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膨胀海绵与纳米银敷料用于鼻腔填塞的临床观察

黄朝平１，张建辉１，彭　娟２，唐一萍１，唐嗣泉１，潘庆春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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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目的　通过比较鼻内镜术腔两种填塞物的临床效果，为临床选择填塞物提供客观的参考
意 见。方法　选择２０１０年１１月 ～２０１２年３月行鼻内镜手术的１５０例患者，随机分为２组，Ａ组
（７７例）术后填塞膨胀海绵，Ｂ组（７３例）术后填塞纳米银敷料，运用视觉模拟量表（ＶＡＳ），比较两组患
者术后鼻腔及头部胀痛程度、抽取填塞物后鼻腔出血情况，以评价两者的临床疗效。结果　Ａ组患者术
后 ７４．０３％有较明显的鼻部及头部胀痛，而 Ｂ组则为 ４７．９５％，两者之间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Ａ组患者抽取填塞物后有 ８０．５２％出现鼻腔再次出血，而 Ｂ组患者对应的数据为 ６９．８６％，
两者之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两者的止血效果没有明显差异，膨胀海绵填塞方
便，但存在形状固定、膨胀后鼻部及头部胀痛明显等问题，而纳米银抗菌敷料能够根据需要裁剪后进行

有针对性的填塞，减少了术后出血的同时具有抗菌、止痛等优点，是鼻内镜术后比较理想的填塞材料。

关　键　词：鼻内镜；填塞材料；疼痛；出血
中图分类号：Ｒ７６５．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７－１５２０（２０１３）０１－００５６－０３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ｏｎｎａｓａｌｔａｍｐｉｎｇｗｉｔｈ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ｓｐｏｎｇｅａｎｄｎａｎｏｓｉｌｖｅｒａｎｔｉ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ｄｒｅｓｓｉｎｇ

ＨＵＡＮＧＣｈａｏｐｉｎｇ，ＺＨＡＮＧＪｉａｎｈｕｉ，ＰＥＮＧＪｕａｎ，ｅｔａｌ．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ＯｔｏｒｈｉｎｏｌａｒｙｎｇｏｌｏｇｙＨｅａｄａｎｄＮｅｃｋＳｕｒｇｅｒｙ，ｔｈｅ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ｄ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ｏｆＮｏｒｔｈＳｉｃｈｕａｎＭｅｄｉｃａｌＣｏｌｌｅｇｅ，
Ｎａｎｃｈｏｎｇ６３７０００，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Ｔｏｐｒｏｖｉｄｅ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ａｄｖｉｃｅｆｏｒ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ａｍｐｉｎｇ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ｖｉａｃｏｍｐａｒｉｎｇ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ｔｗｏｋｉｎｄｓｏｆｔａｍｐｉｎｇ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ｉｎ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ｉｃｓｉｎｕｓｓｕｒｇｅｒｙ．Ｍｅｔｈｏｄｓ　 １５０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ｒｅｃｅｉｖｉｎｇｎａｓａｌ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ｉｃｓｕｒｇｅｒｙｉｎｏｕｒ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ｆｒｏｍ Ｎｏｖ．２０１１ｔｏＭａｒｃｈ２０１２ｗｅｒｅｒａｎｄｏｍｌｙｄｉｖｉｄｅｄｉｎｔｏ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ｓｐｏｎｇｅｗａｓａｄｏｐｔｅｄｆｏｒｎａｓａｌｔａｍｐｉｎｇｉｎｇｒｏｕｐＡ（ｎ＝７７）ａｎｄＡｃａｓｉｎＴＭｄｒｅｓｓｉｎｇｉｎｇｒｏｕｐＢ（ｎ＝７３）．
Ｔｈ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ｔｗｏｋｉｎｄｓｏｆｔａｍｐｉｎｇ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ｗａｓｅｖａｌｕａｔｅｄｖｉａｃｏｍｐａｒｉｎｇｔｈｅｄｅｇｒｅｅｏｆｎａｓａｌｐａｉｎｏｒｈｅａｄａｃｈｅ
ｕｓｉｎｇＶＡＳ，ｎａｓａｌｈｅｍｏｒｒｈａｇｅａｆｔｅｒ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ａｍｐｉｎｇ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　Ｔｈ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ｒａｔｅｓｏｆｎａｓａｌｐａｉｎｏｒ
ｈｅａｄａｃｈｅｗｅｒｅ７４．０３％ ａｎｄ４７．９５％ ｉｎｇｒｏｕｐＡａｎｄＢ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ａｎｄ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ｗａｓ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Ｐ＜０．０５）．Ｔｈ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ｒａｔｅｓｏｆｎａｓａｌｈｅｍｏｒｒｈａｇｅｗｅｒｅ８０．５２％ ａｎｄ６９．８６％ ｉｎｇｒｏｕｐＡａｎｄＢ，ｗｉｔｈｎｏ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 ＞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ｅｒｅｉｓｎｏｏｂｖｉｏｕｓ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ｈｅｍｏｓｔａｔｉｃｅｆｆｅｃｔｂｅｔｗｅｅｎ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ｓｐｏｎｇｅａｎｄＡｃａｓｉｎＴＭ ｄｒｅｓｓｉｎｇ．Ａｌｔｈｏｕｇｈｃｏｎｖｅｎｉｅｎｔｉｎｐａｃｋｉｎｇ，ｎａｓａｌｐａｉｎａｎｄｈｅａｄａｃｈｅａｒｅｔｈｅ
ｄｉｓ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ｏｆ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ｓｐｏｎｇｅ．Ｗｉｔｈ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ｓｕｃｈａｓａｎｔｉ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ｐａｉｎ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ａｒｇｅｔｅｄ
ｐａｃｋｉｎｇ，ｎａｎｏｓｉｌｖｅｒａｎｔｉ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ｄｒｅｓｓｉｎｇｉｓａｎｉｄｅａｌｔａｍｐｉｎｇ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ｆｏｒｎａｓａｌ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ｉｃｓｕｒｇｅｒ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ｉｃｓｉｎｕｓｓｕｒｇｅｒｙ；Ｔａｍｐｉｎｇ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Ｐａｉｎ；Ｈｅｍｏｒｒｈａｇｅ

　　鼻内镜下鼻腔、鼻窦手术目前已经成为治 疗慢性鼻窦炎、鼻息肉、鼻中隔偏曲有效的治

疗方法，但由于鼻腔解剖结构和鼻、鼻窦手术

的特点，鼻腔填塞是术后鼻腔止血的主要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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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凡士林纱条曾经广泛应用于鼻腔填塞，但

患者术后反应重，鼻部及头部胀痛等不适症状

使病人难以忍受，并且鼻腔黏膜损伤严重，因

此人们一直在寻找鼻腔填塞的理想材料，随着

生物材料和技术的不断创新和进步，目前已有

多种各具特色的鼻腔填塞材料应用于临床，我

科自 ２０１０年开始使用纳米银抗菌敷料进行鼻
腔填塞，另外也使用膨胀海绵进行术后鼻腔填

塞，我们通过对填塞期和抽取时患者的舒适程

度、鼻腔出血量两个方面的观察，比较它们在

鼻内镜术后的填塞效果。

１　材料和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取 ２０１０年 １１月 ～２０１２年 ３月在我科行

鼻内镜手术的 １５０例患者为观察对象，其中男
８２例，女 ６８例；年龄 １４～７４岁，平均 ４１．２岁。
随机分为 ２组，Ａ组 ７７例，男 ４０例，女 ３７例；
年龄 １４～７３岁，平均 ４０．２岁；其中行鼻窦开放
术 ２７例，鼻窦开放加鼻中隔矫正术 ３４例，鼻
中 隔 矫 正１６例 ，术 后 填 塞 膨 胀 海 绵 。Ｂ组
７３例，男 ４２例，女 ３１例；年龄 １６～７４岁，平均
４２．３岁；其中行鼻窦开放术 ２２例，鼻窦开放加
鼻中隔矫正术 ３７例，鼻中隔矫正术 １４例，术后
填塞纳米银敷料。两组之间在男女比例、手术

方式、年龄构成方面没有显著性差异。

填塞材料分别是凝胶型膨胀海绵止血鼻塞

（惠州华阳医疗器械有限公司），非黏型纳米银

医用抗菌敷料（商品名：爱可欣敷料，深圳爱杰

特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１．２　手术方法
采用 Ｓｔｏｒｚ公司生产的 ０°、３０°、７０°硬质鼻

内镜、全套鼻窦手术器械及 Ｓｏｎｙ内镜监视系
统。所有手术均有操作熟练的同一手术小组

完成。患者仰卧位，头部抬高 １５°，以 １％丁卡

因加 ０．１％肾上腺素棉片表麻及收缩鼻腔，伴
鼻中隔偏曲的先行鼻中隔矫正术，然后完成鼻

内镜手术。在内镜下将填塞材料置于术腔，两

组分别置膨胀海绵和纳米银敷料于中鼻道及

总鼻道，若行下鼻甲黏骨膜下切除则需填塞下

鼻道，Ａ组填塞后给予滴注 ３～５ｍｌ生理盐水
使其膨胀，Ｂ组纳米银敷料填塞之前用少许生
理盐水润湿，术后静滴抗生素 ３～５ｄ，于 ４８ｈ
后取出填塞材料。由主管医生询问患者情况，

填写视觉模拟量表（ＶＡＳ）［１］。
１．３　评判标准

主要观察患者术后疼痛程度及抽取填塞物

后鼻腔创面出血情况。术后疼痛评估根据黄

宇勇等［２］采用ＶＡＳ量表稍加改进，对术后第
１天的疼痛进行测评：０～３分为轻度疼痛；４～
６分为中度疼痛；７～１０分为重度疼痛，需用止
痛药缓解症状。出血量的评估根据张晶等［３］

所采取的标准：抽取填塞物后估计鼻腔渗血情

况，＜５ｍｌ为无出血或微量渗血；５～１０ｍｌ为
少量出血；＞１０ｍｌ为较多出血或可能需要重
新填塞。所有鼻腔填塞物均于术后 ４８ｈ在
１％丁卡因加麻黄碱棉片表麻下抽出。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７．０软件包，两组间均采用 χ２

检验，以 Ｐ＜０．０５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术后鼻腔、头部胀痛情况：Ａ组呈中重度
疼痛 ５７例（７４．０３％），而 Ｂ组相对应的数据
为 ３５例（４７．９５％），两者之间比较 ，Ｐ＜
０．０５，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见表 １）。

抽取鼻腔填塞物后出血情况：Ａ组出血率
（包括少量和较多出血）为 ８０．５２％，Ｂ组出血
率为 ６９．８６％，两者之间比较，Ｐ＞０．０５，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见表 １）。

表 １　两种填塞材料填塞后疼痛程度及抽取后出血程度比较（例）

填塞材料 例数
疼痛程度

轻度 中度 重度

出血程度

无出血 少量出血 较多出血

膨胀海绵（Ａ组） ７７ ２０ ２８ ２９ １５ ３２ ３０

纳米银敷料（Ｂ组） ７３ ３８ ２４ １１ ２２ ３５ １６

　　注：：Ａ组与Ｂ组疼痛程度相比，χ２＝１３．９０，Ｐ＜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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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讨论

　　鼻腔鼻窦由于空隙较多，且位置隐蔽，加
之黏膜血管丰富，常常导致术后出血，凡士林

纱条由于止血效果确切、经济，曾经被广泛运

用，但多数患者头部及鼻腔胀痛难忍，影响睡

眠、饮食及呼吸等［４］。目前人们正在不断寻求

更加理性的鼻腔填塞材料，而高分子膨胀海绵

及纳米银抗菌敷料就是其中的代表。

外层为止血纱条的凝胶膨胀海绵止血鼻塞

具有双重止血功能，外层止血纱条遇体液形成

凝胶，与创面接触后启动凝血机制，加速生理

止血；内层海绵膨胀后使凝胶对创面产生合适

的压迫，形成物理压迫止血。此外，止血纱条

凝胶化后，在伤口周围营造了湿性愈合环境，

促进鼻腔黏膜的上皮化过程，且容易取出，减

轻了在取出过程中因摩擦对再生的上皮细胞

的损伤，减少再出血，避免粘连的发生［５］。但

由于其可塑性欠佳，难以对鼻腔狭窄间隙进行

压迫，所以术后抽取时仍有部分患者出血较

多。其遇水后体积膨胀，术后患者鼻腔及头部

胀痛不适仍很明显，我们的研究中，很多患者

甚至需要靠止痛药缓解疼痛。

非黏型纳米银医用抗菌敷料是将直径 ４～
８ｎｍ纳米银颗粒附着于医用脱脂纱布或非织
造布。目前的研究已经证实，超细状态的银具

有极大的表面积，当超细的银与水接触即呈

Ａｇ＋状态，其可与细菌体内的蛋白酶快速结合，
导致代谢关键酶失活从而导致细菌死亡［６］。

另外，当纳米银与细菌 ＤＮＡ碱基结合后可导致
ＤＮＡ变性而不能复制，从而导致细菌失活［７］。

纳米银的这些抗菌机制使其在临床上的应用

逐渐受到重视。已有的研究证实了纳米银不

仅具备杀灭细菌的能力，还能够杀灭真菌、支

原体及衣原体［８］。而且，还没有任何现象提示

细菌对纳米银产生耐药［９］。

我们的研究组表明，两组新型填塞材料的

止血效果确切，两者之间的差异不具有统计学

意义。但纳米银填塞组的患者疼痛明显轻于

膨胀海绵组，说明银粒子具有止痛作用，与之

前的研究结果类似［１０１１］。其具体机制尚待进一

步深入研究，可能与银粒子阻断疼痛的传导、

减少致痛物质的释放有关。

根 据 鼻 腔 容 积 及 结 构 特 点 ，我 们 选 择

１０ｃｍ×１５ｃｍ大小的纳米银敷料，术中可以根
据情况酌情修剪，能够对鼻腔鼻窦间隙进行有

针对性的填塞，既增加了术腔抗感染的能力，

又减少了鼻腔内不必要的填塞，这样做并未增

加患者术后出血的概率，甚至比膨胀海绵的出

血率要低。我们在术后观察中发现，有 ４例患
者出现术后纳米银敷料从鼻腔或者鼻咽部脱

出的情况，可能与术中填塞过松或者过于靠近

后方有关，另外，在价格上，纳米银敷料尚没有

优势。尽管如此，纳米银敷料仍是一种比较出

色的鼻腔填塞材料，在临床上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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