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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自发愈合，但是也不会出现明显的血流动力学异 

常和临床症状，患者的运动能力和生活质量都正常。 

总之，羟基铬处理的牛心包片对先天性心脏病 

患者应用是有理论依据的，并发症较少，值得推广和 

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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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建立兔上颌窦黏液纤毛传输途径模型的方法和可行性。方法 以10只大白兔20 

侧上颌窦为研究对象，局麻下开放上颌窦前壁骨窗，大1 am x0．8 cm，用鼻内窥镜观察亚甲蓝在上颌窦窦腔 

内的传输途径，时间为1．5 h。结果 局麻下能顺利实验，1 cm×0．8 cm大的上颌窦前壁骨窗能够满足实验操 

作需要。亚甲蓝在兔上颌窦窦腔内由底壁向上颌窦自然开口的前下缘方向传输，并经该部传到鼻腔。结论 

可以利用兔上颌窦代替人上颌窦进行与黏液纤毛传输系统相关的实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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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xperimental animal model of maxillary mucoeilliary transport pathway XU Cheng—li，GONG Jian·gu，Lb 

ANG Jian-ping，et a1．Department of OtoIaryngology，the People s Hospital of Guangxi Zhuang Autonomous Region， 

Nanning 530021，China 

[Abstract] 0bjeefive To explore the feasibility of establishing an experimental rabbit model of mucociliary 

transport system of maxillary sinus．Methods Twenty maxillary sinuses of 10 rabbits were included in this research． 

Local anaesthesia was performed．Tim size of bone window at the anterior wall of maxillary sinus was 1 cm ×0．8 cm． 

Transport pathway of methylthioninium chloride was observed by trasnasal endonasal endoscope for 1．5 hour．Results 

All experiments were smoothly finished under the local anaesthesia．The bone window size of 1 cm ×0．8 am could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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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isfactory for all experimental manipulations．Methyhhionlnium chloride was transported from inferior wal1 to anteri． 

or·inferior edge of the maxillm~natural ostium directly，and then transported out of maxillary sinus at that site．Con- 

clusion White rabbits can be established to be expe6mentM model of the research related to maxillary mucocilia17 

transport system． 

[Key words] Rabbit； Maxillary sinus； Mucocillia； Animal model 

慢性鼻鼻窦炎是危害人类健康的重大疾病之 
一

，其发病机制和临床治疗研究一直是鼻科学的研 

究热点。但迄今为止，其发病机制还不甚明了，临床 

疗效亦还不尽如人意⋯。这两个研究方向，在进行 

研究设计时，很多时候需要应用健康的黏液纤毛传 

输系统。我们在前期的研究中，发现了人的上颌窦 

黏液纤毛传输系统有特殊的途径 J，这给慢性鼻鼻 

窦炎的发病机制和临床治疗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研 

究靶点。但是，如果利用人健康的传输途径进行慢 

性鼻鼻窦炎的相关研究，在很多时候很多方面会受 

到医学伦理和患者依从性的限制。以动物为研究对 

象的慢性鼻鼻窦炎科学探讨已经有很长时间 。 

既往研究发现，新西兰大白兔的上颌窦纤毛传输与 

人类类似，都是从窦腔向自然开口方向传输 。因 

此，为了探讨我们是否能利用大白兔的上颌窦来代 

替人的上颌窦，进行与黏液纤毛传输途径相关的实 

验研究，我们以大白兔为研究对象，探讨能够满足鼻 

内镜下顺利进行实验操作的大白兔上颌窦前壁开窗 

方法，观察大白兔上颌窦窦腔内黏液纤毛传输系统 

是否也和人类一样有特殊的传输途径。 

1 材料与方法 

1．1 实验动物 选取普通级健康新西兰大白兔 

(广西医科大学动物实验中心提供)，共 10只2O侧 

上颌窦，年龄4—6个月，体重2．5—3．5 kg，雌雄不 

限。选取时用手持鼻内镜检查，鼻腔内有鼻涕者不 

纳入本研究。 

1．2 实验器材 天松牌手持鼻内镜光源及儿童鼻 

内窥镜(杭州桐庐尖端内窥镜有限公司)，Storze高 

清鼻内窥镜系统(德国Karl Storze GmbH&Co．)，高 

频手术器POWER-420X(常州市延陵电子设备有限 

公司)，KD-3090A2电动吸引器(扬州市凯达医疗设 

备有限公司)，亚甲蓝注射液(2 ml：20 mg，济川药业 

集团有限公司)，利多卡因注射液(5 ml：O．1 g，中国 

大冢制药有限公司)等。 

1．3 实验方法 

1．3．1 大白兔上颌窦前壁骨窗的开放 捆绑固定大 

白兔在动物实验台上，修剪兔鼻背毛发，按4．5 mg／kg 

用2％利多卡因局部浸润麻醉，沿中线纵行切开2．5 em 

长的皮肤及皮下组织至骨质，钝性分离出上颌窦前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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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壁，然后在距离双侧内眦连线中点 1．5 cm的1 cm长 

中线旁用咬骨钳咬开上颌窦前壁骨壁，建立骨窗，大 

1 Clll x0．8 cm。电凝术野出血点，鼻内镜下吸除上 

颌窦内的积血，绝对避免损伤上颌窦窦腔内除骨窗 

处黏膜，尤其是上颌窦窦腔内自然开口处黏膜，要绝 

对保证其完整性和连续性。 

1．3．2 鼻内窥镜下观察亚甲蓝在上颌窦内的传输 

途径 在上颌窦的底壁滴注亚甲蓝 1滴，然后用鼻 

内窥镜观察、摄像亚甲蓝在上颌窦内的传输途径，观 

察时间为 1．5 h。 

2 结果 

所有大白兔在捆绑固定和局部麻醉后，均能保 

持安静状态，能够顺利实施手术及实验观察。1 cm× 

0．8 cm大的上颌窦前壁骨窗，能保证在实验过程中 

肉眼能观察到上颌窦窦腔，能够使用鼻内镜清楚地 

观察上颌窦窦腔及亚甲蓝在上颌窦窦腔内的传输途 

径，能够满足在鼻内镜下进行窦腔内实验。所有 10 

只健康大白兔20侧上颌窦，都可以观察到亚甲蓝有 

清晰的传输途径，即从上颌窦的底壁向上颌窦自然开 

口的前下缘方向传输，然后经上颌窦自然开口的前下 

缘排出上颌窦(见图1)。在上颌窦自然开口的其他 

位置，鼻内窥镜下没有观察到有任何亚甲蓝排出。 

图1 鼻内窥镜下观察到亚甲蓝由上颌窦底壁向上颌窦自 

然开口前下缘进行传输，然后经该部传输到鼻腔 

3 讨论 

3．1 鼻腔鼻窦黏膜有非特异性免疫功能，通过黏膜 

的黏液纤毛传输系统的“清洁”功能来实现，即将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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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在黏膜表面的病毒、细菌、粉尘及其他变应原颗粒 

排出鼻腔鼻窦，藉此来维护和保持鼻腔鼻窦的健康 。 

研究表明，鼻窦的黏液纤毛传输从窦内朝窦口方向 

进行集中式传输 ，鼻腔内从前往后进行 。为了了 

解这样的传输是否有特殊的传输途径，以及为何有 

些上颌窦术后开放口开放很好，鼻窦的通气已重建， 

却仍有鼻涕在窦腔内淤积 J，我们在前期专门对人 

的上颌窦的黏液纤毛传输系统进行了观察。研究发 

现，上颌窦的黏液纤毛传输系统在自然开口处经其 

下缘(时钟 5点到 8点区域)排出上颌窦 J。进行 

鼻内镜上颌窦开放术时，保留上颌窦 自然开口的下 

缘，能使术后上颌窦仍沿着生理途径进行传输，而环 

形扩大开放上颌窦自然开口，30％的上颌窦术后丧 

失传输功能 J。因此，不合理、不规范的上颌窦开 

放术能够损毁上颌窦的黏液纤毛传输途径。另外， 

大量的研究表明，鼻腔鼻窦黏膜的炎症性病变，不论 

是急慢性鼻窦炎，还是放射性鼻窦炎 ，都能使黏 

膜的纤毛细胞脱落，黏液纤毛传输功能受损。这样 

的黏液纤毛传输系统损害，削弱了鼻腔鼻窦的非特 

异性免疫功能 

3．2 上颌窦有特殊的传输途径的理论发现，给我们 

对慢性鼻鼻窦炎的发病机制研究和临床治疗提供了 
一 条新的思路。但在临床上应用健康的上颌窦来进 

行相关的研究，绝大多数患者难以接受，拒绝配合， 

医学伦理亦不支持，限制了相关研究的开展。寻找 
一 个理想的动物模型来代替人的上颌窦，以便开展 

实验研究，是我们后续研究的关键。大白兔的上颌 

窦黏液纤毛传输也是由窦内朝窦口方向进行 J，但 

是否也有与人一样特殊的传输路径是能否使用大白 

兔来建立模型以代替人上颌窦的关键所在。本研究 

中，大白兔被捆绑固定后，再用2％利多卡因局部浸 

润麻醉，实验过程中，大白兔没有躁动、挣扎。通过 

充分开放大白兔的上颌窦前壁，使开窗大为 1 em x 

0．8 em，然后电凝止血并吸除术腔、术野血液后，获 

得了能够直视上颌窦腔和上颌窦 自然开口的视野。 

这样的通道和视野，完全满足实验需要的器械操作 

空间，能够很好地应用鼻内窥镜观察亚甲蓝的传输 

途径，能够在鼻内镜下进行相关的器械操作。实验 

获得了大白兔上颌窦窦腔内的黏膜纤毛传输沿着鼻 

窦的底部向窦口的前下缘方向进行，然后经窦口的 

前下缘传出到鼻腔的实验发现(见图 1)，黏液纤毛 

传输路径清晰，是大白兔上颌窦特有的生理传输途 

径，与人上颌窦的传输途径大致相同。 

因此，我们认为通过建立健康大白兔上颌窦的 

黏液纤毛传输系统的传输途径动物模型，代替健康 

人的上颌窦，进行慢性鼻鼻窦炎的发病机制和临床 

治疗的相关研究，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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