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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波热凝下鼻甲治疗慢性肥厚性鼻炎 140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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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肥厚性鼻炎是临床上一种常见病，门诊复诊率高，最
常见的治疗方法是下鼻甲硬化剂注射和电凝疗法，但这些方
法疗程均较长，且病人痛苦大，效果欠佳。 我院自 1999年 3
月 ~2002年 8月采用珠海和佳医疗器械公司生产的 EBH-III
型微波治疗仪热凝下鼻甲治疗 140例慢性肥厚性鼻炎取得
了满意的效果。 现报道如下：
1%%%%一般资料

本组 140 例，男 89 例，女 51 例；年龄 12~60 岁，平均
38.7岁；病程 2~20年，平均 6年。 临床表现为鼻塞、头昏。
2%%%%治疗方法

先在肥厚的下鼻甲内注入 2%得多卡因 2-3mL， 一般不
加血管收缩剂，以便于观察热凝时下鼻甲缩小的情况。 将微
波辐射器在直视下插入肥厚的粘膜下，可用单极，也可用双
极辐射器，选用微波输出功率为 45w，作用时间 2%S，并可作
多点热凝，热凝时可见组织迅速缩小、发白、无烟雾、无焦疤、
无出血。 第 1次治疗后如需作再次治疗，可按上述方法进行。
3%%%%疗效观察

疗效以下鼻甲缩小及通气改善为标准。 140例中显效 99
例，术后通气明显改善，不再使用血管收缩剂；改善 28例，偶
用血管收缩剂；无效 13例，治疗后症状无改善。 总有效率为
90.7%。 术后无 1例出现鼻腔大出血，1周内部分患者仅有血
涕，疼痛次日即明显减轻，术者皆无头痛现象发生；49例术后
1~2周下鼻甲表面附有痂皮，需清理。 2次治疗者 18例。
4%%%%讨论

微波的治疗作用主要是内生热和外热效应。治疗中使用

剂量与作用时间、机器输出功率成正比，组织损伤程度取决
于微波剂量和被照射物的生物物理参数，如电解常数等。 微
波在生物体内产热方式主要是由于高频的交变电磁场引起
的离子线性振动产生离子损耗和极性分子的转动产生电解
质损耗。 被吸收的微波能，在体内转变成热能，但不需要传热
过程。当局部温度升高到 65~100℃时，会产生微波组织凝团。
其特点是：损伤部位边界清楚，无焦痂，也无即刻反应，常用
于治疗局限性肿瘤、出血、狭窄或增生性病变。 微波不同于电
凝、激光、冷冻，后三者对组织的损伤有一个热或冷的传导过
程，从而导致组织近治疗段损伤重、远者则轻的现象，微波治
疗只要在辐射场中，同一组织的损伤几乎是一致的。Hohki比
较了微波、激光、冷冻、电凝等方法对组织凝固的程度和止血
作用，结果以微波凝固程度最重，止血作用也最大。 微波热凝
下鼻甲由于是采取了粘膜下插入法，加之微波剂量的输出不
受组织凝结的影响， 肥厚组织的缩小是在明视下进行的，故
较其他方法有以下优点：（1）设备简单，操作方便，可视性
强，较安全。（2）术后肿胀轻，分泌物少，鼻腔无粘连，几乎无
出血。（3）术后下鼻甲较均匀地缩小，粘膜损伤小。（4）疗效
高，无不良反应。 笔者在临床治疗中也发现使用微波治疗仪
治疗时需注意以下几点：（1）鼻阈处肿胀能否消除对愈后关
系密切，此处如鼻中隔无偏曲增厚，则愈后较佳。（2）术后常
规滴血管收缩剂 1周以上以防粘连，第 2次治疗应在第 1次
纤维化后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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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 3例并发心脏骤停者），且无后遗症发生。
3%%%%讨论
3.1%%%%有机磷农药中毒为基层医院内科常见急症，病情轻重与
服毒种类、剂量及就诊时间有关。 特别是乐果类农药，毒物吸
收后经肝脏分解代谢氧化成毒性更强的氧化乐果，随胆汁排
入小肠，重吸收入血，形成肠肝循环，加深中毒，进一步抑制
胆碱酯酶活力，引起大量乙酰胆碱累积，使胆碱能神经持续
冲动，细胞电兴奋，由兴奋转为抑制，使呼吸肌的神经肌肉接
头处传导受抑制，导致呼吸肌收缩无力，引起呼吸肌麻痹，造
成机体缺氧，代谢紊乱，危及生命。 另外，象种衣剂、除草剂等
近几年生产的农药，成分复杂，能从多方面引起呼吸肌麻痹
或呼吸衰竭。 故必须尽快气管插管，保持呼吸道通畅，机械通
气，供给足够的氧。 必要时可采用高频通气，气道压力低，对
肺循环干扰小，能有效的改善气体交换，提高动脉血氧分压，
降低二氧化碳分压。
3.2%%%%众所周知，胆碱酯酶复能剂对未老化的胆碱酯酶有活化
作用，对老化的胆碱酯酶无活化作用，而中毒 48h后大部分

胆碱酯酶开始老化；另一方面，洗胃不彻底，残留在胃粘膜皱
襞内及进入十二指肠的毒物，可继续吸收中毒，胆碱酯酶活
力进一步下降。 故必须及早将体内无生理活性的乙酰胆碱酶
清除掉，换进大量有生理活性的乙酰胆碱酶，减少乙酰胆碱
聚集，清除M、N样作用，恢复呼吸肌功能。 反复换血可提高
体内胆碱酯酶活力，促进呼吸功能的恢复，预防反跳。 但血压
低、有循环衰竭指征，只输鲜血，不宜放血。
3.3%%%%值得注意的是， 在应用呼吸机时一定要注意湿化气道，
及时吸痰，保持呼吸道通畅。 通气模式及呼吸机参数应根据
病情变化及时调整，直至停机观察。 此时气道直接同大气相
通，极易造成气道干燥及感染，故应注意及时湿化气道。 湿化
液内可加入适量的抗生素，湿化后及时吸痰，并观察呼吸音
的改变及罗音的增减。 因湿化过少，引起痰液粘稠、干燥、结
痂，堵塞气道，造成机体缺氧，加重病情；湿化过多，易引起肺
水肿，导致充血性心力衰竭。 故停机观察时，必须保持气道通
畅，逐渐恢复呼吸肌功能，减少并发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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