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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子嫩肤技术对皮肤美容临床价值评价 
贾  婷 

顺德爱博恩综合门诊部，广东 佛山 528300 
【摘  要】目的：评价光子嫩肤技术对皮肤美容临床价值。方法：选择2019年3月～2020年10月来我院行皮肤美容治疗的患者（98例）展开研究，按照临床皮肤病类型分为三组，分别是甲组

（色斑，32例）、乙组（毛细血管扩张，33例）和丙组（胶原纤维脱变，33例），全部接受光子嫩肤技术治疗，观察分析其治疗效果及患者对美容的满意情况。结果：治疗效果对比，三组患

者的治疗总有效率分别为96.88%、96.97%、93.94%，对比差异无意义，P>0.05；三组患者对美容的满意度结果为93.75%、93.94、90.91%，对比差异无意义（P<0.05）。结论：皮肤美容治疗中
选择光子嫩肤技术不仅能改善皮肤颜值，修复老化皮肤，还能满足患者的需求，增加其对治疗的信赖，值得临床采纳。 

【关键词】光子嫩肤技术；皮肤美容；临床效果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一切美好的事物都受人们欢迎和喜爱，特别是近年来，随着人们经

济水平的提升以及医疗新技术的进步，越来越多的人对外观美的追求标准不断提高，为了在

生活、工作和社交中能出类拔萃，大部分人纷纷接触皮肤美容，通过美容和保养来处理面部

皮肤问题，提高皮肤的美观度。美容医学发展中，常采取微创技术来调整皮肤年轻化，其中

光子嫩肤技术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获得了临床广大医患的青睐[1]。为了进一步分析此技术的效

果和作用，本文将对收治的接受皮肤美容的患者展开研究，重点分析光子嫩肤技术的作用和

价值。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研究区间为 2019 年 3 月～2020 年 10 月，选择 98 例来我院行皮肤美容的患者为主体，按

照皮肤病类型分组，甲组 32 例，男：女=13:19，年龄 24～49 岁，平均（36.79±3.56）岁；

乙组 33 例，男：女=12:21，年龄 25～50 岁，平均（36.99±3.68）岁；丙组 33 例，男：女

=14:19，年龄 25～49 岁，平均（36.88±3.61）岁。3组资料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有研究

可比性，P>0.05。 

纳入标准：经皮肤科检查确诊；符合各自皮肤病症状；满足光子嫩肤治疗适应症；年龄>20

岁；患者知情并自愿同意参与。排除标准：手术治疗禁忌证；其他皮肤病类型；精神类疾病；

心脑血管疾病。 

1.2 方法 

统一行光子嫩肤技术治疗，术前需要对面部进行清洁、清理面部毳毛，提醒女性要避开

月经期，注意用眼罩保护眼睛，指导患者保持仰卧位，全部使用设备是科医人 m22 激光光子

嫩肤仪，治疗色斑和毛细血管扩张时，调整波长为 540`950nm 治疗，针对胶原纤维脱变调整

波长为 570～950nm，结合皮肤情况调整能量密度，依据皮损程度选择对应脉冲形式、能量和

脉宽[2]。三组患者均接受 3次脉冲扫描治疗，能量密度为 5～20J/cm2，光斑面积 6.4cm2。具体

操作：先在耳后侧隐蔽处光斑实验，观察 8～10min 后根据皮肤反应情况调整治疗参数，面部

尽量以低能量治疗，注意不可重叠光斑，治疗结束后冰敷 30min，每间隔 1个月治疗一次，

全部治疗五次[3]。 

1.3 观察指标 

治疗效果以及对美容效果的满意度，显效为面部皮损面积消退超过 70%，皮肤恢复弹性

和光泽，细小皱纹消失，毛孔缩小，血管扩张消失；有效为面部皮损面积消退 50%，细小皱

纹减少，皮肤状态明显改善，局部有少量毛细血管扩张；无效为面部皮损消退不足 30%，皱

纹明显、皮肤老化，毛孔粗大，毛细血管增粗。用百分制评价其满意度，结果分为非常满意、

一般和不满意。 

1.4 统计学方法 

用统计软件 SPSS23.0 分析，计数资料用率（%）表示，检验用 2χ ，计量资料用（ sx ± ）

表示，行 t检验，P<0.05 表示差异有统计意义。 

2 结果 

2.1 治疗效果对比 

三组患者的治疗总有效率相比，对比差异无统计意义，P>0.05，详见表 1。 

表 1  治疗效果对比（n,%）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甲组 32 23 8 1 31（96.88） 

乙组 33 22 10 1 32（96.97） 

丙组 33 22 9 2 31（93.94） 

2.2 满意度比较 

总满意度比较，三组患者的满意结果对比差异不大，统计结果 P>0.05，见表 2。 

表 2  满意度比较（n,%） 

组别 例数 非常满意 一般 不满意 总满意度 

甲组 32 21 9 2 30（97.75） 

乙组 33 22 9 2 31（93.94） 

丙组 33 20 10 3 30（90.91） 

3 讨论 

人的皮肤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受外界环境的刺激等会慢慢出现细小皱纹、色斑、毛孔粗大、

皮肤松弛以及毛细血管扩张等现象，这种皮肤老化状态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加重，因此成年

人为了减轻面部岁月的痕迹，需要借助美容保养治疗。 

现阶段，针对皮肤质地的改善通常采用光子嫩肤技术，此方法主要用于皮肤血管疾病、

色素疾病以及皮肤纹理改变等情况，主要治疗原理是通过特定光谱的强脉冲光来修复受损的

皮肤组织，进而能破坏色素细胞，达到淡斑、去除黑色素以及改善皮肤细纹的功效，另外此

技术还能收缩毛孔，加速受损皮肤修复和再生，改善皮肤弹性、色泽和质地，对整体皮肤状

态的改善具有积极效果[4-5]。本研究显示，三组皮肤状态的患者经光子嫩肤技术治疗后均取得

较高的总有效率和满意度，其统计结果差异不大，由此说明光子嫩肤技术对皮肤受损情况的

调整和改善作用显著，其安全性和高效性值得应用。 

综合上述，选择光子嫩肤技术治疗皮肤疾病不仅能达到改善肤质、颜色和暗纹，还能收

缩毛孔、紧致肌肤，促使其皮肤更加水嫩光滑，值得临床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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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锰酸钾溶液联合造口粉在失禁性皮炎患者治疗中的效果观察 
何朝庭 

云南省传染病专科医院，云南 安宁 650400 
【摘  要】目的：探讨高锰酸钾溶液联合造口粉在失禁性皮炎患者治疗中的效果。方法：选取2020年1月2020年12月60例失禁性皮炎患者作为研究对象，信封法分对照组（造口粉治疗）和观

察组（高锰酸钾溶液联合造口粉治疗），各30，比较治疗效果和症状消退时间。结果：观察组治疗有效率高于对照组（p＜0.05），且皮损、潮红消退时间短于对照组（p＜0.05），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结论：相较于造口粉治疗，联合高锰酸钾溶液效果更佳，症状缓解时间较快，具有应用意义。 

【关键词】高锰酸钾溶液；造口粉；失禁性皮炎；疗效 

 

失禁性皮炎是指患者由于长期的大小便失禁，导致会阴部、肛周部出现红斑、红色丘疹、

表皮剥脱、糜烂以及渗液等。失禁性皮炎往往会合并不同程度的感染，如果没有及时进行干

预有着造成压疮风险的可能性。临床针对失禁性皮炎主要是对患者排泄物及时进行清除，保

证患者皮肤的干燥清洁[1]。此次研究以失禁性皮炎患者为例，探析高锰酸钾溶液联合造口粉

的治疗效果，报道如下。 

1 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60 例失禁性皮炎患者。信封法分对照组 30 例和观察组 30 例。对照组男性 15 例，

女性 15 例，平均年龄（61.13±4.56）岁；观察组男性 14 例，女性 16 例，平均年龄（61.14

±4.19）岁。患者信息差异不大（p＞0.05），可比较。 

1.2 方法 

对照组采取造口粉治疗，让患者在气垫床上保持平卧位，根据患者腹泻次数 以及大小

便性状利用药物控制排泄，之后用温水对肛周等部位进行清洗，等到患者皮肤完全干燥以后

再均匀的喷洒造口粉，并将多于的粉末进行擦除，造口粉需要覆盖水肿、红斑的皮肤区域。

观察组以对照组治疗方法为基础，联合应用高锰酸钾溶液，用高锰酸钾外用片按照 1:5000

的比例进行配制清洗，即 0.1g+500mL 温开水，每天对患者清洗两次。 

1.3 观察指标 

疗效判定：治疗后患者临床症状依然存在，并且疼痛、并发症明显、显效：经治疗患者

临床症状消失，但仍有疼痛感出现、治愈：治疗后患者临床症状消失，未发生并发症且无疼

痛不适感。 

记录患者症状消退时间，以皮损、潮红为研究分析指标。 

1.4 统计学意义 

在统计学软件 SPSS23.0 中录入实验数据处理。计数资料、计量资料通过（n，%）、（ sx ± ）

表示，
2χ 、t检验。在 p＜0.05 时，提示组间数据之间存在对比价值。 

2 结果 

2.1 治疗有效率对比 

观察组明显更高（p＜0.05），见表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