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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泪小点全泪道钻切成型术治疗慢性泪囊炎 

高惠娟 贺忠江 郭佳如 崔 靖 

泪道阻塞是 引起溢泪的常见原 因，滞留于泪囊 内的泪液伴 

发 细菌感染则引起慢 性泪囊炎 伴发溢脓 。据 国外文 献报 道眼 

科 门诊患者中约有 3％患 有泪道 阻塞性 疾病 。本研究 实施 

经泪小点全泪道钻切成型术治疗该病 ，取得较好的疗效 。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收集 2006年 8月一2OO9年 1月在 天津 医科 

大学总医院眼科门诊就诊 的 43例 43眼慢性泪囊炎的患者 ，年 

龄 22～86岁 ，男女 比例 1：3．3，病程 1个月 ～25年 ，全部病例均 

为泪道 冲洗不通畅者 。随访时间为 3～32个月 。 

1．2 方法 

1．2．1 器械设备 泪点扩张器、带环钻 的泪道成 型器(天津 医 

科大学总 医 院眼科 贺 忠江 发 明并 已获 得 国家 专利 ，专 利 号 ： 

ZL 2007 2 0100155．8)：中空管 芯，头部为 圆锥 型环钻 刀 ，外径 

1．0 film，长48 Mill，外套管为 1．1 inn×45 inn的聚氨酯膜，外表 

作者单位：300070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眼科(高惠娟，在读硕士研 

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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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 床 经 验 · 

面经过特殊工艺处理 ，环氧乙烷空气消毒 。 

1．2．2 手术方法 跟部倍诺喜滴眼液表面麻醉 1次，常规眼 

睑及颜面部消毒铺 巾，2％ 利多卡 因 1—1．5 mL眶下神 经和滑 

车神经阻滞麻醉后用泪点扩张器扩张下泪点及下泪小管，用带 

环钻 的泪道成型器插 入下 泪小点 ，顺 下泪小 管前行 到达泪囊 ， 

感觉达泪囊内壁 时改变扩张器的方向，沿着鼻泪管方 向下行达 

下鼻 甲的下方 ，根据阻塞的部位和程度不同不断调整前进 的方 

向和力量，以免进入黏膜下形成假道。环钻管到达鼻泪管上端 

时因泪道生理狭窄导致环钻阻力较大 ，进入鼻 泪管时会有突破 

感 ，患 者鼻腔有胀感 。拔 出环钻 器末端 的塑料 管头 ，用 5号空 

针抽取生理盐水冲洗环钻器，患者鼻腔或咽部有生理盐水流出 

说明手术成功 ，拔 出金属 管芯 ，将外套管 的尾端用 黏膏 固定 于 

上睑内眦处(第 1代成型器)。我们在第 l代的基础上又研制 

出第2代成型器，即在原管的尾端加上塑料球，剪去原有的大 

头 ，将小塑料球 固定于下睑皮肤，以减轻下泪小点及泪小管 

撕裂 。 

1．2．3 术后处理 每例患者术后建立治疗卡，定期到医院冲 

洗泪道 ，包括成型器内外冲洗 ，最初每周 冲洗 1次 ，冲洗 2周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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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渐改为每2周冲洗 1次。严重的泪囊炎患者冲洗前先将脓 

液挤出 ，然后用庆大霉素和地塞米松混合 液进行成型 器 内外 冲 

洗 。术后左 氧氟 沙星滴 眼液点 眼 1个月 ，嘱患者 自行点眼后 上 

下活动成型器(幅度 2～3 inn)，术后 口服罗红霉 素 2～3 d。手 

术时泪道无 明显狭窄 ，术后溢泪消失 ，无分泌 物 、成 型器活动度 

良好的患者 3个月后可移除成型器 ；个别 患者因手术 时感觉 泪 

道堵塞明显 ，术后长时间存留分泌物的可保留成型器 4个月。 

1．2．4 手 术疗 效评价 治 愈 ：拔除成 型器后无溢泪症状 ，结膜 

囊无分泌物 ，冲洗泪道灌洗 液顺 利流 入鼻道 ，保 持 3个 月不 复 

发 。好转 ：溢 泪症状 改善 ，泪道冲洗通 畅但 存在一定 的阻力 ，无 

分泌物 。无 效 ：溢 泪 症 状 无 改 善 ，仍 有 分 泌 物 ，泪 道 冲 洗 不 

通 畅。 

2 结果 

2．1 治疗 效果 术后 随访观察 43眼 ，其 中 33眼 (76．7％ )治 

愈 ，包括 2例 激光术后 失败 患者 ，1例支架术 后复发 患者 ；7眼 

(16．3％ )好转 ，包 括 1例 泪道 多发 结石 ，1例 鼻 咽癌术 后慢 性 

泪囊炎患者 ；3眼 (7．0％ )冲洗泪道不 通畅 ，其 中 1例泪道纤 维 

瘢痕形成 ，1例合并严重鼻炎患者 。 

2．2 术后并发症 该组病 例均无假 道形 成。9例(20．9％ )脱 

管，重新植入后治愈，泪道冲洗通畅，4例 (9．3％)发生泪小点 

撕裂，2例 (4．6％)发生 泪小 管撕裂。判 断撕裂程度标准： 

<2 miil为泪小点撕裂 ，不会 影响泪道功能 ；≥2 mm 为泪小管撕 

裂 ，影响泪小点 的虹 吸功能 ，即使 泪道 通畅 也会存 在不 同程 度 

的溢泪 。 

3 讨论 

Warren等 报 道泪 道 阻塞 患者 中女 占 77％ ，男 占 23％。 

以往手术以泪囊鼻腔吻合术及其改 良术式为主，使泪道局部解 

剖结构变化 ，手术 时 间 长、费用 高 。倍 频 YAG激光 治 疗 泪小 

点、泪小管、泪总管阻塞，但远期疗效差，与术后焦痂产生和鼻 

泪管走 行较 长且有 生理狭 窄容 易形成 假道 有关 。 目前 国 内 

激光联合 硅胶管 植入较 多见，留管 1～3个 月，治愈 率为 

76．47％ 一98．82％ [4-6]
。 Bertelmann电镜下观察 留置 5年 的支 

架，发现支架被红细胞和纤维组织包绕，管腔完全阻塞，认为 5 

年留置支架 成功率仅 为 18．5％ 。 

73l 

本研究采 用带环 钻的 泪道成 型器治 疗慢性 泪囊炎 患者共 

43眼，其中 26眼 曾行泪道探通治疗 ，4眼 曾行 YAG激光 治疗 ， 

1眼曾行硅胶管植入术。手术在门诊进行，均一次成功。本研 

究 的经验 ：切忌环钻器进入黏膜下 ，此 时会 有触骨壁感 ，必需退 

回并调整方 向；拔管后需 要终 生冲洗 泪道 ，冲洗 次数 和间隔时 

间取决于术前的阻塞程度、拔插时的阻力和冲洗时的通畅度； 

面神经麻痹患者效果较差；伴有严重鼻窦炎的患者应同时治疗 

鼻窦炎 ；患者掌握 如何 自行拔 插成 型器 同样 是 手术 成败 的关 

键；嘱患者术前洗澡、睡觉时注意以降低脱管率。手术禁忌证 ： 

(1)鼻泪管开口处(下鼻道)器质性病变 ：如下鼻甲肥大、鼻息 

肉、鼻窦炎等。(2)骨性泪道畸型：术前应行影像学检查。成型 

器外套管所应用的聚氨酯材料是可以置人人体静脉的人工血 

管材料 ，其安全性得到 国际认证 。关于 成型器的进一 步改进工 

作正在进行 中，以最大程 度地 减少并 发症 ，提高 疗效 。该 手术 

方法简易快速 、易于掌握 ，探 、钻 、通 、扩 四位一体 ，疗效可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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