

炎患者治疗安全进行相应分析#提示还需在今后实际

工作中深入研究+

综上所述#将中医辨证分型治疗措施运用于慢性

鼻
>

鼻窦炎患者内窥镜术后临床中#能够有效提高患者

的治疗效果#缓解患者临床症状)体征)疼痛程度#值

得在术后临床中推广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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