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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目的　探讨真菌球型鼻窦炎的病因、临床特点、手术方式及疗效。方法　回顾分析北京仁和医院耳
鼻咽喉头颈外科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２０１７年４月收治的４３例真菌球型鼻窦炎患者的临床资料。全部患者均在全身麻
醉下行鼻内镜手术治疗。结果　术后随访６个月至１年，１例真菌球型蝶窦炎患者术后６个月复发，再次手术后随
访６个月未见无复发。结论　真菌球型鼻窦炎根据临床表现，结合鼻窦ＣＴ检查可初步诊断，鼻内镜手术是治疗的
主要方法，预后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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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菌球型鼻窦炎是真菌性鼻窦炎的主要类型，
以真菌为主要病原体，是临床上常见的一种疾病。

近年来随着诊疗技术的进步、经济的发展及人们健

康意识的提高，临床上此病发病率呈上升趋势。我

科自２０１３年１１月 ～２０１７年４月收治４３例真菌球
型鼻窦炎患者，均给予鼻内镜下手术治疗，效果良

好，现分析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本组４３例患者中，男１３例，女３０例；年龄３０～

８６岁，平均年龄５３．６岁；病程３ｄ至８年。主要症

状：鼻塞１４例，流脓涕１０例，头痛２４例，面部麻木
疼痛１２例，鼻腔异味４例，回吸涕中带血９例。鼻
内镜检查：鼻中隔同侧偏曲１１例，鼻中隔对侧偏曲
７例，钩突肥大或息肉样变４例，鼻腔可见脓性分泌
物２０例，鼻腔可见真菌团块 １例，合并糖尿病者
８例。４３例患者中有１例双侧上颌窦均发病，其余
患者均为单侧发病，其中左侧２１例，右侧２１例。所
有患者术前均行鼻窦（冠状位、水平位及矢状位）检

查，受累鼻窦均可见中等密度软组织肿块影，大部分

可见钙化灶或点状高密度影，病情严重者伴有不同

程度的窦口扩张及窦壁骨质增生。真菌球局限于上

颌窦者３５例（８１．４％），同时伴有筛窦炎症者１２例；
局限于蝶窦者６例（１４％），伴有后筛炎症１例；蝶
窦和后筛均可见真菌球１例（２．３％）；局限于筛窦
者１例（２．３％）。具体分布情况见表 １～３。典型
ＣＴ表现见图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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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４３例真菌球型鼻窦炎患者一般资料　（例）

病变部位 例数 男 女 左侧 右侧 双侧 糖尿病

上颌窦 ３５ １２ ２３ １６ １８ １ ８
蝶窦 ６ １ ５ ４ ２ － －
筛窦 １ － １ １ － － －

后筛合并蝶窦 １ － １ － １ － －

表２　４３例真菌球型鼻窦炎患者症状分布　（例）

病变部位 例数 鼻塞 脓涕 头痛
颜面部

疼痛

鼻腔

异味

涕中

带血

上颌窦 ３５ １４ ９ １７ １１ ６ ８
蝶窦 ６ － １ ６ １ － １
筛窦 １ － － １ － － －

后筛合并蝶窦 １ － － － － － －

表３　４３例真菌球型鼻窦炎患者体征分布　（例）

病变部位 例数
钩突

肥大

鼻中隔

同侧偏曲 对侧偏曲无偏曲

鼻腔检查

阳性 阴性

上颌窦 ３５ ３ １０ ４ ２１ １６ １９
蝶窦 ６ １ １ ３ ２ ４ ２
筛窦 １ － － － １ － １

后筛合并蝶窦 １ － － － １ － １

１．２　治疗方法
４３例患者均在全身麻醉下行鼻内镜手术治疗。

有同侧鼻中隔偏曲影响通气引流或手术操作者行鼻

中隔偏曲矫正术。病变局限于上颌窦者行经中鼻道

上颌窦开窗术，合并前筛炎症者同时切除前筛气房。

病变位于蝶窦者中有３例采用 Ｗｉｇａｎｄ术式开放蝶
窦；３例采用 Ｍｅｓｓｅｒｋｌｉｎｇｅｒ术式切除中鼻甲基板开
放后筛和蝶窦。１例累及蝶窦和后筛者采用

Ｍｅｓｓｅｒｋｌｉｎｇｅｒ术式切除中鼻甲基板开放后筛和蝶窦。
１例位于后筛者采用Ｍｅｓｓｅｒｋｌｉｎｇｅｒ术式切除中鼻甲
基板后寻找受累气房并清理窦内真菌团块。对于位

于上颌窦泪前隐窝、颧隐窝及齿槽隐窝和蝶窦外侧隐

窝内的真菌团块，均用生理盐水反复冲洗，并用７０°内
镜反复检查确保无真菌团块残留。所有患者术中及

术后均未用抗真菌药物冲洗术腔。术后术腔行膨胀

海绵填塞，２ｄ后取出，术后２周门诊行鼻内镜复查，
术后随访６个月至１年。术后病理均为真菌团块。

２　结果

所有患者均临床治愈，无一例出现临床并发症。

术前不适症状均消失。术后随访 ６～１２个月（图
４～６），１例真菌球型蝶窦炎者术后半年复发，考虑
与复查不及时致窦口闭锁有关，经再次手术后随访

６个月未见复发。

３　讨论

真菌为条件致病菌，其孢子广泛存在于空气中，

可随呼吸定植于鼻窦腔，正常鼻窦黏膜上皮形成的

黏液毯具有自洁功能，一般不会发生真菌感染。但

是在机体免疫力下降，长期使用大剂量广谱抗生素

及糖皮质激素，或窦口阻塞、鼻窦黏膜炎症及纤毛功

能受损时则有利于真菌生长、繁殖，发生真菌性鼻窦

图１　左侧上颌窦真菌球，累及筛窦　　图２　右侧蝶窦真菌球　　图３　左侧后筛真菌球　　图４　左侧上颌窦真菌球术后
６个月复查　　图５　右侧蝶窦真菌球术后６个月复查　　图６　左侧后筛真菌球术后６个月复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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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Ｄｕｆｏｕｒ和Ｔａｘｙ根据动物实验推断鼻阻塞是真
菌性鼻窦炎发病的关键因素［１－２］。

真菌性鼻窦炎可以分为侵袭型和非侵袭型两

类，侵袭型又可分为急性和慢性侵袭型真菌性鼻窦

炎，非侵袭型又分为真菌球型和变应性真菌性鼻窦

炎。真菌球型鼻窦炎是最常见的真菌性鼻窦炎，多

发生于全身免疫状态正常的患者，其发病机制目前

多认为是鼻腔结构及解剖异常导致窦口堵塞引起窦

内低氧、低ｐＨ及纤毛清除功能障碍［３］，致真菌沉积

于鼻窦而不被清除，真菌菌丝互相缠绕而形成真菌

球。然而也有学者报道真菌球性鼻窦炎与鼻腔解剖

结构变异相关，但是在鼻腔容积宽侧的发生率较

高［４］。鼻中隔偏曲与真菌球型鼻窦炎之间并无显

著相关［５］，本组病例中同侧偏曲只占２６％。亦有报
道称真菌球型鼻窦炎患者中糖尿病的发病率显著高

于中国成人糖尿病的总发病率［６］。

大多数真菌球型鼻窦炎患者症状不典型，

１３．２％～２０％患者无症状，只是在偶然的头部影像
学检查中发现［７］。临床上遇到单侧头痛或面部疼

痛，鼻涕带血，鼻腔异味患者多需考虑真菌球型鼻窦

炎的可能。鼻内镜检查约有１／３～１／２患者可无明
显阳性体征，但是一旦在鼻腔中发现典型的干酪样

的真菌团块，即可确诊。真菌球型鼻窦炎最常受累

的鼻窦为上颌窦，本组病例中占８１．４％，其他依次
为蝶窦、筛窦，额窦受累罕见。文献报道９４％为单
一鼻窦发病，本组病例为９５％，少数也可逐渐累及
一侧多个鼻窦，双侧受累罕见。累及一侧多个鼻窦

多为周围鼻窦的阻塞性细菌性炎症，本组病例中只

在１例中发现蝶窦和后筛同时有真菌球存在，可能
为病程较长、真菌球突出窦腔累及周围鼻窦所致，其

余均为阻塞性炎症。真菌球型鼻窦炎大都有典型的

影像学特征。ＣＴ上可表现为单窦发病，窦腔内斑
点、片状钙化，黏膜增厚，窦壁骨质增生，窦口骨质吸

收等，钙化点或钙化斑是具有诊断意义的特征［８－９］。

真菌球在ＭＲＩＴ１ＷＩ表现为低或等信号，Ｔ２ＷＩ为极
低信号，甚至无信号，增强后无强化；伴有外周黏膜

炎症时Ｔ１ＷＩ黏膜多表现为中等信号，Ｔ２ＷＩ通常表
现为高信号，有明显强化［１０］。临床上 ＣＴ诊断有疑
问时可行ＭＲＩ检查，多可明确诊断。

真菌球型鼻窦炎内科治疗效果不佳，鼻内镜下

手术治疗是首选方案。治疗原则是彻底清除鼻窦内

全部真菌团块，并保证术后长期充分的引流通

道［１１］。临床上经影像学检查考虑真菌球型鼻窦炎

的患者应尽早手术治疗。手术根据受累鼻窦的不同

和术者经验选择 Ｍｅｓｓｅｒｋｌｉｎｇｅｒ或 Ｗｉｇａｎｄ术式，对
于蝶窦真菌球为保护嗅区黏膜功能建议尽量采用中

鼻道入路。术中要尽量扩大窦口并冲洗术腔，用７０°
内镜检查确保没有真菌团块残留。由于真菌球型鼻

窦炎８０％为曲霉菌感染，对黏膜无侵袭性，所以不必
使用口服抗真菌药物。然而对于术中及术后是否应

有抗真菌药液冲洗，很多学者持不同意见。许雨洲

等［１２］报道术中及术后应用５％碳酸氢钠冲洗鼻腔及
鼻窦，效果良好。姜元芹等［１３］报道术后用氟康唑液

冲洗术腔和生理盐水冲洗术腔进行比较，其效果大致

一样。王刚等［１４］报道，应用０．０５％的两性霉素Ｂ冲
洗术腔这便于抑制遗留在窦腔内的真菌生长繁殖，因

而可达到术后腔黏膜的快速恢复并降低复发率的效

果。本组４３例患者术中及术后均未使用抗真菌药物
冲洗，除一例因随访不及时复发外均取得满意疗效，

故真菌球型鼻窦炎患者术中及术后无需抗真菌药物

冲洗，但一定要延长随诊时间以避免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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