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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摘A要!A目的A本研究通过主观及客观性评估方法&对上颌骨 a+_.05C型截骨上颌骨向不同方向

移动后鼻腔通气功能的变化进行评估% 方法A将 %$ 例需要接受正颌手术治疗的患者分为 # 组&前移组

!% 例&采用上颌骨 a+_.05C型截骨前移术( 非前移组!!D 例&采用上颌骨 a+_.05C型截骨上抬'后退或

下降术% 术前'术后 % 个月及术后 W 个月分别对研究对象进行前鼻镜及鼻声反射检查% 所有研究对象

术前及术后 W 个月均完成 >49N量表的主观性评估&采用 9L99 对术前及术后的结果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A鼻声反射检测结果显示两组患者的鼻腔阻力'鼻腔容积及鼻腔最小截面积 % 项指标在术后 % 个

月及 W 个月时均较术前有所改善&但是前后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 >49N量表的主观性评估结果显示&

两研究组于术后 W 个月时的评估分值即主观症状改善较术前下降&然而仅非前移组术前术后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结论A上颌骨 a+_.05C型单块截骨上颌骨向不同方向移动无论从客观上还是主观上都不会

对患者的鼻腔通气功能产生不良影响% 同时利用客观性#鼻声反射$及主观性#>49N量表$检测手段可

以有效地对鼻腔结构及功能进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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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牙颌面畸形是一种因颌骨发育异常所引

起的咬合关系失调及颜面形态异常% 正颌手

术可以将这类患者上下颌骨重新定位&使面型

达到正常的协调关系&并恢复其正常咬合关

系% '/@10等)!&#*在 !"I& 年介绍了上颌骨向下

折断技术&;+22于 !"DI 年将这一方法标准化后

上颌骨 a+_.05C型截骨术越来越多地被应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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矫正颌面部发育畸形% 上颌骨 a+_.05C型截骨

术又称全上颌骨水平向骨切开术% 该手术系

按上颌骨 a+_.05C型骨折线方位&切开上颌骨

各壁&仅保留以腭侧软组织及颊侧后部黏膜为

主要血供的软组织蒂% 上颌骨的移动可能会

改变鼻腔内径&从而影响鼻腔通气功能% 本研

究旨在以客观及主观两种不同的评估方法来

了解上颌骨 a+_.05C型截骨上颌骨向不同方向

移动对于鼻腔通气功能的影响%

CD材料和方法

C=CD研究对象

选取 %$ 例需要接受正颌手术治疗的患者&

其中男 !& 例&女 !W 例(年龄 !E d%I 岁&平均

年龄 ## 岁% 将所有患者分为两组&前移组 !%

例&采用上颌骨 a+_.05C型截骨上颌骨前移

术(非前移组 !D 例&采用上颌骨 a+_.05C型截

骨上抬'后退或下降术% 所有患者术前已完成

口腔正畸治疗% 无鼻咽部及口腔颌面部手术

史(患者无鼻咽部及口腔颌面部良恶性肿瘤

史(无全身性急慢性疾病史(无近期鼻部及全

身用药史% 两组患者术前'术后 % 个月及 W 个

月分别接受鼻声反射检查(于术前及术后 W 个

月分别接受 >49N量表的评估%

C=ED方法

!=#=!A客观性检查A术前 % T 两组患者均分

别完成前鼻镜检查及鼻声反射检查% 于安静的

检查室内进行鼻声反射检查&室温 #%e d#&e&

湿度 W"b dD!b% 受试者于检查前在检查室内

静坐 #$ O)*&然后保持端坐位进行检测 &取合适

大小鼻腔探头并使用密封胶(嘱受试者屏住呼

吸&发射声波 !$ d!# ,&重复 % 次&取其中较为

稳定的一次面积 8距离曲线% 在双侧鼻腔内滴

入血管收缩剂#麻黄碱$后等待 !I O)*&再次行

如上操作完成鼻声反射检查% 利用计算机软件

对鼻 声 反 射 结 果 进 行 处 理& 得 到 鼻 腔 阻 力

#>?M$ &鼻腔容积 # ><$ 和鼻腔最小截面积

#K'?$ % 根据 4(O定律计算出鼻腔总阻力

#M$ !! FM o!FM0j!FM2&M o鼻腔总阻力&M0

o右侧鼻腔阻力&M2o左侧鼻腔阻力% 鼻腔总容

积#><$ !>< o<0j<2& >< o鼻腔总容积& <0o

右侧鼻腔容积& <2o左侧鼻腔容积% 鼻腔截面积

#K'?$则取双侧鼻腔的平均截面积%

!=#=#A主观性检查A本研究采用了 >49N量

表对术前术后的鼻腔通气情况进行主观性评

估&从而了解患者术前术后鼻部相关生活质量

是否受到影响% >49N量表的原有分值为 $ d

#$ &我们将原有分值乘以 I &得出 $ d!$$ 增倍

后的分值&其中分值越高表明患者的鼻部堵塞

症状越严重% 所有患者于术前 % T 及术后

W 个月完成 >49N量表评估&见表 ! %

表 CD>49N量表#分$

无症状 轻度 中等度 重度 极重度

鼻腔充血或闷塞感 $ ! # % &

鼻堵塞或鼻阻塞 $ ! # % &

经鼻呼吸困难 $ ! # % &

睡眠困难 $ ! # % &

运动或费力活动时

鼻腔通气不够
$ ! # % &

C=FD统计学分析

采用 9L99 !%=$ 统计软件包进行分析% 数据

以
!

@g;表示& !V$=$I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ED结果

E=CD鼻声反射检查结果

根据头影测量结果&前移组上颌骨平均前

移量为# &=! g!=! $OO# ) o!% $ % 其中有 " 例

患者 同 时 还 接 受 了 双 侧 下 颌 骨 矢 状 劈 开

#;99M4$ % 鼻声反射检查结果见表 # &为了减

少黏膜肿胀对于骨性结构研究的影响&给出的

数据为鼻腔黏膜收敛后的结果&根据结果可以

看到术后 % 个月及 W 个月的鼻腔总阻力在数值

上较之术前有减小(术后 % 个月及W个月的鼻腔

总容积较之术前均有提高(术后 % 个月及 W 个

月的鼻腔平均截面积较之术前也有增大% 但术

前术后数据差异无统计学意义#!h$=$I$ %

表 ED前移组鼻声反射检查结果A#) o!%&

!

@g;$

检查项目 术前 % T 术后 % 个月
!

# 术后 W 个月
!

##

M#RÔ

#

4FaFO)*$

!=!E" g$=%E !=$E! g$=&% $=II# !=!!! g$=&$ $=##!

><#O2$ !&="# g!="I !W=%E g&=%# $=WI !I=WW g&=#I $="D

K'?#RO

#

$

A$=I g$=$" $=ID g$=!I $=!& A$=IW g$=!& $=$D

AA注!M为鼻腔总阻力(><为鼻腔总容积(K'?为鼻腔截面积&下表同(

#术前与术后 % 个月比较&

##术前与术后 W 个月比较&下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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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非前移组 !D 例患者的手术方案包括后

退'上抬及下降&术中上颌骨平均移动量为

& g#=I OO# ) o!D $ % 见表 % %

表 FD非前移组鼻声反射检查结果A#) o!D&

!

@g;$

检查项目 术前 % T 术后 % 个月
!

# 术后 W 个月
!

##

M#RÔ

#

4FaFO)*$

!=&I g$=I! A!=%& g$=%& $=%!# A!=%I g$=%I $=%%I

><#O2$ !%=W g%=#! !%="& g%=$% $=D$& !%=EW g%=%D $=D%&

K'?#RO

#

$

$=&" g$=!! A$=I g$=$D $=D&# A$=I! g$=!! $=%W

E=ED>49N量表检查结果

术前 % T 及术后 W 个月的 >49N量表评估数

据见表 &% 前移组手术前后数据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h$=$I $ &非前移组手术前后数据差异

比较具有统计学意义#!V$=$I$ %

表 GD主观性>49N量表评估数据#分&

!

@g;$

分组 例数 术前 % T 术后 W 个月 !

前移组 !% A !I g!% "=!I gI=!I $=!!W

非前移组 !D !#=WI gE=&I E=DI gD=W $=$$E

FD讨论

牙颌面畸形患者中需要接受手术矫正的主

要包括
$

类错颌畸形和
&

类错颌畸形%

$

类

错颌畸形常表现为凸面型&下颌后缩&上下切

牙唇倾&深覆牙合&深覆盖&下颌牙列牙合曲线

过陡&开唇露齿% 这类畸形对患者面容影响很

大&给人明显的丑陋感&患者求治愿望强烈%

正颌手术可采取后退上颌或前移下颌等&使咬

合正常%

&

类错颌畸形在亚洲人群中患病率

是各类牙颌面畸形中概率最高的% 表现为凹

面型&咬合关系的代偿为上前牙过度唇倾&上

后牙过度颊倾% 手术可以采用上颌前移或后

退下颌来矫正%

上颌骨 a+_.05C型截骨颌骨的移动势必会

使鼻腔空间结构发生改变&特别是颌骨的上抬

或后退&会减少鼻腔内径 &致使鼻腔阻力增大&

气流量下降% 从而影响患者的鼻腔通气功能%

之前对于上颌骨 a+_.05C型截骨术前术后鼻腔

通气阻力的检测结果中有些与我们的假设相

反% 许多研究者采用主动或被动前鼻阻力计来

测量鼻腔气流% 这种方法无法检测鼻腔最小截

面积&而这一指标在分析鼻腔阻力时颇为重要%

鼻声反射仪作为一种客观性评估鼻腔结构

的手段是由 )̂2S+07等)%* 于 !"E" 年最先介绍

的% !""D 年&c/*:+2和 .̂R(S1* 首次利用鼻声

反射仪来检测上颌骨移动对鼻腔容积的影

响)&*

% 陈曦等)I*曾采用鼻声反射检查为原发性

萎缩性鼻炎的诊断和治疗提供客观参数% 针

对其检查结果的阅读方法&有关组织协会发表

了很有价值的文章和书籍)WHD*

% 鼻声反射仪是

一种无损伤性'可靠'客观的诊断工具&用来测

量鼻腔容积及鼻腔截面积)E*

% 由鼻声反射仪

测量得出的鼻腔截面积同 'J影像结果能很好

地对应相关&特别是位于鼻腔前端的部分)"H!$*

%

鼻声反射仪的检查费用也有所下降)!!*

%

本研究利用鼻声反射仪对术前术后的患者

进行鼻腔客观性评估&得出鼻腔阻力'鼻腔容

积和鼻腔最小截面积等多方面客观指标来反

映鼻腔解剖结构的变化%

除此以外&我们还应用主观性评估方法来

反映患者术前术后鼻腔通气主观感受的变化%

目前国际上有许多应用于鼻科学的主观工具

量表&其中比较可靠'实用且简便的鼻腔通气

评估量表是 >49N量表 # #$$% &美国耳鼻咽喉

头颈外科协会$ % 有学者在 #$$& 年对 >49N量

表的研发过程做出了详尽的表述&并且认为这

一简便的量表对临床症状的改变有着相当高

的敏感度)!#*

% J+330+6等)!%*采用 >49N量表对上

颌骨 a+_.05C型截骨术'中隔矫正术及下鼻甲

缩小术患者手术前后鼻腔通气情况进行主观

性评估% 也有学者利用它研究客观查体同主

观鼻通气感觉间是否相关联)!&H!I*

%

从本研究鼻声反射检测结果显示前移组及

非前移组的鼻腔阻力'鼻腔容积及鼻腔最小截

面积 % 项客观指标的数值在术后 % 个月及 W 个

月时均较术前有所改善% 我们认为上颌骨移

动手术使鼻腔结构发生了功能性改变% 鼻瓣

区为鼻部通道最狭窄处&人体气道阻力大部分

源于此)!W*

% 鼻瓣区小小的变化就会对鼻腔气

流产生显著地影响% 鼻瓣区形如泪滴状&由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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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隔'侧壁软骨的尾端'覆盖于梨状孔区的纤

维性结缔组织以及鼻底部构成)!D*

% 所有这些

解剖结构都会受到 a+_.05C型截骨手术的影

响% 上颌骨前移势必增宽了鼻瓣区的基底部&

从而打开了鼻瓣区&减少了鼻腔阻力% Yr5̀30)+T

等)!E*观察到&面中部发育不全的患者接受了上

颌骨前移术后鼻腔通气情况于主观上得到了

改善% 他们的解释同样归功于鼻腔容积以及

鼻唇角的增大从而改善鼻腔通气%

在非前移组 !D 例患者中&接受上颌骨上抬

手术的患者最多&为 !& 例 # E#=%b$ % 上颌骨

上抬会使鼻腔内径减小&但由于在上抬过程

中&手术医生会将一些过大的下鼻甲做部分切

除&以方便上颌骨上抬% 这可能使得鼻腔内径

反而增大&从而保证了鼻腔通气% 另外&上颌

骨上抬可以使鼻基底部略增宽&对鼻瓣区来说

减少了鼻腔阻力% 然而两组患者手术前后差

异没有统计学意义&考虑是因为上颌骨移动量

在 D OO以内&这个范围对鼻腔骨性结构的影

响不太大&也可能同病例数较少有关%

两组患者 >49N量表的主观性评估结果显

示术后 W 个月时的评估分值较术前下降&即主

观症状改善% 说明上颌骨 a+_.05C型截骨颌骨

向不同方向移动没有影响患者术后的生活质

量% 上颌骨移动手术使鼻腔结构发生了功能

性改变&改善了鼻腔通气功能&有效缓解患者

的鼻腔阻塞(患者接受正颌手术后颌面部外形

改善&且半年来情况稳定&心理状况较之术前

好转&这样一种心理状况可能会使患者对于鼻

部症状的耐受度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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