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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目的　探讨颈部坏死性筋膜炎（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ｎｅｃｒｏｔｉｚｉｎｇｆａｓｃｉｉｔｉｓ，ＣＮＦ）的病因、诊断和治疗，从而提高外
科医生对坏死性筋膜炎的认知度。方法　回顾性分析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耳鼻咽喉科２０１１年１月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收治的临床资料完整的颈部坏死性筋膜炎患者１６例，所有患者在入院后接受紧急手术，其中１０例
患者接受了１次清创手术，６例患者接受了两次以上的清创手术，１０例患者进行了气管切开术。结果　１６例患者
经手术及药物治疗均痊愈。其中３例合并糖尿病患者并发下行坏死性纵隔炎，经颈部清创术联合胸腔镜手术及药
物治疗均痊愈；１０例进行了气管切开术的患者出院前气管套管均拔除，均无气管狭窄等并发症。所有患者平均住
院时间３２ｄ，出院后随访３个月，无复发，情况良好。结论　颈部坏死性筋膜炎是病情凶险、发展迅速、死亡率较高
的颈部感染性疾病，早期诊断、彻底清创、联合应用敏感抗生素及配合全身支持治疗是诊治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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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坏死性筋膜炎（ｎｅｃｒｏｔｉｚｉｎｇｆａｓｃｉｉｔｉｓ，ＮＦ）是由多
种细菌混合引起的一种爆发性、致命性的软组织感

染，其多发生于胸腔、四肢、腹股沟及会阴部，颈部较

少见。多发生于免疫力低下的成人。ＮＦ首先由
１８７１年Ｊｏｎｅｓ在南北战争中提及，后于１９５２年 Ｗｉｌ
ｓｏｎ正式命名［１２］。头颈部 ＮＦ进一步分为：颅面坏
死性筋膜炎和颈部坏死性筋膜炎（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ｎｅｃｒｏｔｉｚ
ｉｎｇｆａｓｃｉｉｔｉｓ，ＣＮＦ）［３］．与典型的颈部感染不同，ＣＮＦ
的病情凶险，进展迅速，可在数小时内出现严重的并

发症而危及生命，病死率较高。ＣＮＦ是一种严重的
坏死性感染，主要侵犯颈部浅筋膜和深筋膜，一般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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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及肌肉，常引起皮肤小静脉的血栓形成，并导致皮

肤和深层组织的坏死。下行性纵隔炎（ｄｅｓｃｅｎｄｉｎｇ
ｎｅｃｒｏｔｉｚｉｎｇｍｅｄｉａｓｔｉｎｉｔｉｓ，ＤＮＭ）是ＣＮＦ最严重的并发
症之一。我院自２０１１年１月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成功救
治ＣＮＦ１６例，现对其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研究。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上海市交通大学附属仁济医院耳鼻咽喉科

２０１１年１月～２０１７年１２月共收治 ＣＮＦ１６例，其中
男１０例，女６例；年龄为２５～８４岁，平均４６岁；病
程２～１０ｄ，平均 ４．５ｄ。其中有糖尿病病史 ８例
（８／１６，５０％），恶性肿瘤病史１例（１／１６，６．３％）。
１．２　发病原因

１６例ＣＮＦ患者发病原因为：咽喉部感染及扁桃
体周围脓肿６例（６／１６，３７．５％），牙源性感染４例
（４／１６，２５％），咽部异物３例（３／１６，１８．８％），原因
不明３例（３／１６，１８．８％）。
１．３　临床表现

１６例患者均有吞咽疼痛症状，首发症状出现后
２４～４８ｈ内不同程度出现颈部肿胀伴颈部肿块，有
压痛，局部皮温升高，并且在所涉及的皮肤和正常皮

肤之间的没有明显分界。患者均有发热，体温３８～
４０℃，其中 ６例出现张口困难和呼吸困难（６／１６，
３７．５％）。３例患者并发ＤＮＭ（３／１６，１８．８％），该３例
病例都患有糖尿病病史，其余患者无明显其他并发症

出现。白细胞（１２．５～２５．８）×１０９／Ｌ。
１．４　辅助检查

所有患者均行 ＣＴ平扫 ＋增强，显示病变部位
不同程度的皮下组织增厚和炎症浸润，多个颈部间

隙及颈部空腔的积液并伴有积气影。如图１。

１．５　病原微生物
１６例患者均行脓液培养，微生物分析的结果

１０例（１０／１６，６２．５％）患者为阳性，６例患者为阴
性。最常见的病原体是β溶血性链球菌，其在５０％
患者（５／１０）中分离。３例肺炎克雷伯杆菌（３／１６，
１８．８％），３例草绿色链球菌细菌（３／１６，１８．８％），葡
萄链球菌２例（２／１６，１２．５％），２例分离出一些不常
见的细菌（粪肠球菌）和真菌（白色念珠菌）。５例发
现两种以上细菌。

１．６　治疗方法
所有患者入院后立即开放静脉通道，给予抗炎

支持治疗，保持生命体征平稳。急诊行颈部 ＣＴ平
扫，部分同时行胸部ＣＴ平扫，初步判断了解颈部感
染波及的间隙、脓腔范围以及评估患者气道梗阻等

情况。所有患者在入院后２４ｈ内接受紧急清创手
术，其中１０例患者接受了单一手术，６例患者接受
了两次以上的清创术。本研究中１０例患者（１０／１６，
６２．５％）在紧急情况下进行了气管切开术。术后伤
口每日冲洗换药 ２～３次，静脉给予泰能 １ｇ，
１次／１２ｈ，连用２周，或万古霉素０．５ｇ，１次／８ｈ，连
用２周，并根据脓液细菌培养及时调整敏感抗生素。
其中３例合并糖尿病患者并发 ＤＮＭ，颈部清创手术
同期联合胸外科行胸腔镜下纵隔脓腔引流术，术后

留置胸腔闭式引流。术后患者尽早恢复肠内营养，

并根据情况给予输血等支持治疗，糖尿病患者调整

胰岛素用量并监测。

颈部脓肿清创手术一般采取颈部横切口，手术

清创术创口达到病变的边缘，钝性分离到达脓腔，术

中见多个脓肿间隙，脓液量达５０～２００ｍｌ，充分分离
各个间隙，使各个病变间隙相互贯通，彻底清除脓液

和坏死组织，直到皮肤边缘出现新鲜血迹，术中反复

碘伏、生理盐水进行局部冲洗。较早期诊治的患者

图１　ＣＴ平扫＋增强示颈部坏死性筋膜炎伴下行性纵隔炎，皮下组织增厚及炎症浸润，会厌周围强化，中间低密度影，提示脓
肿形成（Ａ左侧白色箭头），左颌下间隙，咽旁隙（Ａ右侧白色箭头）、后上纵隔（Ｂ白色箭头）、颈动脉鞘间隙（Ｃ黑色箭头）均见
低密度积液影，提示间隙脓肿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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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例，３７．５％）术后笔者采取了伤口敞开不缝合，伤
口予以纱条填塞引流，每日伤口冲洗换药，周围肉芽

组织生长，伤口逐步愈合。后期诊治的患者（１０例，
６２．５％）予以术后缝合部分伤口，留置 Ｔ管，Ｔ管贯
通各个病变间隙，术后每日通过 Ｔ管冲洗伤口，拔
除Ｔ管后，伤口自愈。Ｔ管引流患者中进行二次清
创术的患者１例。咽旁脓肿、咽后壁脓肿和扁周脓
肿，则经口内局部黏膜肿胀处切开，钝性分离至脓腔

（咽旁脓肿、扁周脓肿同期行双侧扁桃体剥离术），

彻底清除脓腔，术后口内伤口不缝合。纵隔脓肿均

在颈部清创手术同期行胸腔镜下纵隔脓肿引流术，

术中引流脓液量约为１５０～２００ｍｌ，放置胸腔闭式引
流，术后观察引流量，每日引流量减少至２０ｍｌ，拔除
引流管。

２　结果

１６例患者经手术及药物治疗均痊愈出院，无一
例死亡。其中３例合并糖尿病患者并发ＤＮＭ，经过
胸外科联合胸腔镜引流术及药物等综合治疗后痊

愈。１０例进行了气管切开术的患者出院前气管套
管均拔除。１６例患者中除３例并发ＤＮＭ，其余患者
无明显并发症。１６例患者平均住院时间为３２ｄ（最
少２１ｄ，最多４５ｄ）；其中术后伤口敞开患者，平均住
院时间为３５ｄ，术后伤口 Ｔ管冲洗患者平均住院时
间２７ｄ。所有患者出院后随访３个月以上，无复发
病例。

３　典型病例

患者，女，６７岁，２０１２年６月１１日因“发热１周
余，颈部肿胀伴吞咽困难２ｄ”入院，患者于１周前
无明显诱因下发热，当时无颈部肿胀，外院抗炎治疗

（头孢噻吩钠）后发热症状好转，后自觉颈前区肿

胀、皮温高，伴有吞咽困难、声音嘶哑、发热，体温

３９℃，颈部无皮肤破溃，无呼吸困难、无四肢浮肿。
外院ＣＴ示：“颈部甲状腺旁、咽旁、左侧锁骨上区及
左侧背部软组织内见散在积气影，右侧咽旁见软组

织密度影，纵隔内见积气影，食管中段壁似增厚，与

周围间隙模糊”（图 ２Ａ、Ｂ）。后来我院就诊，收住
院。否认咽部异物史、否认牙痛病史、否认糖尿

病史。

入院查体：神清，Ｔ３９℃，ＨＲ１３０次／ｍｉｎ，ＢＰ
１１０／６０ｍｍＨｇ；咽喉部：咽稍充血，双扁桃体（－），

左侧咽侧壁肿胀，左侧梨状窝外侧壁向内隆起，黏膜

肿胀，会厌（－），声带活动尚可；颈部：颈软，颈前区
及左侧皮肤弥漫性红肿，皮温高，压痛不明显，颈前

局部可及捻发感；实验室检查：ＷＢＣ１７．２６×１０９／Ｌ、
Ｎ８７．９％、Ｌ４．８％、ＨＧ１２０ｇ／Ｌ、ＰＬＴ１７９×１０９／Ｌ。
肝肾功能未见明显异常。急诊行颈部脓肿切开引流

＋食管镜探查术。术中见左颈鞘处巨大脓肿，甲状
腺上极组织坏死，脓肿上至舌骨后方，下至锁骨上

窝，食管入口及梨状窝见脓液流出。食管镜下见食

管上端（约 ２２ｃｍ处）见脓性分泌物，未见异常肿
块、异物及穿孔。术后１ｄ复查 ＣＴ示：左侧胸壁及
纵隔多发低密度影，双侧胸腔积脓（图２Ｃ、Ｄ）。胸
外科急诊行纵隔（经右胸）脓肿引流 ＋空肠造瘘术，
本科继续颈部扩大清创，术中见纵隔巨大脓肿形成，

颈部见多个脓肿腔隙，颈部伤口予以敞开，脓腔纱条

引流，放置胸腔闭式引流。术后予以泰能 ＋万古霉
素抗炎、空场造瘘营养等对症支持治疗，颈部伤口双

氧水、碘伏、甲硝唑冲洗２次／ｄ。术后体温时有反
复，予以对症处理，术中及术后多次脓液及血液培养

加药敏，均未见细菌生长。术后６ｄ，颈部伤口脓液
减少，见新鲜肉芽组织生长，胸骨上窝及左侧颈部伤

口可见少量脓性分泌物渗出，故予以颈部伤口部分

缝合，继续纱条引流，换药２次／ｄ，体温逐步平稳，
于术后２周停用抗生素、拔除胸腔引流管。术后

图２　典型病例 ＣＴ平扫显示颈部坏死性筋膜炎伴下行性
纵隔炎，皮下组织（Ａ和Ｂ白色箭头）、肩部及背部皮下组织
（Ｂ黑色箭头）中脂肪组织消失，并有积气影（“气泡征”）；同
时ＣＴ也显示了纵隔中积液及积气影（Ｃ和Ｄ白色箭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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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周改为换药每天１次，颈部伤口逐渐愈合，于入院
２８ｄ痊愈出院，门诊随访至今，一般情况良好。

４　讨论

ＮＦ是一种广泛而迅速的以皮下组织和筋膜坏
死为特征的软组织感染，常伴有全身中毒性休克，多

发于腹部及四肢，颈部少见。ＮＦ通常可分为５类：Ｉ
类，多微生物混合型；ＩＩ类，溶血性链球菌 Ａ型；ＩＩＩ
类，气性坏疽；ＩＶ类，会阴部坏死性筋膜炎；Ｖ类，颈
内静脉血栓性静脉炎［４－５］。１９９５年 Ｂａｎｅｒｊｅｅ等［６］

报道将ＣＮＦ从颅面坏死性筋膜炎中单独区分，因为
前者是一种更具侵袭性的病理过程。ＮＦ可发生于
各个年龄段，亦没有种族易感性。在本研究中，性别

差异明显。笔者发现，ＣＮＦ在男性中发病率更高（男
性１０例，女性６例）。Ｆａｌａｇａｓ等［７］回顾８４项有关
性别差异的研究中报道了男性比女性更频繁地发生

呼吸道感染。另外，男性经常被发现是呼吸道感染

并发症发展的危险因素，与我们发现的发病率的性

别差异相符。

ＣＮＦ发病因素中咽喉部感染，包括扁桃体周围
脓肿是其重要因素之一，而其他因素包括牙源性感

染，异物或导管插入导致的组织损伤以及术后伤口

感染。本文中有３例患者无明显发病原因，我们推
测可能是病原微生物通过黏膜的微小创面进入体

内，而患者本人未予以重视。免疫功能低下者，如糖

尿病、恶性肿瘤、ＨＩＶ感染者及酗酒者为 ＣＮＦ高危
因素［８］。其中糖尿病是最为公认的高危因素，其患

者可能发生并发症的概率显著增高。本研究中有

５０％的患者有糖尿病病史，而且合并有下行性纵隔
炎的３例患者均有糖尿病病史。Ｕｍｅｄａ等［９］报道了

４８例ＣＮＦ伴下ＤＮＭ的患者，其中伴糖尿病患者的
死亡率为３９．５％，显著高于无基础疾病患者的死亡
率（１６．７％）。糖尿病患者物质代谢紊乱，碳水化合
物利用障碍，脂肪分解增多，蛋白质代谢负平衡，使

得机体免疫功能减退，处于易感染状态，同时糖尿病

患者脂肪代谢产物增多并在机体内蓄积，增加革兰

氏阴性杆菌在体内的生长和繁殖能力，高血糖状态

也有利于细菌等致病微生物生长，从而导致机体感

染、脓肿形成及并发症发生的风险增高。

颈部的筋膜将颈部分成许多潜在的蜂窝组织间

隙（气管前间隙、颈后间隙和椎前间隙等），这些间

隙向下与心包膜、壁层胸膜和纵隔相通，从而成为颈

部及咽喉部感染进入胸腔的入口及通道［１０］。这一

解剖特征导致咽部的原发感染容易沿上述通道向下

扩散并发ＤＮＭ［１１］。ＤＮＭ是ＣＮＦ的严重并发症，在
免疫功能低下的患者中更容易发生［１２］。本研究中，

３例糖尿病患者诊断为 ＣＮＦ伴 ＤＮＭ。据文献报
道［１３］，并发ＤＮＭ的患者死亡率约为不伴有ＤＮＭ患
者的３倍。脓毒血症是ＣＮＦ的最差预后指标，而合
并ＤＮＭ的ＣＮＦ患者进展至脓毒血症的发生率高达
３０％［１３］，因此 ＤＮＭ是 ＣＮＦ严重、棘手的并发症
之一。

ＣＮＦ主要依据其临床表现及术中所见，并根据
术中病理确诊。患者潜伏期２～５ｄ，多有咽痛、吞咽
痛等症状，后颈部皮肤出现充血、水肿、局部胀满感，

与周围正常组织无明显边界，触之皮下捻发感，若未

及时治疗，随着疾病的进展，皮肤周围营养血管因炎

症导致血栓性静脉炎，局部皮肤颜色变暗，呈灰褐

色，出现水泡并可融合，表面皮肤坏死［１４］。这些症

状往往伴有中、高度发热。ＣＮＦ并发 ＤＮＭ的诊断
标准要求如下：①严重的颈部感染临床表现；②纵隔
感染的影像学特征；③术中证实纵隔有坏死炎症组
织；④颈部病变与纵隔病变存在可能的发展关系和
过程 ［１５］。

ＣＴ检查在 ＣＮＦ诊断中是必不可少的，ＣＮＦ的
ＣＴ影像学表现包括颈部各间隙脂肪影消失，颈阔肌
增粗，部分颈阔肌中断，胸锁乳突肌表面筋膜强化，

颈深筋膜间隙内积液，颈间隙内气体积聚。脓肿在

ＣＴ平扫上表现为分叶状或类圆形，边缘模糊，低密
度影，与周围正常组织常无明显分界，增强 ＣＴ扫描
可见脓壁明显强化，且厚薄不均，形成一个环形增强

影。皮下组织中由产气厌氧菌产生的”气泡征”是

ＣＮＦ的一个影像学特征性表现［１４，１６］。本组病例中

有６例是通过“气泡征”这一影像学特征来诊断的。
ＣＴ检查不仅可以辅助诊断、明确病变解剖范围、为
更有效的手术干预提供依据，同时在监测纵隔、心

包、肺部并发症以及疾病复发的诊断上起至关重要

的作用［１７－１８］。

ＣＮＦ常是多种微生物混合感染，包括需氧菌、
兼性厌氧菌及厌氧菌［１９］。溶血性链球菌Ａ型、葡萄
链球菌是导致面部 ＮＦ的最常见的致病微生物，它
们被认为是 ＮＦ的主要感染生物体和主要病原体。
最近文献已经表明［２０－２１］，肺炎克雷伯菌也可能导致

ＮＦ，好发于免疫力低下如 ＨＩＶ患者及糖尿病患者。
因此，在未明确具体的致病菌之前，应联合利用抗生

素覆盖革兰氏阳性、阴性菌及厌氧菌，再根据细菌培

养＋药敏调整抗生素。一些学者主张使用高压氧进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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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辅助治疗，因其可直接对厌氧菌进行杀菌，但其作

用效果及经济效益仍存在争议［３，２２］。

一经确诊，尽早及时治疗是ＣＮＦ获得更好预后
的关键，因为其死亡率与延迟干预治疗有相关

性［２２］。Ｍｃｈｅｎｒｙ等［２３］强调了早期清创的重要性，文

献中提到：患者均在急诊就诊后的２４ｈ内进行手术
治疗并且无一死亡。患者可能需要进行一次以上的

清创术，如病情需要，将在术后２４～３６ｈ后进行第
二次手术探查。医疗团队合作在患者第一次清创术

后尤为重要，需要不断监测感染的发展情况及患者

全身情况，并确定是否需要再一次手术清创。在近

几年的治疗中，我们不断摸索，对术后伤口的处理，

我们使用放置 Ｔ管来取代纱条填塞。本研究病例
结果也证明该方法是行之有效的，放置 Ｔ管的患者
其住院天数较伤口敞开患者天数短（２７ｄｖｓ３５ｄ）。
但本组放置Ｔ管的患者中１例患者接受了第二次颈
部清创手术，总结其原因是由于 Ｔ管放置位置未能
贯通所有脓腔，术后冲洗不充分。虽然留置 Ｔ管不
失为术后伤口处理的有效方法，但其原则是术后换

药可通过 Ｔ管彻底冲洗各个脓肿，没有死腔存在。
除此之外，保持气道通畅是治疗的重中之重，中重度

喉梗阻和张口困难的患者应考虑气管切开，由于术

中对咽后间隙及上纵隔气管食管沟组织牵拉、损伤

等，导致组织水肿和呼吸困难，术后可能发生气道梗

阻，因此应预防性行气管切开术。除了手术治疗外，

还应经验性使用广谱抗生素，在ＣＮＦ中抗生素的使
用没有统一标准。由于病原微生物检查结果至少需

要２４～４８ｈ，因此等待其结果后才开始抗生素治疗
是不可取的。经验性抗生素方案应包括耐青霉素酶

的青霉素以覆盖链球菌和葡萄球菌、覆盖革兰氏阴

性细菌的氨基糖苷类以及覆盖厌氧生物的克林霉素

或甲硝唑。同时需监测各项生命体征、应重视患者

原有基础疾病的治疗。并发糖尿病的患者，应首先

调整控制血糖。对于无法进食的患者，需加强全身

营养支持，给予鼻饲高蛋白、高维生素和低脂肪饮

食，必要时给予肠外营养；定期复查电解质、肝肾功

能等，注意药物及疾病本身导致的肝肾功能损伤及

其他并发症，注意水电解质平衡，并及时纠正。

总而言之，ＣＮＦ是病情凶险、发展迅速、死亡率
较高的颈部感染性疾病。ＤＮＭ是 ＣＮＦ最严重的并
发症之一。早期诊断、抗生素治疗和手术彻底清创

是治疗患者成功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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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耳鼻咽喉颅底外科杂志》稿约

　　《中国耳鼻咽喉颅底外科杂志》是由教育部主管、中南大学及中南大学湘雅医院主办、国内外公开发行
的唯一一本耳鼻咽喉颅底医学学术性期刊，是中国科技核心期刊（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以高中级耳

鼻咽喉头颈外科工作者为主要读者对象，重点报道耳鼻咽喉头颈外科领域先进的科研成果、基础理论研究及

先进的诊疗经验，旨在反映、传播、交流耳鼻咽喉颅底外科基础与临床研究成果、经验总结和促进学科发展。

一、栏目设置

本刊设有述评、专家论坛、论著、临床报道、病案报道、教学园地、技术与方法、综述等栏目。

二、投稿须知及要求

１．投稿须知
投稿采用网上远程投稿方式，请登陆本刊网站ｈｔｔｐ：／／ｗｗｗ．ｘｙｏｓｂｓ．ｃｏｍ点击中文界面左侧的“作者投稿

查稿”，如果是第１次登陆则请先注册。本刊不接受纸质及 Ｅｍａｉｌ投稿。文稿均采用 ｗｏｒｄ格式，免收审稿
费。网上投稿时不需提供单位证明，但稿件被采用后须附单位介绍信和每位作者的亲笔签名。若有基金项

目资助的文章须附基金项目批准号复印件。如遇特殊情况可与本编辑部联系。

２．投稿具体要求请见本网站内稿约。
三、稿件处理与发表

被接受的稿件一般在２个月左右通过远程系统通知作者稿件的处理意见，修回后的稿件一般在４～
６个月内刊登，作者需了解稿件处理进展情况可以登陆本刊网站在线查询，在接到稿件处理意见前切勿另投
他刊，如有特殊情况请与编辑部联系。修改时作者须附信逐条修改回答修稿意见提出的全部问题，退修４周
内不返回者，视作者自动退稿处理。出版前的清样由作者校对，一般只作印刷错误的修正。清样校对须在５
个工作日内返回。被录用的稿件按规定收取版面费，本刊刊登的文章，包括其中图表的使用权归中国耳鼻咽

颅底外科杂志社所有。本刊有权以电子期刊及光盘等方式出版接受登载的论文，未经本刊同意，论文任何部

分不得转载他处。已刊登的文章按规定给作者邮寄当期杂志４本。
四、联系方式

１．投稿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ｘｙｏｓｂｓ．ｃｏｍ；
２．Ｅｍａｉｌ：ｘｙｅｎｔ＠１２６．ｃｏｍ；
３．电话（传真）：０７３１－８４３２７４６９；０７３１－８４３２７２１０；
４．邮编：４１０００８；
５．联系地址：湖南省长沙市湘雅路８７号（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内）

　　　　　　　 中国耳鼻咽喉颅底外科杂志编辑部　　
·３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