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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呼气压力的嗅觉训练装置

(57)摘要

本公开实施例公开了一种基于呼气压力的

嗅觉训练装置，该嗅觉训练装置包括：瓶体；鼻腔

连通部，设置在所述瓶体上，用于将所述瓶体与

鼻腔相连通；口腔连通部，设置在所述瓶体上，用

于将所述瓶体与口腔相连通；容器连通部，设置

在所述瓶体上，将所述瓶体与用于存储嗅素的容

器相连通；容器，包括开口，所述开口与所述容器

连通部相连接。本公开实施例还提供了一种基于

呼气压力的嗅觉训练系统，包括四个上述基于呼

气压力的嗅觉训练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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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呼气压力的嗅觉训练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嗅觉训练装置包括：

瓶体；

鼻腔连通部，用于将所述瓶体与鼻腔相连通，所述鼻腔连通部位于所述瓶体上部侧壁，

包括具有两个鼻腔通气管分支的Y形导管，或所述鼻腔连通部位于所述瓶体上部侧壁，包括

两个独立设置的导管，所述鼻腔连通部末端带有可拆卸棉塞，用于填塞两侧鼻前庭；

口腔连通部，设置在所述瓶体上，用于将所述瓶体与口腔相连通；

容器连通部，设置在所述瓶体上，用于将所述瓶体与用于存储嗅素的容器相连通；

容器，包括开口，所述开口可拆卸地与所述容器连通部相连接；

所述瓶体内部设置有滤网，所述滤网位于所述鼻腔连通部和所述口腔连通部之间，所

述滤网具有允许气体分子通过的孔洞，用于增加对于通过所述滤网的气流的阻力；

容器盖，所述容器盖内中部设置有隔离部，两端分别设置有第一连接结构和第二连接

结构，用于一端封闭所述瓶体的容器连通部，另一端封闭所述容器的所述开口。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呼气压力的嗅觉训练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口腔连通部位于所述瓶体下部侧壁，与所述鼻腔连通部位于所述瓶体的同一面。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呼气压力的嗅觉训练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容器连通部位于所述瓶体的底部；

所述容器与所述容器连通部螺旋连接或通过密封圈插接。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呼气压力的嗅觉训练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容器盖的第一连接结构和第二连接结构都具有螺纹，用于螺旋封闭所述容器连通

部和所述容器的所述开口；或者

所述容器盖的第一连接结构和第二连接结构都具有密封圈，用于封闭所述容器连通部

和所述容器的所述开口；或者

所述容器盖的第一连接结构和第二连接结构分别具有螺纹和密封圈，用于封闭所述容

器连通部和所述容器的所述开口。

5.一种基于呼气压力的嗅觉训练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四个根据权利要求1～4中任

一项所述的基于呼气压力的嗅觉训练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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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呼气压力的嗅觉训练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公开涉及一种基于呼气压力的嗅觉训练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正常嗅觉功能对于维持人类日常行为必不可少，在社会交往、危险预警、保证身心

健康等方面发挥重要调节作用。我国已步入老龄化社会，阿尔兹海默症及帕金森等神经退

行性疾病患者群体庞大，已有研究表明嗅觉下降为神经退行性疾病患者认知功能障碍的早

期预警信号，且嗅觉障碍老年人在未来5年发展为痴呆的风险是无嗅觉障碍老年人的2倍。

此外，多数研究表明老年性嗅觉障碍与高的死亡率密切相关。

[0003] 新近研究结果显示，嗅觉训练可显著改善常见类型嗅觉障碍患者的嗅觉功能和认

知功能，包括老年性、外伤性、上感后、炎症性等嗅觉障碍，目前嗅觉训练的证据使用等级为

IA。影像学研究结果显示，嗅觉训练的有效性与嗅黏膜上皮增加的嗅电图反应以及大脑嗅

觉处理区域结构的变化有关。此外，嗅觉训练的优化可增强其效应，如增加嗅觉训练气味的

种类、延长嗅觉训练的时间、联合糖皮质激素鼻腔冲洗等。对于鼻腔鼻窦解剖异常或黏膜肿

胀的嗅觉障碍患者，如鼻中隔偏曲、慢性鼻窦炎等，进入鼻腔嗅裂区的气流受到限制，从而

限制嗅素在嗅裂区的扩散和沉积，进而降低嗅觉训练的有效性。

[0004] 目前，国内市场上没有针对嗅觉训练的装置，国际上Burghart公司生产的嗅觉训

练装置为一笔筒状，嗅素气味自主散发，患者通过嗅吸进行嗅觉训练，对于鼻腔气流受限的

嗅觉障碍患者，嗅素分子在鼻腔的扩散和沉积也受到限制，从而降低了嗅觉训练的效果。

发明内容

[0005] 本公开提供了一种基于呼气压力的嗅觉训练装置，所述基于呼气压力的嗅觉训练

装置包括：瓶体；鼻腔连通部，设置在所述瓶体上，用于将所述瓶体与鼻腔相连通；口腔连通

部，设置在所述瓶体上，用于将所述瓶体与口腔相连通；容器连通部，设置在所述瓶体上，用

于将所述瓶体与用于存储嗅素的容器相连通；容器，包括开口，所述开口可拆卸地与所述容

器连通部相连接。

[0006] 可选地，所述鼻腔连通部位于所述瓶体上部侧壁，包括具有两个鼻腔通气管分支

的Y形导管，和/或所述鼻腔连通部位于所述瓶体上部侧壁，包括两个独立设置的导管。

[0007] 可选地，所述鼻腔连通部末端带有可拆卸棉塞，用于填塞两侧鼻前庭。

[0008] 可选地，所述口腔连通部位于瓶体下部侧壁，与所述鼻腔连通部位于所述瓶体的

同一面。

[0009] 可选地，所述容器连通部位于所述瓶体的底部；和/或所述容器与所述容器连通部

螺旋连接或通过密封圈插接。

[0010] 可选地，所述瓶体内部设置有滤网，所述滤网位于所述鼻腔连通部和所述口腔连

通部之间。

[0011] 可选地，所述滤网具有允许气体分子通过的孔洞，用于增加对于通过所述滤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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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流的阻力。

[0012] 可选地，所述嗅觉训练装置包括容器盖，所述容器盖内中部设置有隔离部，两端分

别设置有第一连接结构和第二连接结构，用于一端封闭所述瓶体的容器连通部，另一端封

闭所述容器的所述开口。

[0013] 可选地，所述容器盖的第一连接结构和第二连接结构都具有螺纹，用于螺旋封闭

所述容器连通部和所述容器的所述开口；或者所述容器盖的第一连接结构和第二连接结构

都具有密封圈，用于封闭所述容器连通部和所述容器的所述开口；或者所述容器盖的第一

连接结构和第二连接结构分别具有螺纹和密封圈，用于封闭所述容器连通部和所述容器的

所述开口。

[0014] 本公开还提供了一种基于呼气压力的嗅觉训练系统，包括四个上述基于呼气压力

的嗅觉训练装置。

附图说明

[0015] 结合附图，通过以下非限制性实施方式的详细描述，本公开的其它特征、目的和优

点将变得更加明显。在附图中：

[0016] 图1示出根据本公开实施例的基于呼气压力的嗅觉训练装置的结构图；

[0017] 图2示出根据本公开实施例的基于呼气压力的嗅觉训练装置的另一种鼻腔连通部

的结构图；

[0018] 图3示出根据本公开实施例的基于呼气压力的嗅觉训练装置的滤网的结构图；

[0019] 图4示出根据本公开实施例的基于呼气压力的嗅觉训练装置的容器盖的结构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下文中，将参考附图详细描述本公开的示例性实施方式，以使本领域技术人员可

容易地实现它们。此外，为了清楚起见，在附图中省略了与描述示例性实施方式无关的部

分。

[0021] 在本公开中，应理解，诸如“包括”或“具有”等的术语旨在指示本说明书中所公开

的特征、数字、步骤、行为、部件、部分或其组合的存在，并且不欲排除一个或多个其他特征、

数字、步骤、行为、部件、部分或其组合存在或被添加的可能性。

[0022] 另外还需要说明的是，在不冲突的情况下，本公开中的实施例及实施例中的特征

可以相互组合。下面将参考附图并结合实施例来详细说明本公开。

[0023] 图1示出根据本公开实施例的基于呼气压力的嗅觉训练装置的结构图。

[0024] 如图1所示，基于呼气压力的嗅觉训练装置包括瓶体100，鼻腔连通部200，口腔连

通部300，容器连通部400，容器500。

[0025] 根据本公开实施例，所述鼻腔连通部200设置在所述瓶体100上，用于将所述瓶体

100与鼻腔相连通。所述口腔连通部300设置在所述瓶体100上，用于将所述瓶体100与口腔

相连通。所述容器连通部400设置在所述瓶体100上，用于将所述瓶体100与用于存储嗅素的

容器500相连通。所述容器500包括开口，所述开口可拆卸地与所述容器连通部400相连接。

[0026] 根据本公开实施例，所述嗅素可以是具有气味的挥发性物质。根据本公开实施例，

所述鼻腔连通部200位于所述瓶体100上部侧壁，包括具有两个鼻腔通气管分支的Y形导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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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鼻腔通气管分支插入鼻腔，用于送入嗅素挥发产生的嗅觉训练气体。

[0027] 根据本公开实施例，所述鼻腔连通部末端带有可拆卸棉塞，用于填塞两侧鼻前庭，

加强鼻腔连通部插入鼻腔后的密封效果。例如，对于图1所示的Y形导管，可以在插入两个鼻

腔的两个分叉的末端放置可拆卸棉塞。

[0028] 根据本公开实施例，所述口腔连通部300位于所述瓶体100下部侧壁，与所述鼻腔

连通部200位于所述瓶体的同一面，方便用户的使用。

[0029] 根据本公开实施例，所述容器连通部400位于所述瓶体100的底部，例如可以是瓶

体100底部的开口。所述容器500内壁可以设置有与容器连通部400外壁配合的螺纹，或者所

述容器500外壁可以设置有与容器连通部400内壁配合的螺纹，从而所述容器500与所述容

器连通部400间可以使用螺旋连接。或者，所述容器500内壁可以设置有与容器连通部400外

壁配合的密封圈，或者所述容器连通部400内壁可以设置有与容器500外壁配合的密封圈，

从而所述容器500与所述容器连通部400间可以通过密封圈插接。所述容器500与所述容器

连通部400间也可以采用其它连接方式，本公开对此不做限定。

[0030] 图2示出根据本公开实施例的基于呼气压力的嗅觉训练装置的另一种鼻腔连通部

的结构图。

[0031] 如图2所示，基于呼气压力的嗅觉训练装置包括瓶体100，鼻腔连通部210，口腔连

通部300，容器连通部400，容器500。如图2所示，根据本实施例的基于呼气压力的嗅觉训练

装置与图1所示的基于呼气压力的嗅觉训练装置的不同之处在于，鼻腔连通部210包括两个

独立设置的导管。

[0032] 根据本公开实施例，所述鼻腔连通部210位于所述瓶体上部侧壁，包括两个独立设

置的导管，分别连接到所述瓶体100上。对于该鼻腔连通部，也可以在两个导管的插入鼻腔

的导管末端设置可拆卸棉塞，用于填塞两侧鼻前庭，加强鼻腔连通部插入鼻腔后的密封效

果。

[0033] 图3示出根据本公开实施例的基于呼气压力的嗅觉训练装置的滤网的结构图。需

要注意的是，虽然图3是结合图1所示的嗅觉训练装置的结构进行说明，但该滤网结构和设

置方式也适用于图2所示的嗅觉训练装置。

[0034] 如图3所示，嗅觉训练装置可以包括滤网600。

[0035] 根据本公开实施例，所述滤网600设置于瓶体100内部，所述滤网600位于所述鼻腔

连通部200和所述口腔连通部300之间。

[0036] 根据本公开实施例，所述滤网600具有允许气体分子通过的孔洞，用于增加对于通

过所述滤网的气流的阻力，使得进入用户鼻腔的气流更加均匀柔和。

[0037] 图4示出根据本公开实施例的基于呼气压力的嗅觉训练装置的容器盖的结构图。

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图4是结合图1所示的嗅觉训练装置的结构进行说明，但该容器盖的结

构和设置方式也适用于图2所示的嗅觉训练装置。

[0038] 如图4所示，基于呼气压力的嗅觉训练装置可以包括容器盖700。所述容器盖700例

如可以为筒状，筒内中部设置有隔离部710，例如一隔离板，筒的相对的两端设置有第一连

接结构720和第二连接结构730，例如形成于筒内壁的螺纹或固定于筒内壁的密封圈。

[0039] 根据本公开实施例，所述容器盖700一端封闭所述瓶体100的容器连通部400，一端

封闭所述容器500的所述开口。所述容器盖700封闭瓶体100的所述容器连通器400后，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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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灰尘进入所述瓶体100，以保持所述瓶体100的内部洁净。所述容器盖700封闭所述容器

500的开口后，可以防止所述容器500内的嗅素挥发，延长嗅素的使用期限。另外，容器盖700

同时封闭瓶体100和容器500，可以将瓶体100和容器500结合为一体，方便保管和携带。

[0040] 根据本公开实施例，所述容器盖700的第一连接结构720和第二连接结构730可以

都具有螺纹，所述螺纹设置在容器盖，分别与容器连通部400的螺纹以及容器500的螺纹配

合，螺旋封闭所述容器连通部400和所述容器500的所述开口。

[0041] 根据本公开实施例，所述容器盖700的第一连接结构720和第二连接结构730可以

都具有密封圈，分别与容器连通部400以及容器500配合，用于封闭所述容器连通部400和所

述容器500的所述开口。

[0042] 根据本公开实施例，所述容器盖700的第一连接结构720和第二连接结构730可以

分别具有螺纹和密封圈，用于封闭所述容器连通部400和所述容器500的所述开口。例如，可

以通过螺纹来螺旋封闭瓶体100，而通过密封圈插接来封闭容器500，也可以通过螺纹来密

封容器500，而通过密封圈插接来密封瓶体100。

[0043] 根据本公开实施例，所述容器盖700的第一连接结构720和第二连接结构730可以

采用其它密封方式，本公开对此不作限定。

[0044] 根据本公开实施例，所述鼻腔连通部200可以由软质塑料制成，所述瓶体100、容器

500、容器盖700中的至少一个可以由硬质塑料制成，本公开对此不作限定。

[0045] 本公开还提供了一种基于呼气压力的嗅觉训练系统，包括四个上述基于呼气压力

的嗅觉训练装置。

[0046] 根据本公开实施例，在使用所述基于呼气压力的嗅觉训练装置的过程中，将含有

嗅素的容器500固定至所述容器连通部400，将所述鼻腔连通部200或210的两个鼻腔通气管

连接至鼻腔，深吸一口气后含住所述口腔连通部300，口腔缓慢呼气。所述瓶体100中的所述

滤网600增加气流的阻力，防止气流对鼻腔产生过强的冲击。此时整个鼻腔形成密闭空间

(软腭封闭鼻腔后部)，所述嗅素随着呼出气流可最大程度进入鼻腔各处，进而增加嗅素在

鼻腔内的扩散和沉积。本公开适用于嗅觉训练，旨在增强嗅素的有效利用率。

[0047] 以上描述仅为本公开的较佳实施例以及对所运用技术原理的说明。本领域技术人

员应当理解，本公开中所涉及的发明范围，并不限于上述技术特征的特定组合而成的技术

方案，同时也应涵盖在不脱离所述发明构思的情况下，由上述技术特征或其等同特征进行

任意组合而形成的其它技术方案。例如上述特征与本公开中公开的(但不限于)具有类似功

能的技术特征进行互相替换而形成的技术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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