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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吞咽障碍是颈椎前路减压植骨融合内固定术(ａｎｔｅｒｉｏｒ ｃｅｒ￣
ｖｉｃａｌ ｄｉｓｃｅｃｔｏｍｙ ａｎｄ ｆｕｓｉｏｎꎬ ＡＣＤＦ) [１] 后常见的并发症之一ꎬ其
发生率为 ４％~７１％ [２￣３] ꎬ常表现为饮水呛咳或进食固体食物困

难ꎬ会造成营养不良、脱水、误吸、吸入性肺炎或窒息等严重后

果ꎮ 目前ꎬ有关 ＡＣＤＦ 术后吞咽功能障碍影响因素的研究较多ꎬ
普遍认为与年龄、性别、手术时牵拉食管、伤口疼痛、手术位置

过高、二次翻修手术、气管插管、术后软组织肿胀、伤口瘢痕粘

连、置入物对咽部压迫、喉返神经损伤等有关[４￣５] ꎮ 但对于

ＡＣＤＦ术后吞咽功能障碍康复治疗方法的有关研究尚少见报

道ꎮ 本研究采用吞咽康复方法对 ＡＣＤＦ 术后吞咽障碍患者展开

治疗ꎬ报道如下ꎮ
一、对象与方法

入选标准:①损伤部位 Ｃ２ 至 Ｔ１ 节段ꎻ②年龄 ３９~ ７４ 岁ꎻ③
发病后行 ＡＣＤＦ 术ꎻ④ＡＣＤＦ 术前无神经系统疾病及吞咽困难ꎻ
⑤ＡＣＤＦ 术后进食固体食物困难或饮水呛咳ꎬ持续 １ ~ ３ 个月ꎻ
⑥签署知情同意书ꎮ 排除标准:①患严重心脑血管疾病、糖尿

病、出血性疾病等ꎻ②患精神心理疾病ꎮ 选取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至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宁波市康复医院骨脊康复科收治的 ＡＣＤＦ 患者 １５
例ꎬ其中ꎬ男 １３ 例ꎬ女 ２ 例ꎻ平均年龄(５８.８±８.３)岁ꎻ吸烟史 ８
例ꎬ饮酒史 ８ 例ꎻ肺部感染 １１ 例ꎻ发病原因为车祸 １１ 例ꎬ高处坠

落 ３ 例ꎬ摔跤 １ 例ꎻ损伤部位 Ｃ４ 以上 １０ 例ꎬＣ４ 以下 ５ 例ꎮ
入选患者均给予导管球囊扩张术[６] 、吞咽手法治疗[７] 、进

食管理及神经肌肉电刺激等ꎮ 具体内容:①导管球囊扩张

术———用 １４ 号球囊导管经口腔 /鼻腔插入食管ꎬ采用冰水混合

物和 ４０ ℃热水交替的形式给球囊分级注水ꎬ嘱患者用力吞咽

并挤压球囊直到球囊滑过环咽肌上缘后继续往球囊注水

０.５ ｍｌꎬ并缓慢牵拉导管至全部滑出ꎬ在整个过程中尽量延长球

囊在咽部的刺激时间ꎮ 此治疗的目的在于改善术后咽部狭窄、
吞咽功能不协调、咽部感觉功能减退等问题ꎻ②吞咽手法治

疗———采用 Ｍａｓａｋｏ 吞咽训练法[８] 、门德尔松训练法[９] 、用力吞

咽法、声门上吞咽法[１０]等对患者的吞咽功能进行训练ꎻ③进食

管理———包括正确的体位和选择合适的吞咽障碍食品[１１] ꎮ 进

食固体食物困难者ꎬ将固体食物打碎后再进食ꎬ选择顺滑不易

分散的食品ꎬ或使用日本产食品调整剂舒食素 Ｕ(将 １ ｇ 舒食素

Ｕ 和 ２００ ｇ ８０ ℃的糊状食物搅拌 １ ｍｉｎ 后冷却)ꎻ吞食药片困难

者ꎬ将药丸包裹于凝胶状食品中ꎬ喂食 ３~５ ｍｌꎬ观察患者吞咽情

况ꎻ进食稀流质呛咳(误吸)的患者ꎬ于稀流质中添加舒食素 Ｓꎬ

使食物增稠ꎮ 共治疗 ４ 周ꎮ
分别于治疗前、治疗 ４ 周后(治疗后)ꎬ对患者的吞咽功能

进行评估ꎮ 具体如下:①改良 Ｂａｚａｚ 吞咽困难评分[１２]———将吞

咽困难程度分成 ４ 个等级ꎬ０ 分为无吞咽障碍、１ ~ ３ 分为轻度ꎬ
４~６ 分为中度ꎬ７~１０ 分为重度ꎻ②视频透视吞咽检查(ｖｉｄｅｏｆｌｕ￣
ｏｒｏｓｃｏｐｉｃ ｓｗａｌｌｏｗｉｎｇ ｓｔｕｄｙꎬＶＦＳＳ) [１３]———根据造影结果分析残

留和误吸 /渗漏程度ꎮ 残留评分 １ 分表示没有残留物ꎬ会厌谷

有残留＋１ 分ꎬ梨状窦有残留＋２ 分ꎬ咽后壁有残留＋２ 分ꎬ即会厌

谷残留计 ２ 分ꎬ梨状窦残留计 ３ 分ꎬ咽后壁残留计 ３ 分ꎬ会厌谷＋
梨状窦均有残留计 ４ 分ꎬ会厌谷＋咽后壁均有残留计 ４ 分ꎬ梨状

窦＋咽后壁均有残留计 ５ 分ꎬ所有结构位置均有残留计 ６ 分[１４] ꎻ
渗漏￣误吸量表(ｐｅｎｅｔｒａｔｉｏｎ￣ａ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 ｓｃａｌｅꎬＰＡＳ) [１５] ꎬ数值越高ꎬ
表示吞咽功能障碍越严重ꎻ③软管喉内镜吞咽功能评估( ｆｌｅｘｉ￣
ｂｌｅ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ｉｃ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ｗａｌｌｏｗｉｎｇꎬＦＥＥＳ) [１５]———采用纤维

内镜下吞咽困难严重程度量表( ｆｉｂｅｒｏｐｔｉｃ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ｉｃ ｄｙｓｐｈａｇｉａ
ｓｅｖｅｒｉｔｙ ｓｃａｌｅꎬＦＥＤＳＳ)进行疗效评定ꎬ最高分 ６ 分ꎬ最低分 １ 分ꎬ
分数越高代表吞咽功能越差[１６] ꎮ

采用 ＳＰＳＳ ２１.０ 版统计学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ꎬ计量资料

采用(ｘ－±ｓ)形式表示ꎬ采用 ｔ 检验ꎬ使用 χ２ 检验ꎬＰ<０.０５表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二、结果

１５ 例 ＡＣＤＦ 患者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咽期吞咽功能障

碍[１７] ꎮ 治疗后ꎬ患者的改良 Ｂａｚａｚ 吞咽困难评分、ＶＦＳＳ 评分、
ＰＡＳ 分级、ＦＥＤＳＳ 评分均显著降低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
０.０５)ꎮ 详见图 １ꎮ

三、讨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ꎬ１５ 例 ＡＣＤＦ 术后吞咽功能障碍患者治疗

后的改良 Ｂａｚａｚ 评分、ＶＦＳＳ 评分、ＰＡＳ 分级、ＦＥＤＳＳ 评分均降

低ꎬ表明吞咽康复治疗的介入能有效改善 ＡＣＤＦ 术后患者的吞

咽功能ꎬ与既往报道结论一致[１８] ꎮ
根据目前已有的对 ＡＣＤＦ 术后吞咽功能障碍影响因素的

分析[１９] ꎬ并借鉴脑卒中等神经系统疾病和鼻咽癌等头颈部放化

疗术后患者的吞咽障碍康复方法ꎬ本研究主要从加强咽缩肌力

量、增加喉上抬幅度、提高咽部感觉和改善吞咽呼吸协调等方

面ꎬ来治疗 ＡＣＤＦ 术后吞咽障碍患者ꎬ从而达到患者可以正常经

口进食ꎬ改善营养的目的ꎮ
既往研究表明ꎬ导管球囊扩张术主要应用于神经系统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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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与治疗前比较ꎬａＰ<０.０５
图 １　 患者治疗前后改良 Ｂａｚａｚ 吞咽困难评分、ＶＦＳＳ 评分、ＰＡＳ

分级、ＦＥＤＳＳ 评分比较

导致的环咽肌功能障碍、吞咽不协调ꎬ或咽部感觉功能减退导

致的吞咽反射延迟ꎬ或头颈部放化疗后环咽肌纤维化形成的狭

窄ꎬ或头颈部癌症术后瘢痕增生导致的咽部狭窄等ꎮ ＡＣＤＦ 术

后患者存在咽部瘢痕增生、咽缩肌无力、咽部感觉功能减退、吞
咽动作不协调等问题ꎮ 本研究证明ꎬ导管球囊扩张术可以改善

ＡＣＤＦ 术后患者的吞咽功能ꎮ
神经肌肉电刺激可以强化吞咽肌群力量ꎬ但在 ＡＣＤＦ 术后

需慎用ꎬ且要注意电流强度及贴片位置[２０] ꎮ ＡＣＤＦ 术后患者往

往颈椎固定度或灵活度极差ꎬ进食时需注意姿势ꎬ防止误吸的

发生[２１] ꎮ 对于进食后咽部有残留的问题ꎬ因患者颈部活动受

限ꎬ无法利用转头、低头、仰头等姿势辅助吞咽ꎬ治疗者可嘱患

者反复吞咽或进食凝胶类食物ꎬ以减少残留ꎮ
综上所述ꎬＡＣＤＦ 术后应及时评估患者的吞咽功能ꎬ早期发

现并给予治疗ꎬ治疗手段包括导管球囊扩张术、吞咽手法治疗、
正确的进食姿势管理及采用安全性状的食物等ꎬ本研究中患者

经上述治疗后吞咽功能显著改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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