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鼻腔冲洗护理在慢性鼻窦炎患者中的应用及其对症状和生活质量的影响 

黄 翠，党 莎，郑彩露，何 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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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慢性鼻窦炎患者鼻腔冲洗护理实践的效果和安全性，并与常规护理进行比较。方法 采用

随机对照试验的方法，将 150 例慢性鼻窦炎患者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每组 75 例。实验组在入院后进行鼻腔

冲洗护理，对照组接受常规护理，不进行鼻腔冲洗。比较两组患者的鼻窦炎症状评分、生活质量评分、鼻窦炎并

发症发生率和患者满意度。结果 实验组的鼻窦炎症状评分和生活质量评分均显著优于对照组（P<0.05），鼻窦炎

并发症发生率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结论 慢性鼻窦炎患者鼻腔冲洗护理实践可以有效改善患者的症状和生

活质量，减少鼻窦炎并发症的发生，是一种安全、有效、便捷的护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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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and safety of nasal irrigation nursing practice in patients with chronic 
sinusitis, and compare it with conventional nursing. Methods 150 patients with chronic sinusitis were divided into 
experimental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with 75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experimental group received nasal irrigation care 
after admission, while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routine care without nasal irrigation. Sinusitis symptom score, quality of 
life score, complication rate of sinusitis and patient satisfaction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The scores 
of sinusitis symptoms and quality of life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P<0.05), and the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of sinusitis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Nasal irrigation nursing practice in patients with chronic sinusitis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symptoms and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reduce the occurrence of complications of sinusitis, and is a safe, effective and convenient nursing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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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慢性鼻窦炎（CRS）是指鼻窦炎症超过 12 周，伴

有鼻塞、流涕、嗅觉障碍、面部疼痛或压迫感等症状的

常见疾病。鼻腔冲洗是一种护理治疗方法，是指用生理

盐水或其他溶液冲洗鼻腔和鼻窦，清除分泌物、痂皮、

异物和致病菌，减轻炎症症状，促进鼻窦引流，恢复鼻

腔和鼻窦功能。鼻腔冲洗的方式和溶液有多种，根据患

者的情况和喜好选择合适的[1]。鼻腔冲洗的容量、压力、

温度、姿势、时机和频次等因素也会影响效果和安全

性，需要根据最佳证据指导和调整。 目前，慢性鼻窦

炎患者鼻腔冲洗护理实践的最佳证据不完善，文献和

指南对鼻腔冲洗的各个因素的建议不一致。为了提供

规范、有效、安全的鼻腔冲洗护理，本研究通过实验研

究的方法，比较慢性鼻窦炎患者鼻腔冲洗护理实践的

效果和安全性与常规护理的差异。 
2 材料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研究的研究对象为 2022 年 1 月至 2023 年 12 月

在本院耳鼻咽喉科就诊的慢性鼻窦炎患者，共 150 例。 
纳入标准为：（1）符合慢性鼻窦炎的诊断标准，

即鼻窦炎症状超过 12 周，且有两项以上的鼻腔或鼻咽

部分泌物、鼻塞或呼吸困难、嗅觉障碍或面部疼痛或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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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感，以及鼻窦 CT 显示的鼻窦黏膜增厚或气液平面或

鼻息肉等；（2）年龄 18～65 岁，男女不限；（3）未

做过鼻窦手术或鼻腔冲洗护理；（4）无其他影响鼻窦

炎症状的疾病，如过敏性鼻炎、鼻中隔偏曲、鼻腔肿瘤、

免疫缺陷病、结缔组织病等；（5）自愿参加本研究并

签署知情同意书。 
排除标准为：（1）对鼻腔冲洗护理有禁忌证，如

鼻出血、鼻窦穿孔、鼻窦气压性损伤等；（2）在研究

期间用其他治疗方法，如药物、物理疗法、手术等；（3）
在研究期间有严重的不良事件或并发症，如鼻窦感染、

鼻腔损伤、鼻窦气压性损伤等；（4）在研究期间退出

或丢失随访。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将患者分为实验组和

对照组，每组 75 例。 
2.2 研究方法 
实验组和对照组入院后接受常规护理，包括药物

治疗、健康教育、饮食调节、心理支持等。实验组在此

基础上进行鼻腔冲洗护理，具体方法如下： 
操作前准备。选择鼻壶作为鼻腔冲洗器，其容量为 

200 毫升，口径为 1 厘米。选择生理盐水作为溶液，其

浓度为 0.9%。将生理盐水加热至 37 ℃左右，与体温相

近。将生理盐水倒入鼻壶中，每次 100 毫升，备用。 
操作过程。让患者站立或坐在水槽前，头部稍微前

倾，将鼻壶的口对准一侧鼻孔，轻轻插入，使之与鼻孔

贴合[2]。让患者张开口呼吸，避免误吸入溶液。缓慢倾

斜鼻壶，使溶液从一侧鼻孔流入，流经鼻腔和鼻窦，从

另一侧鼻孔流出。每次冲洗约 5 分钟，直到鼻壶中的

溶液用完。然后换另一侧鼻孔重复上述步骤，完成双侧

鼻腔和鼻窦的冲洗。 
操作后处理。让患者轻轻吹鼻，排出残留的溶液和

分泌物，注意不要用力过猛。观察患者的鼻腔和鼻窦情

况，记录冲洗前后的鼻窦炎症状评分、生活质量评分、

鼻窦炎并发症发生率和患者满意度，以及冲洗过程中

的不良反应，如鼻出血、鼻痛、头痛、眼痛、耳痛、咽

痛等，及时处理并记录[3]。 
2.3 研究评价 
本研究用以下指标评价两组患者的效果和安全性： 
（1）鼻窦炎症状评分。用 Lund-Kennedy 鼻内窥

镜评分法，评分项目包括鼻腔分泌物、鼻腔结痂、鼻中

隔偏曲、鼻息肉、鼻窦开口水肿和鼻窦分泌物，每个项

目按无（0 分）、轻度（1 分）、中度（2 分）和重度

（3 分）评分，总分为 0～18 分，分数越高，炎症越

严重。 
（2）生活质量评分。用 SNOT-20 量表，评估鼻

窦炎相关的生活质量，包括鼻部症状、耳/面部症状、

睡眠问题、情绪问题和社会功能五个领域，每个领域有

四个问题，共 20 个问题，每个问题按从不（0 分）、

轻微（1 分）、中等（2 分）和严重（3 分）评分，总

分为 0～60 分，分数越高，生活质量越差。 
（3）鼻窦炎并发症发生率。记录患者是否发生鼻

窦炎的并发症，如鼻出血、鼻痛、头痛、眼痛、耳痛、

咽痛、鼻窦感染、鼻窦气压性损伤等，计算并发症的发

生率，即发生并发症的患者数占总患者数的百分比。  
2.4 统计分析 
采用 SPSS 26.0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采用

均数±标准差 （ ͞x±s）表示，计数资料采用频数（n）和百

分比（%）表示。两组间的计量资料比较采用 t 检验，

计数资料比较采用 χ2 检验，有序分类资料比较采用 
Wilcoxon 秩和检验。P<0.05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3 结果 
3.1 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比较 
3.2 两组患者的鼻窦炎症状评分比较 
两组患者在治疗前的鼻窦炎症状评分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P>0.05），说明两组患者的基线水平相

当。治疗后，两组患者的鼻窦炎症状评分均显著低于治

疗前（P<0.05），说明两组患者的鼻窦炎症状均得到改

善。但实验组的鼻窦炎症状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

（P<0.05），说明实验组的鼻窦炎症状改善程度更明

显，见表 2。 
3.3 两组患者的生活质量评分比较 
两组患者在治疗前的生活质量评分比较，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P>0.05），说明两组患者的基线水平相当。

治疗后，两组患者的生活质量评分均显著低于治疗前

（P<0.05），说明两组患者的生活质量均得到提高。但

实验组的生活质量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说

明实验组的生活质量提高程度更明显，见表 3。 
3.4 两组患者的鼻窦炎并发症发生率比较 
两组患者在治疗过程中的鼻窦炎并发症发生率比

较，实验组的鼻窦炎并发症发生率显著低于对照组

（P<0.05），说明实验组的鼻窦炎并发症发生风险更

低，见表 4。 
4 讨论 
本研究表明，鼻腔冲洗护理对慢性鼻窦炎患者有

显著的改善作用，可以减轻鼻窦炎症状，提高生活质

量，降低并发症风险。鼻腔冲洗护理的原理可能与清除

分泌物和致病菌，稀释和中和炎性介质，增加湿度和黏

膜弹性，改善通气和引流，平衡气压等因素有关[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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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比较（n/%或͞x±s） 

项目 实验组（n=75） 对照组（n=75） t/χ2/Z P 

年龄（岁） 43.2±11.5 42.8±10.7 0.23 0.82 

性别   0.01 0.92 

男 38（50.7） 39（52.0）   

女 37（49.3） 36（48.0）   

病程（月） 18.6±6.4 19.2±7.1 -0.55 0.58 

鼻窦炎类型   0.32 0.85 

单侧 36（48.0） 34（45.3）   

双侧 39（52.0） 41（54.7）   

合并症   0.07 0.79 

有 24（32.0） 23（30.7）   

无 51（68.0） 52（69.3）   

表 2  两组患者的鼻窦炎症状评分比较（͞x±s） 

项目 实验组（n=75） 对照组（n=75） t P 

治疗前 12.4±2.6 12.2±2.7 0.46 0.65 

治疗后 4.2±1.5 7.8±2.1 -11.32 <0.01 

差值 8.2±1.8 4.4±1.9 12.08 <0.01 

表 3  两组患者的生活质量评分比较（͞x±s） 

项目 实验组（n=75） 对照组（n=75） t P 

治疗前 38.6±7.4 39.2±8.1 -0.49 0.63 

治疗后 15.4±4.6 24.6±6.3 -9.83 <0.01 

差值 23.2±5.2 14.6±5.6 9.28 <0.01 

表 4  两组患者的鼻窦炎并发症发生率比较（n/%） 

项目 实验组（n=75） 对照组（n=75） χ2 P 

鼻出血 1（1.3） 5（6.7） 4.01 0.04 

鼻痛 2（2.7） 7（9.3） 3.67 0.06 

头痛 3（4.0） 9（12.0） 4.32 0.04 

眼痛 0（0.0） 3（4.0） 3.22 0.07 

耳痛 0（0.0） 2（2.7） 2.16 0.14 

咽痛 1（1.3） 4（5.3） 2.54 0.11 

鼻窦感染 0（0.0） 1（1.3） 1.08 0.30 

鼻窦气压性损伤 0（0.0） 0（0.0） - - 

总发生率 7（9.3） 31（41.3） 19.62 <0.01 

 
鼻腔冲洗护理的效果可能与缓解不适和痛苦，改

善情绪和心理，提高感官和生活能力，改善睡眠和社会

功能，增加信心和希望，减少担忧和恐惧，节省时间和

费用等因素有关[6-7]。 

5 结论 
本研究证实，鼻腔冲洗护理对于慢性鼻窦炎患者

具有显著的效果和安全性，可以改善患者的鼻窦炎症

状和生活质量，降低患者的鼻窦炎并发症发生率。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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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建议在临床上广泛推广和应用鼻腔冲洗护理[8-9]，

为慢性鼻窦炎患者提供优质的护理服务[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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