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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肤蕾深层海洋水鼻腔冲洗在慢性鼻窦炎患者临床治疗中

的作用观察 
刘基恩 

(新加坡竹脚妇幼医院  229899) 

摘要：目的：探究肌肤蕾深层海洋水鼻腔冲洗在慢性鼻窦炎患者临床治疗中的作用。方法：选取我院 2021 年 5 月到 2022 年 8 月之间收治

的慢性鼻窦炎患者 84 例，依据患者的住院的时间将其分为对照组（使用常规治疗方式）与实验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增加肌肤蕾高渗深层

海洋水的治疗方式）各 42 例作为本次实验的研究对象。本文将对两组患者在不同治疗方式治疗后的 VAS 评分、嗅觉功能评分以及治疗有

效率进行比较研究。结果：通过治疗 2d 后，实验组与对照组 VAS 评分未见明显差异，（P＞0.05）；但治疗后 3 周、8 周，实验组比对照组

更低，差异显著（P＜0.05）；实验组与对照组治疗前患者的嗅觉功能评分对比，差异较小（P＞0.05）；实验组治疗后 1 周、4 周、12 周均比

对照组更低，差异显著（P＜0.05）；与对照组的 73.81%治疗有效率相比，实验组 95.24%的治疗有效率明显更高（P＜0.05）。结论：肌肤蕾

高渗深层海洋水优于普通 2.52％的高渗盐水，值得在治疗变应性鼻炎的临床中推广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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鼻窦炎是一种在临床上较为常见的耳鼻喉科疾病，当患者发病

时，通常情况下会出现鼻塞、流鼻涕和头痛等不适症状的发生，这

些都会对患者的日常生活产生负面影响。随着医学水平的不断进

步，为慢性鼻窦炎的治疗提供了更加安全、高效的治疗方案。在对

慢性鼻窦炎病人的治疗实践中观察到，除了使用常规的药物对患者

进行治疗，结合有效的鼻腔清洁疗法，也可以有效提升患者的治疗

效果，有助于改善患者的临床症状。肌肤蕾深层海洋水成分丰富且

稳定、无菌纯净性、易被人体吸收，有助于加快变应性鼻炎、鼻窦

炎患者症状改善，较单独药物治疗有显著优势。我院选取慢性鼻窦

炎患者 84 例，对其使用不同方式的治疗方式，观察其疗效，现将

结果报道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 2021 年 5 月到 2022 年 8 月之间收治的慢性鼻窦炎患

者 84 例，依据患者的住院的时间将其分为对照组（使用普通 2.52

％的高渗盐水）与实验组（使用肌肤蕾高渗深层海洋水的治疗方式）

各 42 例作为本次实验的研究对象。其中对照组患者中男/女：26/16

例，年龄 20-64（39.87±2.13）岁；实验组患者中男/女：23/19 例，

年龄 21-63（40.02±1.98）岁。两组患者在一般资料比较上无统计

学意义，P＞0.05。 

1.2 纳入标准与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①患者已在我院确诊为慢性鼻窦炎，且在我院进行

治疗；②患者精神状态良好，能够进行正常交流沟通；③患者的一

般资料完整，且知晓我院本次实验，自愿签署知情书。 

排除标准：①患者存在较为严重的并发症；②患者存在较为严

重的机体病变现象；②患者在耳鼻喉科存在其他功能障碍；③患者

依从性较低，无法配合实验；④患者在精神意识方面存在障碍，无

法进行交流。 

1.3 方法 

对照组患者使用常规基础治疗方式，采用普通 2.52％的高渗盐

水 200 mL 在可调式鼻腔清洗器的帮助下对鼻腔两侧进行冲洗，3

遍/次，2 次/d。连续治疗 3 个月。 

实验组患者使用肌肤蕾高渗深层海洋水的治疗方式，通过使用

肌肤蕾高渗深层海洋水冲洗治疗，对患者鼻腔两侧进行冲洗，3 遍/

次，2 次/d。连续治疗 3 个月。 

1.4 观察指标 

①将对照组患者与实验组患者治疗后 VAS 评分进行比较分析，

对两组患者进行治疗后 2d、3 周以及 8 周的时间进行评估，10 分表

示剧烈疼痛，分值越高，疼痛越明显。 

②将对照组患者与实验组患者治疗后嗅觉功能评分进行比较

分析，数值越小表明患者嗅觉功能恢复情况越好。 

③将对照组患者与实验组患者的治疗有效率进行比较分析，患

者治疗后患者鼻塞、流涕等症状得到消除，鼻窦黏膜上皮化，脓性

分泌物显著减少为显效，以上症状得到缓解为有效，以上症状并无

改善且存在残留物为无效，总有效率 =显效率+有效率。 

1.5 统计学方法 

通过 SPSS20.0 对两组患者的资料进行统计学分析，将它们按照

（ sx ± ）表示，并采用 T 值检验，将它们的相关系数按照[n（%）]

表示，最后通过 X2 检验，将两组患者的相关系数的 P＜0.05 作为标

准。 

2.结果 

2.1 对照组患者与实验组患者治疗后 VAS 评分比较 

表 1 对照组患者与实验组患者治疗后 VAS 评分对比（ x ±s） 

组别 例数 治疗后 2d 治疗后 3 周 治疗后 8 周 

对照组 42 6.26±1.07 5.24±1.19 4.12±0.89 

实验组 42 6.28±1.03 4.20±0.91 3.16±0.65 



 

论著 

 15 

医学研究 

t  0.100 5.149 6.460 

P  0.921 0.000 0.000 

2.2 对照组患者与实验组患者治疗后嗅觉功能评分比较 

表 2 对照组患者与实验组患者治疗后嗅觉功能评分对比（ x ±

s） 

组别 例数 治疗前 治疗后 1 周 治疗后 4 周 治疗后 12 周 

对照组 42 4.47±0.59 3.92±0.37 3.19±0.31 2.51±0.88 

实验组 42 4.44±0.52 3.08±0.23 2.31±0.25 1.63±0.13 

t  0.283 14.299 16.387 7.337 

P  0.778 0.000 0.000 0.000 

2.3 对照组患者与实验组患者的治疗有效率比较 

表 3 对照组患者与实验组患者的治疗有效率对比[n（%）]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 

对照组 42 19（45.24） 12（28.57） 11（25.00） 31（73.81） 

实验组 42 31（73.81） 9（21.43） 2（4.54） 40（95.24） 

X2     7.310 

P     0.006 

3 讨论 

慢性鼻窦炎患者最主要的症状表现为嗅觉失灵，嗅觉的主要职

责是对身体以及生理进行调整、辨认以及发出警告。如若患者存在

嗅觉功能等问题，可以分为传输性的问题、神经的问题以及感知器

的问题。而这些问题都可以归结为嗅觉黏膜所在的部位，即患者的

上鼻甲的内部以及与之相匹配的鼻中隔。嗅觉神经系统是与周围环

境相连的两个主要神经单位。在辨认气味的初步阶段，属于一个交

互性的环节，嗅觉神经可以在嗅觉接收器和嗅觉物质之间产生效

应，并且依照嗅觉信息的独特性，可以评估嗅觉接收器的成分。由

于机械性的阻塞会妨碍空气到达嗅觉上皮，从而使得慢性鼻窦炎的

患者出现嗅觉功能障碍。在实际临床中，通常情况下使用鼻腔喷雾

来清洁鼻腔。这种方法能够帮助减少鼻粘连的出现，从而提升整个

治疗过程的有效率。 

在本次研究中，观察组在鼻腔冲洗方面，选择使用肌肤蕾深层

海洋水。肌肤蕾深层海洋水主要使用取自布列塔尼玫瑰海岸的格兰

德岛，是当地海事归类为 A 类的洁净海域。深层海洋水在深海强大

的水压作用下，其水分子团明显小于陆地上的水分子团。其分子结

合角为 165～180 度，远远大于陆地上的水分子结合角，与人体内

水分、血液的分子结合角极其近似，通过大量矿物质以及微量元素

的补充，可充分发挥清洁和灭菌作用。使用常规冲洗剂治疗方式对

患者进行清洁，冲洗剂的输送速率无法精确控制，使得清洁工作无

法达标，并在某些关键部分可能会存在微生物的遗留。而使用肌肤

蕾深层海洋水对患者鼻腔进行冲洗能够以微扩散的方式，使冲洗剂

均匀的喷洒在患者鼻腔内部，即使是细小的角落部位也能够得到完

整的冲洗，有效清除患者鼻腔内的灰尘、污垢以及残存的分泌物，

清除病原菌，使患者得到有效的治疗。而且，肌肤蕾深层海洋水中

水分子团极容易为人体吸收，其含有的独特的无机盐及矿物质等营

养成分均以活性的游离离子形式存在，也能够吸收所含的营养成

分。从本文使用肌肤蕾深层海洋水对患者鼻腔进行冲洗后观察到，

鼻窦炎患者在使用肌肤蕾深层海洋水治疗后，患者症状得到明显改

善，有利于炎症因子的抑制效果，有效改善鼻通气功能，提升临床

治疗效果，且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缩短治疗时间，较单独药物以及普

通 2.52％的高渗盐水更有显著优势。 

经过本文实验研究后得出，通过治疗 2d 后，实验组与对照组

VAS 评分未见明显差异，（P＞0.05）；但治疗后 3 周、8 周，实验组

比对照组更低，差异显著（P＜0.05）；实验组与对照组治疗前患者

的嗅觉功能评分对比，差异较小（P＞0.05）；实验组治疗后 1 周、4

周、12 周均比对照组更低，差异显著（P＜0.05）；与对照组的 73.81%

治疗有效率相比，实验组 95.24%的治疗有效率明显更高（P＜0.05）。

说明采用肌肤蕾深层海洋水冲洗患者鼻腔，可有效对鼻腔黏膜进行

清洁，提高患者的治疗总有效率。并且能够通过对患者鼻腔不适感

进行降低，来减少并发症的发生，对于患者远期恢复效果具有积极

意义，有利于患者恢复嗅觉功能进程加速。 

综上所述，肌肤蕾高渗深层海洋水优于普通 2.52％的高渗盐

水，值得在治疗变应性鼻炎的临床中推广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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