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鼻内镜在门诊治疗耳鼻喉疾病的应用效果分析

武雅娟

北京北亚骨科医院 北京 102445

摘 要：目的：对鼻内镜应用于门诊耳鼻喉疾病治疗的具体效果进行研究与分析。方法：本次研究的研究对象为

200例耳鼻喉疾病患者，予以全部患者发病部位额镜检查后以检查结果为依据为患者进行早期诊断，然后再利用鼻内

镜予以患者深入检查，观察两种检查方式的确诊率。结果：对比于传统额镜检查，鼻内镜检查在鼻部疾病方面的确诊

率为94.81%，在耳部疾病方面的确诊率为90.48%，在喉部疾病方面的确诊率为91.36%。结论：与传统额镜检查方法相

比，鼻内镜检查方法的准确率更高，可对误诊与漏诊现象予以有效规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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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医疗技术不断更新，在临床治疗工作中已经广

泛应用到鼻内镜技术。和传统检测方法比较，鼻内镜具

有视野清晰、安全性高、亮度大、可准确定位病灶等优

势。鼻内镜常作为耳鼻喉手术、术后换药及复查的辅助

技术，可有效降低患者接受诊治操作时的疼痛感[1]，发病

部位和手术部位均能经过鼻内镜确诊，提高治疗效果，

属于一种比较理想的辅助技术。本研究针对我院门诊治

疗的耳鼻喉疾病患者实施鼻内镜技术，通过对比分析的

方法总结其应用效果，具体研究内容如下。*

一般资料

在取得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的基础上，选择我院门

诊自2017年1月至2018年12月诊治的200例耳鼻喉疾病患

者作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1)符合耳鼻喉疾病诊断标

准者，(2)自愿加入本研究且治疗依从性良好者；排除标

准：(1)存在严重凝血功能障碍者，(2)对本研究不知情和

不配合者。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患者分成研究组和对照

组，每组100例，研究组男女患者比例为57:43，患者年

龄分布：12-76岁，平均年龄(49.73±2.24)岁，其中，耳部

疾病37例、鼻部疾病32例、咽部疾病31例；对照组男女

患者比例为55:45，患者年龄分布：14-75岁，平均年龄

(49.76±2.21)岁，其中，耳部疾病39例、鼻部疾病31例、

咽部疾病30例，两组患者一般资料对比均无显著差异(

0.05)，具有可比性[2]。

方法

予以全部患者发病部位额镜检查后以检查结果为依

据为患者进行早期诊断，然后再利用鼻内镜予以患者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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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检查。

鼻部疾病患者鼻内镜检查及治疗方法

将剂量为1%的地卡因喷入患者鼻腔，使患者保持

坐位并仰头，由医师将鼻内镜视孔对准后于患者前鼻置

入，并查看患者鼻腔内部情况，在医师将病灶寻找出来

后令患者头部后仰，以对患者上鼻甲、咽隐窝等处予以

进一步检查。检查完毕后通过鼻内镜辅助利用相关器械

为患者实行鼻腔活检、鼻腔分泌物清除、鼻咽部活检等

治疗操作。

耳部疾病患者鼻内镜检查及治疗方法将剂量

为1%的地卡因喷入患者耳腔，使患者保持坐位并仰头，

由医师将鼻内镜视孔对准后对患者耳腔内部环境进行查

看，并利用相应器械清除患者耳腔内异物，通过鼻内镜

辅助利用相关器械为患者实行肉芽清除、鼓膜穿刺、胆

脂瘤清除等治疗操作。

喉部疾病患者鼻内镜检查及治疗方法使患者保

持坐位并仰头，嘱患者手拿纱布拉出舌头至口外，由医

师站在患者右侧，由医师将鼻内镜视孔对准后置入患者

口中并查看患者口腔内部情况，将病灶寻找出来，通过

鼻内镜辅助利用相关器械为患者实行喉部新生物活检、

异物取出、摘除喉部良性肿物等治疗操作[3]。

观察指标

对比两组患者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及治疗总有效

率，疗效评价标准：显效：经治疗，患者耳、鼻、咽部

不适症状消失，鼻内镜复检显示病灶完全消除；有效：

经治疗，患者耳、鼻、咽部不适症状明显改善，病灶大

部分消除；无效：经治疗，患者耳、鼻、咽部不适症状

及病灶大小均无显著改善，总有效率 显效+有效)/总例

数×100%。

统计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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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SPSS20.0软件对所得数据进行统计与分析，计

量资料用( )表示，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表示，

采用χ2检验， 代表差异显著，有统计学意义。

两组患者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对比

研究组患者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均显著低于对照

组，两组对比具有统计学意义( ，见表1。

组别 例数(例) 手术时间(min) 术中出血量

对照组 100 28.19±3.52 30.19±3.67

研究组 100 17.43±2.14 20.45±2.28

t值 9.152 7.074

P值

两组患者治疗总有效率对比

研究组患者治疗总有效率显著高于对照组，两组对

比具有统计学意义( ，见表2。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对照组 100 75 15 10 90(90.00)

研究组 100 97 2 1 99(99.00）

χ2 8.194

P值

以往，医院耳鼻喉门诊医师在对患者进行检查时往

往采用的都是额镜检查方法，此种检查手段的操作方法

十分简单，可对医师的检查与治疗工作起到很好的辅

助作用，但由于不同患者具有各不相同的身体条件，额

镜检查方法的准确率常常不够理想，且此种检查方法极

易在检查与治疗过程中误伤患者，令患者承受更多的痛

苦。相关资料指出，在耳鼻喉门诊当中应用鼻内镜技术

可有效提升患者的检查准确率。

鼻内镜应用于鼻腔、鼻咽部位置病灶的检查具有显

著效果，其可以发现额镜无法观察到的早期病变，如鼻

道内小息肉等，可以对鼻咽部具体情况清晰观察，早期

发现存在的疾病。同时鼻内镜在耳科中的应用效果也比

较好，可以提升耳科疾病的诊断准确性以及精确度，在

喉科的检查中可将视野扩大，降低操作创伤。分析相关

研究所得结果，在门诊检查中应用鼻内镜具有的优点如

下：①提高诊断准确率。鼻内镜的优势在于亮度大、视

野清晰、可放大图像、精确度高，在门诊常规检查中用

到鼻内镜可以提升门诊诊断准确性，降低误诊发生率，

也可避免患者因检查出现的痛苦。通过鼻内镜就可以在

门诊对疾病直接诊断并治疗，可节省患者的住院费用。

②操作方便、省时。在门诊中的诊治手段花费时间过长

是不可行的，而鼻内镜操作简便且不会降低诊断准确

率。③可一镜多用且可方便进行床边检查。鼻内镜可用

于耳部、鼻咽部、喉部等部位的检查，走动不方便的患

者可以接受鼻内镜床边检查，操作过程中具有微创性，

且更加精细、准确，治疗后出现的创伤比较小，以往应

用额镜在肉眼下将栓塞耵聍取出时经常会将外耳道挖出

血，会对鼓膜造成创伤，会引起患者疼痛且加大患者的

恐惧心理。而鼻内镜下诊治具有无创性，对喉部等位置

进行检查或治疗时视野都十分清晰。综合上述可证实该

辅助技术所具有的优势[4]。

综上所述，与传统额镜检查方法相比，鼻内镜检查方

法的准确率更高，可对误诊与漏诊现象予以有效规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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