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２７卷第１期
２０２１年２月

中国耳鼻咽喉颅底外科杂志
ＣｈｉｎＪＯｔｏｒｈｉｎｏｌａｒｙｎｇｏｌＳｋｕｌｌＢａｓｅＳｕｒｇ

Ｖｏｌ．２７Ｎｏ．１
Ｆｅｂ．２０２１

　　ＤＯＩ：１０．１１７９８／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７－１５２０．２０２１２０１４１ ·论著·

长沙市青少年慢性鼻鼻窦炎流行情况调查

第一作者简介：赵伟亮，男，硕士，医师。

通信作者：赵斯君，Ｅｍａｉｌ：Ｚｈａｏｓｊ３９９１＠ｓｏｈｏ．ｃｏｍ

赵伟亮，赵斯君，王敏，黄敏，李
!

，彭湘粤

（湖南省儿童医院 耳鼻咽喉头颈外科，湖南 长沙　４１０００７）

　　摘　要：　目的　调查长沙市１０～１７岁学生慢性鼻 －鼻窦炎患病率及疾病对生活质量影响情况。方法　自
２０１７年８月—２０１８年２月对５５５６名学生通过问卷、专科体查的方式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并通过视觉模拟量表及
鼻腔鼻窦结局测试２０条对患儿生活质量进行评估。结果　长沙市中小学生慢性鼻－鼻窦炎患病率为５．０％（２８０／
５５５６）。慢性鼻－鼻窦炎对学生学习及生活可造成困扰，且生活质量会受到影响。患病学生认为对生活质量影响
最严重的问题依次为需要擤鼻涕、注意力不集中、沮丧、焦躁、易怒、难以入睡以及流脓鼻涕。结论　长沙市中小学
１０～１７岁学生慢性鼻－鼻窦炎患病率为５．０％；慢性鼻 －鼻窦炎对中小学生可造成学习及生活上的困扰，且会影
响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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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性鼻－鼻窦炎主要表现为持续至少１２周的
鼻腔与鼻窦黏膜炎症，该疾病也是日常生活中耳鼻

咽喉科常见疾病。它由多种致病因素以及遗传、解

剖因素共同引起，免疫机制复杂。笔者对长沙地区

１０～１７岁中小学生进行慢性鼻 －鼻窦炎流行病学
调查，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调查时间为２０１７年８月—２０１８年２月，调查对

象为长沙地区１０～１７岁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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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方法
１．２．１　问卷调查　使用根据我国慢性鼻 －鼻窦炎
诊断和治疗指南［１］及儿童鼻 －鼻窦炎诊断和治疗
建议［２］自行设计的“慢性鼻－鼻窦炎调查表”，主要
内容包括：被调查者一般人口学特征（姓名、年龄、

性别、身高、体重、学校、年级、生活环境）、慢性鼻 －
鼻窦炎相关内容，以及疾病是否对生活、学习造成困

扰，且包含了视觉模拟评分，鼻腔鼻窦结局测试

２０条等。所有内容均由被调查者本人填写。调查
表信度：从内部结构一致性和跨时间稳定性两个方

面检验：①内部结构一致性：计算克朗巴赫系数α＞
０．８；②跨时间稳定性：通过同一调查者对病例组前
３０例患儿４８ｈ内的重复调查，计算２次结果的项内
相关系数ＩＣＣ＞０．８。
１．２．２　调查方法　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方法。根据
公式 （取９５％置信度，误差控制在２％以内），得出
最小样本量约为 １０００，而本调查将样本增加至
５０００例以上。抽取长沙市地区共２８所小学及８所
中学。至学校中发放调查问卷，并对所有被调查学

生进行统一专科体查，最后进行诊断。调查实施过

程中，所有被调查学生均可正确选择各问卷项目。

由于鼻内镜设备使用条件限制，因此本课题主要采

用前鼻镜来进行检查。对于体查异常，或者体查呈

现阴性但有明显症状的被调查者，建议其到医院行

进一步相关检查并规范治疗。

１．２．３　诊断标准　参照我国儿童鼻 －鼻窦炎诊断
和治疗建议（２０１２，昆明）［２］。诊断时依据主要症状
和体征，以２种或２种以上相关症状为依据，但主要
症状中的鼻塞、黏性或脓性鼻涕必具其一，并结合鼻

（内）镜检查结果进行综合判定。

１．３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２３．０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数

资料以率表示，采用 Ｐｅａｒｓｏｎχ２检验，以及 Ｗｉｌｃｏｘｏｎ
符号秩和检验、ＫｒｕｓｋａｌＷａｌｌｉｓ检验，Ｐ＜０．０５为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慢性鼻－鼻窦炎患儿的问卷调查结果统计
共发放问卷５７９１份，回收有效问卷５５５６份，

有效率９５．９％，经筛查及问诊、专科体查，诊断１０～
１７岁儿童慢性鼻－鼻窦炎者２８０例，其整体患病率
为 ５％（２８０／５５５６）。其中男性占 ５．４％（１７０／
３１２２），女性占４．５％（１１０／２４３４）。男性患病率略

高于女性，两者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２＝２．４５０，
Ｐ＝０．１１８）。
１０～１２岁患者１１４例（占４．５％），１３～１４岁患者

１１０例（占５．１％），１５～１７岁患者５６例（占６．３％）。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２＝４．４５７，Ｐ＝０．１０８）。

调查的５５５６例中，４８４６例居住城市，２４０例诊
断为慢性鼻－鼻窦炎（占５．０％）；４０４例居住于郊区，
２２例诊断为慢性鼻 －鼻窦炎（占５．４％）。３０６例居
住农村，１８例诊断为慢性鼻－鼻窦炎（占５．９％）。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χ２＝０．６７０，Ｐ＝０．７１５）。
２．２　慢性鼻－鼻窦炎对患儿生活质量的影响情况

５５５６名学生均填写疾病对学习生活有无困扰，
患病学生中，有困扰者占７３．６％（２０６／２８０）。与非慢
性鼻 －鼻窦炎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μ＝
２２．７１３，Ｐ＜０．０１）。对不同性别、年龄、环境等因素造
成困扰的情况分析，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详见表１。

表１　不同因素对学习及生活困扰的分布状况　（例）
相关因素 无困扰 困扰较小 具有一定困扰 困扰非常大 合计

分型

　ＮＣＲＳ ４３２０ ８６８ ８２ ６ ５２７６
　ＣＲＳ ７４ １６６ ３８ ２ ２８０
年龄（岁）

　１０～１２ ３０ ７０ １４ ０ １１４
　１３～１４ ３２ ６１ １６ １ １１０
　１５～１７ １２ ３５ ８ １ ５６
性别

　男 ３８ １１２ １８ ２ １７０
　女 ３６ ５４ ２０ ０ １１０
地域

　城市 ６１ １４５ ３２ ２ ２４０
　郊区 ７ １１ ４ ０ ２２
　农村 ６ １０ ２ ０ １８

　　注：ＣＲＳ为慢性鼻－鼻窦炎；ＮＣＲＳ为非慢性鼻－鼻窦炎。

被调查者均需完善视觉模拟量表评分表，慢性

鼻－鼻窦炎患儿与非慢性鼻－鼻窦炎患儿进行情况
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μ＝２４．１９５，Ｐ＜０．０１）。
慢性鼻 －鼻窦炎患儿中生活质量受到影响者（评分
＞５分）３８例，占１３．６％（３８／２８０）。根据评分结果，
患病学生中，轻度困扰者 １４３例，占 ５１．１％（１４３／
２８０），中度困扰者６２例，占２２．１％（６２／２８０），重度
困扰者１０例，占３．６％（１０／２８０），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μ＝２３．７８１，Ｐ＜０．０１）。
２８０例慢性鼻 －鼻窦炎患儿，均要求在医生指

导下填写完成鼻腔鼻窦结局测试２０（ＳＮＯＴ２０）量
表，选择不同条目造成的困扰。其中每个项目累积

总分最高的前５项依次为：需要擤鼻涕、注意力不集
·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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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流脓鼻涕、鼻涕倒流（咽喉）及睡醒后觉得累。

２８０例慢性鼻 －鼻窦炎患儿，需要在鼻腔鼻窦
结局测试２０（ＳＮＯＴ２０）量表中，进一步选择认为对
生活影响最严重的几个问题（最多５项）。根据结
果，依次为：需要擤鼻涕（４７．９％）、注意力不集中
（３８．６％）、沮丧、焦躁、易怒（２５．０％）、难以入睡
（２４．３％）以及流脓鼻涕（２２．１％）。

３　讨论

本研究主要针对长沙市的中小学生（１０～１７岁）
进行调查，也是长沙市地区针对慢性鼻 －鼻窦炎的
首次调查。数据显示，患病学生共２８０例（５．０％），
其中１３～１４岁患病率为５．１％，相比国内学者的调
查结果６．７３％［３］稍低。而１５岁以上的儿童中慢性
鼻－鼻窦炎患病率为 ６．３％，也低于国内学者［４］

２０１３年在郑州对高中生患病率的调查结果７．２７％。
１０～１２岁年龄段情况，因其他地区的研究相对缺乏
或调查时间较久，故未进行对比。这些结果的差异

可能是因不同地域环境因素导致。此外，根据调查结

果，中学生患病的百分比更高，而由于长沙地区过去

没有该疾病的调查报告，其增长趋势目前尚不明确。

我国学者［５］在２０１５年对７个城市的１０６３６名
国民进行了问卷调查，指出我国慢性鼻 －鼻窦炎自
报患病率为８％，高于本课题研究数据（５％）；而另
一项１５个城市的调查发现年龄标准化后的患病率
为２．２％［６］，比本课题数据低。其中一个原因可能

为课题所研究的对象基于不同的年龄组，本课题调

查对象主要为１０～１７岁学生，而其他两项研究主要
调查对象为成年人。同时，调查方法也存在一定的

差异，本研究中使用的是问卷调查与专科检查结合。

另外两者，一者为单独问卷，一者为随机电话调查。

此外，在进行调查填写时，尽管在调查表中有询问近

２周时间内是否感冒这一选项，但被调查者在以
１２周作为区分急慢性鼻－鼻窦炎时间标志时，仍可
能难以区别复发性急性鼻－鼻窦炎与慢性鼻－鼻窦
炎［７］，从而使得患病率的结果受到影响。

本研究发现慢性鼻 －鼻窦炎患者在城市、郊区
及农村中患病率分别为５．０％、５．４％和５．９％，统计
分析不同的生活环境中并没有影响。而另一项中国

１８个主要城市的调查结果提出慢性鼻 －鼻窦炎患
病率表现出一定的地理差异［８］（范围 ０．５％ ～
６．７％），这可能是由于本课题研究范围在同一城
市，地域跨度不大，也可能因郊区及农村地区样本量

较小而导致。此外，被调查者对于生活环境的概念

可能存在一定的混淆，对于城市及城郊等地区无法

很好的区分，也可能是差异不明显的原因之一。本

研究统计得出慢性鼻 －鼻窦炎在男性的患病率
（５．４％）比女性（４．５％）稍高，这与韩国一项研究结
果相一致［９］，但与西方国家的研究结果相反［６，１０１１］。

这种差别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在东西方国家中，男女

生活方式不同，以及慢性鼻 －鼻窦炎相关症状感觉
存在差异。对此，需要有关该疾病流行病学的进一

步研究来解决这个问题。在不同年龄段患病率的分

析中，发现并不存在明显的差异。而在更大区域或

者年龄范围中的调查中，Ｋｉｍ等［９］发现慢性鼻 －鼻
窦炎在老年人中更为普遍。在欧洲的一项调查中则

显示慢性鼻－鼻窦炎患病率随年龄下降。加拿大的
一项调查显示，患病率随着年龄增长而增加，并在

６０岁后趋于平稳［１１］。这可能是由于我们课题研究

的１０～１７岁年龄中样本均为儿童，生活模式及习惯
相近，以及鼻腔解剖发育尚未完全所导致。

慢性鼻－鼻窦炎对生活质量的影响，是通过问
卷调查分析得出的主观调查结果。对于中国儿童，

该人群最受社会及家庭关注的便是学习与教育情

况。我国普遍存在学习任务重、压力大的情况，而慢

性鼻－鼻窦炎又有可能与这些负担共同影响学生的
生活质量，或对他们造成困扰。本研究要求被调查

者回答慢性鼻－鼻窦炎对其学习及生活是否造成困
扰，并对慢性鼻－鼻窦炎是否影响生活质量作出评
价。ＶＡＳ评分法已用于很多疾病的主观评价，包括
疾病的感觉或心情的描述及测量［１２１３］，它能够非常

直观地反映患者对疾病严重程度的总体判断［１４］。

而ＳＮＯＴ２０量表也已在我国广泛应用于评估慢性
鼻－鼻窦炎生活质量［１５］。因此本研究的调查表能

一定程度上反映生活质量影响的问题。根据结果，

慢性鼻－鼻窦炎患儿中有７３．６％主观上认为疾病
对自己的学习与生活造成了困扰。主观视觉模拟评

分结果则提示生活质量受到影响者占患病学生的

１３．６％。ＳＮＯＴ２０量表提示患病学生认为影响最严
重的问题依次为需要擤鼻涕、注意力不集中、沮丧、

焦躁、易怒、难以入睡以及流脓鼻涕，该结果也与国

内相关文献报道相似［１４］。而从累积得分来看，最高

前５项依次是需要擤鼻涕、注意力不集中、流脓鼻
涕、鼻涕倒流（咽喉）及睡醒后觉得累。这些都反映

出疾病对学生生活质量造成了影响，且能影响学习、

生理及心理等问题。因此，建议家长及儿童需加大

对该病的重视程度。而这也提示了研究儿童鼻－鼻
·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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窦炎相关问题的价值。

综上所述，本研究初步掌握了长沙地区 １０～
１７岁中小学生慢性鼻－鼻窦炎的流行情况，提供了
有关慢性鼻－鼻窦炎在长沙市中小学生中流行的数
据。研究发现可能有助于人们对慢性鼻－鼻窦炎流
行病学的理解，并为长沙地区慢性鼻 －鼻窦炎公共
卫生政策的制定和推广提供重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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