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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

探讨鼻分泌物嗜酸细胞"

1a6

$检测评价布地奈德喷鼻剂治疗变应性鼻炎"

>:

$前&后的疗效%方法
!

选择该

院门诊
HG

例
>:

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根据患者临床症状将其分为轻度&中
!

重度组%采用布地奈德喷鼻剂进行治疗!记录治疗前&

后患者鼻部症状的视觉模拟量表"

D>6

$评分!检测治疗前及治疗
"

&

*

&

G

周后鼻分泌物中的
1a6

所占百分数"

1a6Z

$!并对结果

进行分析%结果
!

布地奈德喷鼻剂治疗
"

周后
>:

患者
D>6

评分较治疗前明显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

%

+)+,

$%治疗前!

中
!

重度患者鼻分泌物中的
1a6Z

明显高于轻度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

%

+)+,

$!鼻分泌物中的
1a6Z

与疾病严重程度呈正

相关%治疗
"

&

*

周和
G

周后患者鼻分泌物
1a6Z

较治疗前明显下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

%

+)+,

$!且治疗时间越长!鼻分泌物

中的
1a6Z

下降越明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

%

+)+,

$%结论
!

鼻分泌物
1a6Z

可反映
>:

患者病情的严重程度!而布地奈德喷鼻

剂治疗可有效改善患者临床症状!降低患者鼻分泌物
1a6Z

水平!因此!鼻分泌物
1a6Z

检测可作为评价
>:

药物疗效的方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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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应性鼻炎$

>:

&又称过敏性鼻炎#是易感机体接触过敏

源后由
S

C

1

介导的#多种免疫细胞和细胞因子参与的鼻黏膜
1

型变态反应疾病+

(!"

,

'

>:

患者常表现为鼻塞-鼻痒-流清水样

涕-阵发性喷嚏#一般病程较长#且多呈季节性#严重影响患者

生活质量'有研究表明#嗜酸细胞$

1a6

&在
>:

的发生和发展

中起重要作用#鼻黏膜
1a6

增高是其典型的病理表现+

-!*

,

'布

地奈德喷鼻剂是目前临床上治疗
>:

的主要药物之一#通过减

轻肥大细胞和
1a6

对鼻黏膜的浸润#减少炎症介质的生成和

释放#发挥抗过敏和抗炎的功效+

,

,

'本研究对鼻分泌物
1a6

检测评价布地奈德喷鼻剂治疗
>:

前-后的疗效进行探讨#现

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取
"+(*

年
G

月至
"+(G

年
G

月在本院门诊

就诊的
>:

患者
HG

例#患者临床症状及体征$鼻塞-鼻痒-清

涕-鼻黏膜苍白水肿-鼻道见清水样分泌物等&较典型#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G"

岁#中位年龄
--

岁%病程
+)G

#

(")+

年'依据症状将其分为轻度
>:

患者
"=

例#中
!

重度
>:

患者

*H

例'

$)/

!

纳入和排除标准

$)/)$

!

纳入标准
!

$

(

&

>:

诊断标准根据中华医学会
>:

诊

断和治疗指南$

"++=

年#武夷山&%$

"

&年龄均大于或等于
(<

岁%$

-

&获得患者知情同意'

$)/)/

!

排除标准
!

$

(

&妊娠及哺乳期妇女%$

"

&合并全身严重

原发疾病者%$

-

&近
G

个月内接受过免疫治疗者%$

*

&伴有其他

过敏性疾病者%$

,

&中途退出试验者'

$)'

!

治疗方法
!

布地奈德喷鼻剂具有强大的抗炎作用#局部

给药#药物生物利用度高#且全身不良反应少#给药方式简单#

患者依从性好#已成为临床一线用药+

,

,

'本研究所有患者均使

用布地奈德鼻喷剂$阿斯利康公司产品&进行喷鼻治疗#每日清

晨一次#每鼻
"

喷#用药前先清除鼻腔分泌物#喷药时#封闭未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H

年
<

月第
(*

卷第
(G

期
!

?'#$%0QP89

!

>/

C

/2&"+(H

!

D4P)(*

!

F4)(G



喷药侧的鼻孔#进行深呼气#避免直接喷向鼻中隔'

$)1

!

检测方法
!

每位符合条件的
>:

患者治疗前经布地奈德

鼻喷剂治疗
"

周后根据自身临床症状填写视觉模拟量表

$

D>6

&评分#用
+

#

(+

分表示患者临床症状严重程度#

+

分为

无症状#

+

#

(+

分症状依次加重'本次研究
D>6

评分为
>:

患者
*

个主要鼻部症状!鼻阻-清涕-鼻痒-喷嚏$连续性喷嚏#

每次
-

个以上&'于治疗前#治疗后
"

-

*

和
G

周对患者进行鼻

分泌物
1a6

检测'方法!将棉签置于患者后鼻孔区
,I89

#以

滚动的方式制备涂片#风干后#用
=,Z

的乙醇固定
(+I89

#苏

木精染液染色
(+

#

(,I89

#流水冲洗
(I89

#然后用
H,Z

盐酸

乙醇分化
"+2

#自来水冲洗后温水返蓝
-I89

#水洗#用伊红乙

醇液染
-

#

,I89

#水洗后梯度乙醇脱水#自然晾干#于油镜下行

1a6

计数'计数标准!每张涂片计数超过
-++

个细胞#计算

1a6

所占百分数$

1a6Z

&

+

G!H

,

'

$)2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6.66(=)+

软件进行分析#计量资料

以
L]:

表示#采用
6

检验#多组间比较采用方差分析#以
E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轻度-中
!

重度
>:

患者治疗前及治疗
"

周后
D>6

评分

比较
!

见表
(

-

"

'治疗前
>:

患者临床症状较明显#轻度患者

鼻部症状
D>6

评分
+

#

,

分#均数
"

分左右#而中
!

重度患者鼻

部症状
D>6

评分较高#均值
*

#

,

分#患者鼻部不适感较重'

治疗
"

周后患者临床症状明显改善#轻度及中
!

重度患者
D>6

评分较治疗前明显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

%

+)+,

&'

表
(

!!

轻度
>:

患者治疗前及治疗
"

周后

!!!

D>6

评分比较$

L]:

%分'

轻度
>:

患者
&

鼻阻 清涕 鼻痒 喷嚏

治疗前
"= ")"](), ")*]()G "),]()* ")H]()G

治疗
"

周后
"= ()"]()" +)<]()( ()(]()( +)=](),

6 ")-, -)-- -)*G ")*+

E

%

+)+,

%

+)+,

%

+)+,

%

+)+,

表
"

!!

中
!

重度
>:

患者治疗前及治疗
"

周后

!!!

D>6

评分比较$

L]:

%分'

中
!

重度
>:

患者
&

鼻阻 清涕 鼻痒 喷嚏

治疗前
*H ,)(]()H *)G]")( *)*]()< *)"]()<

治疗
"

周后
*H ()G]()H (),]()= ()-]()G ()*]()G

6 H)<= *)<* ,)(, *)(<

E

%

+)+,

%

+)+,

%

+)+,

%

+)+,

/)/

!

轻度-中
!

重度
>:

患者治疗前及治疗
"

-

*

-

G

周后鼻分泌

物中
1a6Z

比较
!

治疗前#中
!

重度患者鼻分泌物中
1a6Z

+$

,,)"](*)-

&

Z

,明显高于轻度患者+$

(,)G],),

&

Z

,#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E

%

+)+,

&'鼻分泌物中
1a6Z

与疾病的严重

程度相关#病情越重#鼻分泌物中
1a6Z

越高#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E

%

+)+,

&'轻度患者治疗前
1a6Z

+$

(,)G],),

&

Z

,及

治疗
"

周后+$

(-)(],)*

&

Z

,-治疗
*

周后+$

(-)*]*)G

&

Z

,-

治疗
G

周后+$

(*)(]*)<

&

Z

,改变并不明显#差异均无统计学

意义$

6[()H-

-

()GH

-

()+<

#

E

$

+)+,

&#中
!

重度患者治疗
"

周后

1a6Z

+$

*")-](()"

&

Z

,-治疗
*

周后+$

-")+]H)(

&

Z

,-治疗

G

周后+$

"-)*]G)H

&

Z

,较治疗前+$

,,)"](*)-

&

Z

,明显下

降#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6[*)H-

-

=)"(

-

(+)<G

#

E

%

+)+,

&#且

随着治疗时间的延长#患者鼻分泌物
1a6Z

下降越明显'

/)'

!

复发患者鼻分泌物中
1a6Z

!

药物治疗
G

周后停药#门

诊随访#约
-+

例患者参与随访#其中轻度患者
(

例复发#中
!

重

度患者
("

例复发#主要表现为鼻部症状停药后反复#鼻阻-鼻

痒-阵发性喷嚏-流清水样涕-内镜检查示鼻腔黏膜苍白-双鼻

道见清水样分泌物等'收集
("

例中
!

重度复发患者鼻分泌物

涂片检测
1a6Z

#复发
>:

患者停药
*

周后鼻分泌物
1a6Z

+$

*-)<]<),

&

Z

,较停药前+$

*")-]<)(

&

Z

,无明显变化#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

6[+)**

#

E

$

+)+,

&#而与治疗
G

周后
1a6Z

+$

"")H]G)"

&

Z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6[H)++

#

E

%

+)+,

&'

'

!

讨
!!

论

!!

>:

是目前耳鼻喉科常见病之一#我国发病率大约为

",Z

#随着大气污染#国家工业化进程的加快#

>:

发病率呈增

高趋势+

<!=

,

'

>:

患者多为过敏体质#接触过敏源后#患者出现

鼻阻-流清水样涕等不适症状#严重者可合并哮喘-分泌性中耳

炎-鼻窦炎等#严重影响患者生活质量'

>:

现在尚不能完全

根治#目前公认的治疗手段主要分为
-

个部分!$

(

&脱离过敏源

环境%$

"

&免疫治疗#应用变应原重塑
>:

患者的免疫平衡%$

-

&

药物对症治疗#合理使用抗过敏药物#缓解患者临床症状'由

于经济-时间等多方面压力的影响#大多数
>:

患者不能脱离

自身变应原环境并进行脱敏治疗#药物治疗成为其首选治疗方

案#鼻喷激素是其中最主要的治疗手段+

(

#

(+!((

,

'本研究对治疗

前及治疗
"

周后
HG

例
>:

患者的
*

个典型鼻部症状进行
D>6

评分发现#治疗前
>:

患者临床症状明显#主要表现为鼻阻-清

涕-鼻痒-喷嚏等不适#经布地奈德鼻喷剂治疗
"

周后患者症状

明显缓解#

D>6

评分均下降#由此提示布地奈
"

喷鼻剂对
>:

疗效较好'

鼻黏膜
1a6

浸润是
>:

的主要病理特征之一#

1a6

在鼻

黏膜局部聚集及活化的机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吸入性变

应原接触鼻腔黏膜#诱导肥大细胞脱颗粒#诱导
1a6

活化#

1a6

表面的
S

C

1

受体与
S

C

1

结合后#

1a6

活性增强#释放白细

胞介素
!*

-嗜酸性粒细胞阳离子蛋白-主要碱性蛋白-嗜酸粒细

胞过氧化酶-嗜酸粒细胞神经毒素等#导致上皮受损#黏膜敏感

性增加#鼻黏膜结构重塑+

("!(-

,

'本研究在鼻腔分泌物中取材

对
1a6

进行研究#

HG

例
>:

患者治疗前#中
!

重度患者鼻分泌

物中的
1a6Z

明显高于轻度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

%

+)+,

&#由此提示鼻分泌物中
1a6Z

可能与
>:

的严重程度呈

正相关#能较好地反映炎性反应程度'对于轻度
>:

患者#经

布地奈德喷鼻治疗
"

周后鼻分泌物
1a6Z

较治疗前无明显变

化#而中
!

重度患者治疗后鼻分泌物
1a6Z

较治疗前明显下降#

且随治疗时间延长#鼻分泌物
1a6Z

较治疗前下降越明显'

对轻度
>:

患者而言#鼻喷激素可改善患者临床症状#但对鼻

分泌物
1a6Z

的改变并不明显#这可能与疾病的发病进程-鼻

黏膜炎性反应轻重程度有关'此外#经随访发现#停药
*

周后#

有
("

例
>:

患者复发#对复发患者进行鼻腔分泌物取材#对比

治疗前后资料发现#复发患者鼻分泌物
1a6Z

较停药前升高#

与停药前无明显差异'但因本次复发患者数量少#且患者未能

进行长时间随访#故鼻分泌物
1a6Z

是否可作为
>:

患者复发

的一项指标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

综上所述#鼻分泌物
1a6Z

可反映
>:

患者病情的严重程

度#而鼻喷激素治疗可有效降低患者鼻分泌物
1a6Z

#因此#

鼻分泌物
1a6Z

检测可作为评价
>:

药物疗效的方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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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因素'患者往往缺少疾病相关知识#不能清楚地认识自己的

病情和严重程度#自知力差#不主动配合接受药物治疗#或因为

症状缓解后错误地认为已痊愈而自行减量甚至停药#或受被害

妄想等精神症状支配而拒绝服药等+

<

,

'因此#医务人员应该加

强健康宣教#让精神分裂症患者了解病因及临床表现-药物治

疗的目的-正确服药信息$服药时间-服药次数-服药剂量等&-

药物可能产生的不良反应-按计划服药的重要性%长期药物治

疗及防止病情复发方面的重要性%尤其是针对患者家属的健康

宣教#让其明白患者的症状特点和家庭支持对患者康复的重

要性+

=!("

,

'

药物不良反应对患者依从性的影响不可小视#这些不良反

应通常会降低患者生活质量#对家庭生活产生负面影响#受此

影响#患者往往自行换药或者减少剂量#甚至拒绝服用药物'

因此#临床精神科医生应遵循个体化原则合理选药#尽可能减

少药物不良反应对患者的影响#提高患者服药依从性'

由于门诊治疗缺少医护人员的有效监督#患者自我管理能

力不足#故需要医护人员定期随访'如果医护人员未定期随

访#治疗依从性可能会随之下降'因此#全面系统地定期随访

显得至关重要#以期对患者实施全程全方位无缝隙照顾#对患

者病情变化-药物反应-心理状态全面掌握#及时解决患者及家

属的疑问及不适#建立相互信任#使医嘱能得到贯彻执行#依从

性相对提高+

(-

,

'

综上所述#除缺少家庭支持-疾病相关知识欠缺-存在药物

不良反应-未定期随访
*

个主要因素外#影响精神分裂症患者

依从性的因素还有很多#需进一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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