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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分析新冠肺炎疫情下泪道探通术治疗新生儿泪囊炎
日间手术模式的临床疗效ꎬ为新生儿泪囊炎泪道探通术日
间手术模式的发展与推进提供理论依据ꎮ
方法:回顾性分析 ２１５ 例行泪道探通术治疗新生儿泪囊炎
日间手术管理的患儿信息ꎬ分析其治愈率、并发症、不良反
应发生率ꎬ以及预约住院患儿爽约原因ꎮ
结果:纳入的 ２１５ 例患儿均成功完成泪道探通术及日间手
术管理ꎮ 新生儿泪囊炎泪道探通术实施日间手术管理手
术成功率高ꎬ达 ９９.６％ꎬ术后并发症及不良反应少ꎮ 预约
后爽约的原因以患儿原因居多ꎬ多因患儿合并感冒、肺炎、
腹泻等疾病导致全身情况不稳定而爽约或改期ꎮ
结论: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ꎬ开展新生儿泪囊炎泪道探通
术日间手术管理是安全有效可行的ꎬ能够降低患儿住院费
用、缩短住院时间ꎬ有利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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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引言
因日间手术灵活、便利且高效的优势在我国已逐渐得

到广大医患的认可[１]ꎮ 尤其在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
形势下ꎬ开展日间手术至关重要[２]ꎮ 目前眼科开展泪道日
间手术ꎬ主要以成人为主ꎬ鲜有医院开展新生儿泪囊炎泪
道探通术的日间手术ꎮ 我院眼科自 ２０１９ 年ꎬ开展新生儿
泪囊炎日间手术模式ꎬ手术质量和患儿安全都得到了质的
提升ꎬ缩短了住院时间ꎬ降低了医疗费用ꎬ这与我科新生儿
泪囊炎日间手术模式的不断完善密切相关ꎮ 本研究对新
生儿泪囊炎日间住院患儿资料进行统计分析ꎬ为新生儿泪
囊炎日间手术管理提供参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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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泪道探通手术经过　 Ａ:泪点扩张器扩张泪小点ꎻＢ:旋转探针插入鼻泪管下端ꎻＣ:注入生理盐水冲洗泪道ꎮ

１对象和方法
１.１对象　 选取 ２０２０－０１ / １２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在遂宁市
中心医院眼科中心采用日间手术模式治疗的新生儿泪囊
炎患儿 １００ 例 １１１ 眼(２０２０ 年组)ꎬ以及 ２０１９－０１ / １２ 通过
日间手术模式治疗的新生儿泪囊炎患儿 １１５ 例 １３１ 眼
(２０１９ 年组)为研究对象ꎮ 纳入标准:(１)确诊为新生儿泪
囊炎ꎻ(２)经保守治疗无效ꎻ(３)需行泪道探通术的患儿ꎮ
排除标准:(１)建议行保守治疗的新生儿泪囊炎ꎻ(２)急性
泪囊炎患儿ꎻ(３)泪道畸形:如泪小点缺如、泪小点外翻
等ꎻ(４)全身情况不稳定:如合并呼吸道感染、肺炎等有手
术禁忌的严重内外科疾病ꎮ 所有患儿施行预约入院制ꎮ
所有患儿家属签署知情同意书ꎮ 本研究通过医院伦理委
员会审批ꎬ资料真实可靠ꎮ
１.２方法
１.２.１手术方法　 所有患儿由同一名具有丰富泪道手术经
验的医生实施完成泪道探通术ꎮ 术前患儿滴抗生素眼液ꎬ
术前 ３０ｍｉｎ 禁食禁饮ꎮ 术中患儿仰卧位于手术室治疗床
上ꎬ固定好其头部及四肢ꎮ 术眼结膜囊滴盐酸丙美卡因滴
眼液进行表面麻醉ꎬ用含抗生素滴眼液及生理盐水混合液
分别自上、下泪小点行泪道冲洗ꎬ将泪囊中潴留的分泌物
冲洗干净ꎮ 取无菌纱布或无菌棉签置于术眼处ꎬ绷紧眼睑
皮肤暴露泪小点ꎬ用无菌泪点扩张器扩大泪小点ꎬ用含生
理盐水的 ５ｍＬ 注射器连接已涂抗生素眼膏润滑的 ５ 号空
心泪道探针ꎬ从泪小点垂直进针 １ｍｍꎬ在水平进针约 ８ ~
１０ｍｍꎬ使探针进入泪囊ꎮ 如从上泪小点进针:探针触及骨
壁后向上旋转 ７５°ꎬ再向下进针(如遇阻力ꎬ可稍向后下用
一点力使探针进入鼻腔)ꎻ如从下泪小点进针:当探针抵
达骨壁后向上旋转 ９０°再向下缓慢进针ꎬ插入鼻泪管下
端ꎮ 一边探通一边注入冲洗液(推动探针时应注意阻力
大小ꎬ如遇阻力十分明显时ꎬ切勿将探针强行推进ꎬ以免形
成假道)ꎬ探针经过泪道闭塞处时有落空感ꎬ慢慢注入生
理盐水冲洗ꎬ这时患儿有吞咽动作或可见鼻孔有生理盐水
流出ꎮ 让探针停留 １~２ｍｉｎꎬ再边冲洗边拔出探针ꎬ以扩张
泪道闭塞处(手术过程见图 １)ꎮ 术后嘱患儿家长直立怀
抱患儿 ２ｈꎬ以减少呛咳、窒息等风险ꎬ并给予滴抗生素眼
液对症处理ꎮ 治疗期间ꎬ所有患儿均给予精心护理ꎮ
１.２.２观察指标　 结合医院管理信息系统(ＨＩＳ 系统)及我
科日间手术入院登记数据和回访数据获取患儿资料ꎬ涉及
患儿的年龄(年龄分段:３ ~ ６ 月龄 / ７ ~ １０ 月龄 / > １０ 月
龄)、性别、出生方式(阴道分娩 / 剖宫产)、出生情况(早
产 /足月产)等人口学信息ꎬ疾病诊断(单眼 / 双眼患病)、
术后疗效等诊疗信息ꎬ以及入院后取消手术、预约后未能

表 １　 两组患儿一般信息 例(眼)

组别
２０１９ 年

男 女

２０２０ 年

男 女
合计

年龄分段

　 ３~６ 月龄 ３５(４２) ２６(３０) ２６(２８) １７(１８) １０４(１１８)
　 ７~１０ 月龄 ２５(２６) １２(１６) ２２(２４) １５(１７) ７４(８３)
　 >１０ 月龄 １１(１１) ６(６) １１(１３) ９(１１) ３７(４１)

　 　 　 　
　 合计 ７１(７９) ４４(５２) ５９(６５) ４１(４６) ２１５(２４２)
生产方式

　 剖宫产 ３６(４０) ２４(２９) ３７(３９) ３２(３５) １２９(１４３)
　 阴道分娩 ３５(３９) ２０(２３) ２２(２６) ９(１１) ８６(９９)

　 　 　 　
　 合计 ７１(７９) ４４(５２) ５９(６５) ４１(４６) ２１５(２４２)
出生情况

　 早产 ７(７) ２(２) ２(２) ２(２) １３(１３)
　 足月 ６４(７２) ４２(５０) ５７(６３) ３９(４４) ２０２(２２９)

　 　 　 　
　 合计 ７１(７９) ４４(５２) ５９(６５) ４１(４６) ２１５(２４２)

入院患儿的数据进行分析ꎬ反映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新生
儿泪囊炎日间手术实行情况ꎮ 术后随访 ３ｍｏꎬ每月复诊
１ 次ꎮ

疗效标准:术后无溢泪、无黏液或脓性分泌物ꎬ泪道冲
洗通畅、无返流ꎬ则治愈ꎮ 术后仍溢泪ꎬ黏液或脓性分泌物
无缓解ꎬ泪道冲洗不通畅则治疗无效ꎮ

统计学分析:采用统计软件 ＳＰＳＳ２５.０ 进行统计学分
析ꎮ 非正态数据使用 Ｍ(Ｐ２５ꎬＰ７５)进行描述ꎬ组间比较采
用成组设计两独立样本比较的 Ｍａｎｎ－Ｗｈｉｔｎｅｙ Ｕ 检验ꎻ计
数资料采用例数(％)进行描述ꎬ组间比较采用 χ２ 检验ꎮ
Ｐ<０.０５ 认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２结果
２.１ 两组患儿基本情况比较 　 所有患儿均成功完成泪道
探通术及日间手术管理ꎮ 患儿年龄分布 ３ ~ ２９ 月龄ꎮ
２０１９－ ０１ / １２ 共收治日间住院新生儿泪囊炎 １１５ 例 １３１
眼ꎬ２０２０－０１ / １２ 共收治日间住院新生儿泪囊炎 １００ 例 １１１
眼ꎮ 两组患儿一般信息见表 １ꎮ 两组患儿性别、年龄、单
眼与双眼患儿所占比例、早产儿与足月儿所占比例比较差
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ꎬ见表 ２ꎮ
２.２两组不同月份住院患儿人数对比 　 ２０２０ 年因新冠肺
炎疫情爆发ꎬ２０２０－０１－２０ / ０４－０７ 我科无新生儿泪囊炎住
院患儿ꎮ 国内疫情控制稳定后ꎬ２０２０ 年 ４~ ７、１２ 月收治患
儿数量较 ２０１９ 年同期增加ꎬ２０２０ 年 ８ ~ １１ 月收治患儿数
量低于 ２０１９ 年同期ꎬ见图 ２ꎮ 经过严格的新冠肺炎排查及

９００２

Ｉｎｔ Ｅｙｅ Ｓｃｉꎬ Ｖｏｌ.２１ꎬ Ｎｏ.１１ Ｎｏｖ. ２０２１　 　 ｈｔｔｐ: / / ｉｅｓ.ｉｊｏ.ｃ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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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两组患儿一般信息比较

年份 例数
性别(例)
男 /女

月龄
[Ｍ(Ｐ２５ꎬＰ７５)]

眼别(例)
单眼 /双眼

生产方式(例)
顺产 /剖宫产

出生情况(例)
早产 /足月产

２０１９ 年 １１５ ７１ / ４４ ６(５ꎬ９) ９９ / １６ ５５ / ６０ ９ / １０６
２０２０ 年 １００ ５９ / ４１ ７(５ꎬ１０) ８９ / １１ ３１ / ６９ ４ / ９６

　 　 　 　 　 　
χ２ / Ｚ ０.１６８ －０.６６９ ０.４１３ ６.３１０ １.３７８
Ｐ ０.６８２ ０.５０４ ０.５２０ ０.０１２ ０.２４０

图 ２　 ２０１９ 年与 ２０２０ 年不同月份患儿数量对比ꎮ

防御措施ꎬ２０２０ 年我科无患儿及家属及医务人员感染新
冠肺炎ꎮ
２.３术后并发症及疗效　 患儿 ２１５ 例均顺利完成泪道探通
术及日间手术管理ꎮ 术后所有患儿均出现短期哭闹ꎬ经积
极安抚患儿情绪稳定ꎮ ７ 例患儿术后当天出现轻度吐奶
不适ꎬ给予观察及保持上身抬高姿势等对症处理ꎬ患儿吐
奶症状缓解ꎮ ２ 例患儿术后当天出现轻度发热不适(２０１９
年及 ２０２０ 年各有 １ 例)ꎬ给予物理降温等对症处理ꎬ体温
降至正常ꎮ 所有患儿术后无呛咳、窒息等不良反应ꎬ无假
道、泪小管撕裂等并发症ꎮ 术后随访 ３ｍｏꎬ每月复诊 １ 次ꎮ
其中患儿 １ 例 １ 眼在术后 １ｍｏ 随访时发生泪道感染ꎬ经治
疗后感染控制ꎬ泪道冲洗通畅ꎮ ２０１９ 年有 １ 例 ２ 岁患儿 １
眼经治疗后无效ꎬ再次行泪道探通冲洗术后治愈ꎮ 其余患
儿 ２１４ 例 ２４１ 眼 经 治 疗 后 均 治 愈ꎬ 治 愈 率 为
９９.６％(２４１ / ２４２)ꎮ
２.４预约患儿未入院情况 　 所有患儿实行预约入院制ꎬ
２０１９－０１ / ２０２０－１２ 预约未入院患儿共 ２０ 例ꎮ 其中爽约未
到医院的有 １５ 例(７５％)ꎬ２０２０ 年预约患儿爽约率(５０％ꎬ
１０ / ２０)明显高于 ２０１９ 年(２５％ꎬ５ / ２０)ꎮ 到医院后经初步
评估不适合入院的患儿有 ４ 例(２０％)ꎬ２０１９ 年 ２ 例ꎬ２０２０
年 ２ 例ꎻ２０１９ 年有 １ 例(５％)患儿因其他情况未能入院ꎮ
３讨论
３.１新生儿泪囊炎泪道探通术进行日间手术管理的优势
及趋势　 新生儿泪囊炎是由于鼻泪管下端开口处的胚胎
残膜在发育过程中不退缩ꎬ或因开口处为上皮碎屑所堵
塞ꎬ致使鼻泪管不通畅ꎬ泪液和细菌潴留在泪囊中ꎬ引起继
发性感染所致的以溢泪、结膜囊分泌物为主要临床表现的
先天性眼科疾病ꎬ治疗首选泪囊按摩和局部滴抗生素滴眼
液ꎬ如不能改善则采取泪道冲洗ꎬ若保守治疗无效ꎬ可考虑
泪道探通术[３]ꎮ 研究发现ꎬ对于保守治疗无效的新生儿泪
囊炎ꎬ实行泪道冲洗联合泪道探通术是安全有效可行
的[４]ꎮ 因泪道探通术治疗新生儿泪囊炎ꎬ多采用表面麻
醉ꎬ手术简单ꎬ操作时间短ꎬ创伤轻微ꎬ术中、术后出血风险
小ꎬ术后并发症易观察ꎬ故适宜开展日间手术[５]ꎮ 因日间
手术具有灵活、便利且高效的优势ꎬ已逐渐得到广大医患
的认可[１]ꎬ我科也已开展多种眼部疾病日间手术管理ꎬ开
展的泪道日间手术ꎬ主要以成人泪道手术为主ꎬ为了帮助

经保守治疗无效ꎬ需行泪道探通术的新生儿泪囊炎患儿减
少等待时间、缩短住院天数、减少住院费用等ꎬ我科于
２０１９－０１ 开展了新生儿泪囊炎泪道探通冲洗术的日间手
术管理ꎮ

本研究发现ꎬ对于保守治疗无效的新生儿泪囊炎ꎬ实
行泪道探通术日间手术管理是安全有效可行的ꎬ与许多研
究结果一致[４ꎬ６－７]ꎮ 本研究中实行新生儿泪囊炎泪道探通
术日间手术管理ꎬ新生儿泪囊炎治愈率高ꎬ达 ９９.６％ꎬ高于
林巧 玲 等[６] 报 道 的 ８０％ 及 凌 博 等[７] 报 道 的 ８８％
(１２ / １００)ꎮ 术后不良反应少ꎬ易观察ꎬ并可及时处理ꎮ 术
后患儿最常见的并发症为短期哭闹ꎬ多因患儿害怕、术后
疼痛不适所致ꎬ经及时安抚可稳定患儿情绪ꎮ 其次为吐奶
不适ꎬ多因患儿哭闹ꎬ导致胃内积气或喝太多奶所致ꎬ给予
观察及竖立位怀抱患儿等对症处理ꎬ患儿吐奶症状缓解ꎮ
所有患儿术后无呛咳、窒息不良反应ꎮ 仅 ２ 例患儿术后当
天出现轻度发热不适ꎬ经及时治疗后体温降至正常ꎮ 本研
究发现ꎬ施行新生儿泪囊炎泪道探通术日间手术管理ꎬ术
后眼部并发症少ꎬ所有患儿无假道、泪小管撕裂等并发症
发生ꎬ仅 １ 例患儿 １ 眼在术后 １ｍｏ 随访时发生泪道感染ꎬ
经治疗后感染控制ꎬ泪道冲洗通畅ꎬ少于凌博等[７] 报道的
１００ 例新生儿泪囊炎患儿中有 ３ 例患儿出现泪道感染ꎬ２
例患儿泪囊肿胀ꎮ 本研究中ꎬ新生儿泪囊炎泪道探通术日
间手术完成度高ꎬ所纳入患儿均完成日间手术管理ꎮ

开展新生儿泪囊炎泪道探通术日间手术模式ꎬ与普通
住院手术模式相比ꎬ开展日间手术不仅缩短了住院时间ꎬ
加快了床位周转及手术间使用率ꎬ大大缩短了患儿术前的
等床时间ꎬ同时减少了住院费用[８]ꎮ 与门诊手术相比较ꎬ
住院期间给予患儿精心护理干预ꎬ可及时观察患儿病情变
化ꎬ并及时给予救治ꎬ不延误患儿病情ꎻ术前、术后宣教更
加充分到位ꎬ医患沟通更加顺畅ꎬ提高了手术质量和效率
以及患者满意度ꎻ加上日间病房有完善的术后复查及门诊
预约系统ꎬ保证了患儿手术后期的随访和管理[８]ꎮ 此外患
儿住院费用纳入医保报销ꎬ按照不同医保类型进行报销ꎬ
切实减轻患儿家长经济负担ꎮ 因此ꎬ新生儿泪囊炎泪道探
通术实行日间手术管理是安全有效可行的ꎮ

本研究发现 ２０２０ 年 ４~ ７、１２ 月新生儿泪囊炎住院总
人数明显多于 ２０１９ 年同期ꎬ加上在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
的防控形势下ꎬ为了满足患者就医需求ꎬ缩短住院时间ꎬ避
免患者聚集ꎬ降低院内感染风险ꎬ开展日间手术尤其重
要[９]ꎮ 研究发现ꎬ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ꎬ日间手术与传统
模式相比ꎬ更有利于疫情的防控[２]ꎮ 因此开展新生儿泪囊
炎泪道探通术日间手术可以做到医患共赢ꎬ具有临床推广
价值ꎬ也是眼科未来的发展方向之一ꎮ
３.２ 预约患儿未入院原因分析 　 患儿家长预约入院时会
被告知入院注意事项及术前准备ꎮ 入院前 １ｄꎬ医务人员
以电话通知患儿入院ꎬ核实是否入院ꎬ并再次告知术前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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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ꎮ 预约后而未入院的原因主要以患儿原因居多ꎬ与李莎
等[１０]研究结果相似ꎮ ７５％爽约未到医院的患儿ꎬ可能与
患儿合并感冒、肺炎、腹泻等疾病导致全身情况不稳定而
爽约ꎬ或改期入院ꎮ 部分患儿家长也可能因等待时间较
长ꎬ对手术治疗准备不充分ꎬ或因经济因素、交通不便等ꎬ
选择其他医院治疗而爽约ꎮ ２０２０ 年爽约人数明显多于
２０１９ 年ꎬ尤其是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下旬至 ４ 月上旬ꎬ这期间因新
冠肺炎疫情爆发ꎬ医院、社会、个人均积极响应国家号召ꎬ
做好疫情防控工作[１１－１２]ꎬ部分家长担心感染新冠肺炎选
择居家隔离、减少外出及不必要的就医ꎬ或者因疫情期间
医院管控严格ꎬ就诊、办理住院程序较以往繁琐而爽约ꎮ
另有一部分患儿到院后ꎬ经初步评估不适合入院ꎬ这部分
患儿因感冒、肺炎等疾病导致全身情况不稳定ꎬ故建议患
儿全身情况稳定后改期入院ꎮ
３.３疫情影响下新生儿泪囊炎泪道探通术日间手术管理
的挑战及展望　 虽然经国家、社会积极努力国内疫情已趋
稳定ꎬ医疗秩序已常态化ꎬ但目前海外疫情仍呈爆发趋势ꎬ
且传染性极强ꎬ形势不容乐观[１３]ꎮ 加上日间手术患者周
转快、病区人员流动性大ꎬ患儿免疫力差ꎬ一旦出现
ＣＯＶＩＤ－１９ 感染者进入日间手术流程ꎬ极易造成病区聚集
性感染[２]ꎮ 因此ꎬ日间手术的开展及推进仍面临着巨大挑
战ꎮ 可以期待的是ꎬ通过加强全员学习培训、疫情宣教ꎬ强
化日间手术流程全员筛查ꎬ强化日间手术人员防护措施ꎬ
优化日间手术患者全流程管理ꎬ做好医疗环境的精细管
理ꎬ加强医院信息化管理能力ꎬ借鉴其他地区成功经验ꎬ吸
取其他地区失败经验教训ꎬ可进一步提高疫情期间开展日
间手术的安全性与可靠性[２ꎬ８ꎬ１４]ꎮ 同时疫情期间对于新生
儿泪囊炎泪道探通术日间手术管理模式的优化ꎬ也可为其
他日间手术及择期手术管理提供有利的参考价值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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