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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灸经络

针刺联合穴位注射治疗周围性面神经麻痹

临床观察及电生理分析

冯常武　卢　杰　张晓云　丁　一
（黄石市中心医院（湖北理工学院附属医院），黄石，４３５０００）

摘要　目的：探讨针刺联合穴位注射治疗周围性面神经麻痹临床疗效及电生理改变。方法：临床纳入周围性面神经麻痹
患者９０例，根据治疗方案的不同分为治疗组与对照组。对照组给予单纯针刺治疗，治疗组给予针刺联合穴位注射治疗。
观察２组患者临床疗效，并在治疗前后２组患者两侧眼轮匝肌、鼻肌及口轮匝肌进行电生理检测，比较２组患者治疗前后
神经电图潜伏期及患健侧波幅比值的变化。结果：治疗组１个疗程治疗有效率、２个疗程治疗有效率分别为８６６７％、
１００００％，对照组分别为６８８９％、８２２２％，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前，２组患者眼轮匝肌、鼻肌及口轮匝肌
神经电图潜伏期及患健侧波幅比值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后，治疗组眼轮匝肌、口轮匝肌神经电图潜伏
期为（３４６±０４９）ｍｓ、（３１４±０５７）ｍｓ，对照组为（３９２±０５０）ｍｓ、（３３４±０４８）ｍｓ，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
疗组眼轮匝肌、口轮匝肌神经电患健侧波幅比值为（０６７±０１８）、（０６５±０１７），对照组为（０５２±０１７）、（０５０±０１５），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２组患者鼻肌神经电图潜伏期及患健侧波幅比值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针
刺联合穴位注射治疗周围性面神经麻痹具有较好的临床疗效，能够显著缩短病程，促进患者的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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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围性面神经麻痹是临床上较为常见的一种神
经系统疾病，是由于面神经及其周围的组织出现非

特异性炎性反应与水肿，为面神经受压所导致［１］。

患者临床表现主要为突然发生一侧面部瘫痪，口眼

歪斜［２］。由于目前临床对周围性面神经麻痹的发病

机制尚不完全清楚，因此尚无治疗本病的特效方

法［３］。周围性面神经麻痹归属于中医学“面瘫”“吊

线风”等范畴，本病发生的病机多为正气不足，风邪

入中脉络，气血痹阻［４］。针刺治疗是目前临床用于

治疗周围性面神经麻痹较为常用的一种手段，具有

一定的改善血液循环，减轻神经压迫的作用［５］。但

是，单纯采用针刺治疗，临床治疗时间较长，一些患

者不能坚持完成整个疗程。笔者通过针刺联合穴位

注射治疗周围性面神经麻痹，取得了较好的临床效

果，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本研究共纳入周围性面神经麻痹
患者９０例，均为我院２０１４年１月至２０１５年１０月收
治的病例。根据治疗方案的不同分为治疗组与对照

组。对照组给予单纯针刺治疗，治疗组给予针刺联

合穴位注射治疗，每组４５例。治疗组：男２６例，女
１９例，年龄２４～７２岁，平均年龄（４５３±１０８）岁，
病程１～１１ｄ，平均病程（３９±１２）ｄ，病变部位：左
侧２４例，右侧２１例。对照组：男２７例，女１８例，年
龄２２～７０岁，平均年龄（４４９±１０６）岁，病程１～９
ｄ，平均病程（３７±１４）ｄ，病变部位：左侧２６例，右
侧１９例。２组患者性别、年龄、病程、病变部位等资
料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有可比性。
１２　纳入标准　１）年龄≥１８岁；２）符合周围性面
神经麻痹临床诊断标准，参考《临床常见疾病诊疗标

准》中关于周围性面神经炎的临床诊断标准。

１３　排除标准　１）合并有其他神经系统疾病者；２）
精神异常，不能配合临床治疗及随访者；３）中途退出
治疗者。

１４　治疗方法　针刺治疗：１）局部取穴：主要选择
患侧的阳白、攒竹、丝竹空、四白、迎香、下关、地仓、

颊车、承浆、翳风等穴位。其中，下关、地仓采用透刺

法，其余穴位均采用浅刺法，进针时采用平补平泻手

法。２）远端取穴：主要选择患者双侧的合谷以及足
三里，均采用直刺法，进针时采用平补平泻手法。进

针后，连接电针治疗仪，选择疏密波，频率设置为２０
次／ｍｉｎ。针刺治疗１次／ｄ，每次留针３０ｍｉｎ。穴位

注射：注射穴位选择患侧的翳风，注射液配置如下：

地塞米松磷酸钠注射液（广州白云山制药股份有限

公司，国药准字：Ｈ２００６３３５３）１ｍｇ、盐酸利多卡因注
射液 （北 京 益 民 药 业 有 限 公 司，国 药 准 字：

Ｈ１１０２０３２２）０５ｍＬ、维生素Ｂ１２注射液（四川升和药
业股份有限公司，国药准字：Ｈ５１０２１７０４）０５ｍｇ。
药物注射前对穴位进行常规消毒，注射时直刺约

１５～２０ｃｍ。每３ｄ进行１次注射。２组患者治疗
均以１５ｄ为１个疗程，２组患者均接受２个疗程的
治疗。

１５　观察指标　１）观察２组患者治疗１个疗程及２
个疗程后的临床疗效。痊愈：经治疗后患者面部感

觉、症状以及表情等功能均恢复正常；显效：经治疗

后患者面部感觉以及症状等恢复正常，但面部表情

在做动作时仍存在轻度不对称情况，额纹以及鼻唇

沟仍未完全恢复；有效：经治疗后患者面部感觉以及

相关症状改善较明显，但表情仍不对称；无效：经治

疗后患者症状、体征均未得到改善。治疗有效率 ＝
（痊愈＋显效 ＋有效）／总例数 ×１００％。２）观察 ２
组患者治疗前后两侧眼轮匝肌、鼻肌及口轮匝肌潜

伏期及患健侧波幅比值。

１６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８０统计学软件包
进行统计数据的处理以及分析，计量资料用（珋ｘ±ｓ）
表示，计数资料用百分比（％）表示，组间计量资料
比较采用两样本 ｔ检验，组间计数资料的比较采用
χ２检验，以Ｐ＜００５为差异表明存在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２组患者临床治疗有效率比较　治疗组１个
疗程治疗有效率、２个疗程治疗有效率分别为
８６６７％、１００００％，对 照 组 分 别 为 ６８８９％、
８２２２％，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见
表１。
２２　２组患者治疗前后眼轮匝肌、鼻肌及口轮匝肌
神经电图潜伏期及患健侧波幅比值比较　治疗前，２
组患者眼轮匝肌、鼻肌及口轮匝肌神经电图潜伏期

及患健侧波幅比值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治疗后，治疗组眼轮匝肌、口轮匝肌神经电
图潜伏期均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治疗组眼轮匝肌、口轮匝肌神经电患健侧
波幅比值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２组患者鼻肌神经电图潜伏期及患健侧
波幅比值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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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２组患者临床治疗有效率比较［ｎ（％）］

组别 例数
１个疗程

痊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有效率

２个疗程
痊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有效率

治疗组 ４５ １８（４０００）１０（２２２２）１１（２４４４） ６（１３３３） ３９（８６６７）２４（５３３３）１３（２８８９） ８（１７７８） ０（０） ４５（１００００）
对照组 ４５ ９（２０００） １２（２６６７）１０（２２２２） １４（３１１１）３１（６８８９）１５（３３３３）１２（２６６７）１０（２２２２） ８（１７７８） ３７（８２２２）
χ２ ４２８６ ０２４１ ００６２ ４１１４ ４１１４ ３６６５ ００５５ ０２７８ ８７８０ ８７８０
Ｐ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表２　２组患者治疗前后眼轮匝肌、鼻肌及口轮匝肌神经电图潜伏期及患健侧波幅比值比较（例，珋ｘ±ｓ）

组别 例数

潜伏期（ｍｓ）
眼轮匝肌

治疗前 治疗后

鼻肌

治疗前 治疗后

口轮匝肌

治疗前 治疗后

患健侧波幅比值

眼轮匝肌

治疗前 治疗后

鼻肌

治疗前 治疗后

口轮匝肌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组 ４５４００±０５４３４６±０４９３３２±０４５２９９±０５２３４７±０４６３１４±０５７０３６±０１２０６７±０１８０４３±０１６０６２±０１９０３３±０１３０６５±０１７
对照组 ４５４１８±０５２３９２±０５０３４６±０５１３１４±０４１３５６±０５２３３４±０４８０３２±０１８０５２±０１７０３８±０１９０６１±０１７０３６±０１００５０±０１５
ｔ １６１６ ４４０８ １３８１ １５２０ ０８７０ １８００ ０１０９ ４０６４ １３５０ ０２６３ １２２７ ４４３８
Ｐ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３　讨论
关于周围性面神经麻痹发病原因，目前研究尚

未完全阐述。但是，对于导致本病发生的病因，目前

研究认为与寒冷刺激、病毒感染等存在密切的关

系［６］。研究表明，很多患者本病发生前均有感冒、

受凉、过劳等情况［７］。周围性面神经麻痹多为急性

起病，各年龄阶段均可见到本病。对于本病的临床

诊断，一般先观察患者两侧面部是否对称，包括前额

皱纹、眼裂、鼻唇沟及口角是否相等。另外，观察患

者有无面肌痉挛或挛缩，能否完成皱额、皱眉、闭眼、

露齿、鼓颊和吹哨等随意动作。一般而言，本的诊断

并不困难。本病的临床表现根据损伤部位可以分为

以下几个方面［８１０］：１）对于一侧周围性面神经损伤
导致的临床症状主要有睑裂变大，鼻唇沟变浅或消

失，口角变低或歪向健侧。此外，患者往往不能皱额

及闭眼，露齿、鼓颊及吹哨时能够发现肌肉瘫痪。

２）对于一侧皮质延髓束损伤导致的中枢性面神经
麻痹，患者主要表现为下半部面肌的瘫痪，即只有鼻

唇沟变浅及口角变低，露齿、鼓颊及吹哨时出现肌肉

瘫痪，而皱额及闭眼无明显异常，或可较对侧稍无

力。３）对于皮质延髓束损害导致的中枢性面神经
麻痹，患者往往在随意运动时才能发现存在肌肉瘫

痪，但情感运动，如哭或笑时的不随意收缩则未见影

响。４）对于锥体外系基底节、丘脑或丘脑下部发生
损伤时，患者可以表现为情感性面瘫，能够见到笑或

哭等情感运动时存在明显的面肌麻痹，但随意运动

时面肌仍能收缩。由于目前对于周围性面神经麻痹

的发病机制仍不是十分清楚，因此临床上尚无治疗

本病的特效手段。对于早期患者，一般以改善局部

血液循环、消除面神经的炎性反应以及水肿等为主；

对于后期患者，一般以促进神经功能恢复为

主［１１１２］。

中医学中虽然没有周围性面神经麻痹这一病

名，但是根据患者的临床症状，可以归属于“面瘫”

“口眼
+

斜”“吊线风”“卒口僻”等范畴。从中医学

角度来看，本病发生的主要原因在于正气不足，风邪

入中脉络，气血痹阻。针刺治疗本病的历史悠久，具

有操作简单、起效迅速等优点。随着针刺治疗在临

床上的广泛应用，目前该方案治疗周围性面神经麻

痹已经成为临床广泛认同的疗法［１３１４］。目前研究

表明，针刺疗法能够通过针刺经络穴位，达到改善患

者面部血液循环，减轻或消除神经压迫，促进面部神

经及肌力恢复的目的［１５］。近年来，越多越多的研究

表明，针刺治疗周围性面神经麻痹，具有缩短病程、

预防后遗症、提高患者生活质量等优点［１６］。由于本

病的发生多因感寒造成局部营养神经的血管发生痉

挛以及缺血，进而引发茎乳突孔内面神经炎。从病

理变化角度而言，则主要为面神经水肿，髓鞘与轴突

变性［１７］。由于周围性面神经麻痹属于急性疾病，因

此对于没有禁忌证的患者均应该考虑早期进行针刺

治疗。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早期经常电针治疗时，

电流强度应从较小值开始调起，防止刺激太过加重

面神经炎性反应以及水肿［１８］。穴位注射治疗是近

年来临床广泛应用的一种新型技术，其通过药物注

射至穴位内，不但达到持续刺激的作用，还同时发挥

药物的功效，属于针刺与药物相结合的治疗方

法［１９］。

为进一步探讨针刺联合穴位注射治疗周围性面

神经麻痹临床疗效及电生理改变，笔者对我院收治

的９０例周围性面神经麻痹患者进行了临床分组观
察。首先，我们对２组患者治疗１个疗程及２个疗
程后的临床效果进行了比较。结果显示，治疗组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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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疗程及２个疗程结束时的治疗有效率均明显高于
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该结果表
明，针刺联合穴位注射，其在治疗周围性面神经麻痹

的临床效果要明显优于单纯针刺，能够更好的促进

患者的康复。另外，我们比较了２组患者治疗前后
眼轮匝肌、鼻肌及口轮匝肌潜伏期及患健侧波幅比

值等电生理变化情况。结果显示，治疗组治疗后眼

轮匝肌、口轮匝肌神经电图潜伏期均明显低于对照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而眼轮匝肌、口
轮匝肌神经电患健侧波幅比值均明显高于对照组对

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上述结果表
明，针刺联合穴位注射能够显著改善患者的眼轮匝

肌及口轮匝肌的神经功能，这对提高患者康复早期

的生活质量有着较高的临床意义。本研究选择翳风

作为药物注射的穴位，选择该穴位的原因在于该穴

属于手少阳三焦经穴，是手、足少阳经之会，具有聪

耳通窍、活络消肿等功效。注射药物选择上，我们选

择了地塞米松、利多卡因以及维生素 Ｂ１２。其中，地
塞米松属于肾上腺皮质激素类药，具有较好的抗炎

消肿能力［２０］；利多卡因是临床上较为常见的一种局

部麻醉药，具有镇痛的能力［２１］；维生素Ｂ１２是维持神
经系统功能正常十分重要的一种维生素，具有维护

神经髓鞘代谢的作用［２２］。因此，通过针刺联合穴位

注射疗法，一方面针刺治疗能够起到活血化瘀、疏经

通络祛风的效果；另一方面穴位注射可以发挥抗炎

消肿止痛、营养神经的作用。两者联合应用，能够通

过协调作用达到较好的治疗效果。

综上所述，针刺联合穴位注射治疗周围性面神

经麻痹具有较好的临床疗效，能够显著缩短病程，促

进患者的康复。

参考文献

［１］洪秋阳，王世广．针药结合治疗周围性面神经麻痹６６例［Ｊ］．河

北中医，２０１４，３６（４）：５６７５６７，５６８．

［２］叶春华，黄静．中西医结合治疗周围性面神经麻痹疗效观察［Ｊ］．

上海针灸杂志，２０１０，２９（１）：１４１６．

［３］常宇．应用地塞米松注射完骨穴配合针灸、中药治疗周围性面神

经麻痹３７６例的疗效观察［Ｊ］．贵阳中医学院学报，２０１３，３５（６）：

１２．

［４］谭杰，冯国栋，高志强，等．功能性电刺激治疗周围性面神经麻痹

的应用进展［Ｊ］．中华耳鼻咽喉头颈外科杂志，２０１５，５０（１０）：８６７

８６９．

［５］ＶａｎｄｅｒＷｅｒｆ，Ｆ．，Ｒｅｉｔｓ，Ｄ．，Ｍｅｔｓｅｌａａｒ，Ｍ．ｅｔａｌ．Ｌｏｎｇｔｅｒｍｅｆｆｅｃｔｏｆ

ｐｒｅｄｎｉｓｏｌｏｎｅｏｎ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ｂｌｉｎｋｒｅｃｏｖｅｒｙａｆｔｅｒｔｒａｎｓｉｅｎｔ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ａｌｆａ

ｃｉａｌｍｏｔｏｒｐａｒａｌｙｓｉｓ［Ｊ］．Ｏｔｏｌａｒｙｎｇｏｌｏｇｙ———ｈｅａｄａｎｄｎｅｃｋｓｕｒｇｅｒｙ：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ＯｔｏｌａｒｙｎｇｏｌｏｇｙＨｅａｄａｎｄ

ＮｅｃｋＳｕｒｇｅｒｙ，２０１２，１４６（３）：４４８４５４．

［６］刘梅花，刘建武．温和灸合谷穴为主治疗周围性面瘫５０例［Ｊ］．

上海针灸杂志，２０１３，３２（１）：１４．

［７］徐明录，秦顺朵．加味牵正散配合针灸治疗面神经麻痹 ４６例

［Ｊ］．陕西中医，２０１０，３１（８）：１００３１００４．

［８］李萍，张风华，潘星安，等．电针配合穴位温贴敷治疗周围性面神

经麻痹疗效观察［Ｊ］．山西中医，２０１５，３１（２）：３２３３．

［９］ＭＡＤｅｎｇｓｈａｎｇ．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Ａｃｕ

ｐｕｎｃｔｕｒｅａｎｄＭｏｘｉｂｕｓｔｉｏｎ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ｆｏｒＭｅｌａｎｏｄｅｒｍ′ｓ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ａｌＦａ

ｃｉａｌＰａｒａｌｙｓｉｓａｔＲ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ｔａｇｅ［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ｃｕｐｕｎｃｔｕｒｅａｎｄ

ｔｕｉｎａ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０７，５（２）：１１５１１７．

［１０］靳玉东．周围性面神经麻痹针灸治疗时机与疗效的关系［Ｊ］．中

国实用医药，２０１５，１０（９）：２７６２７８．

［１１］ＺｈａｎｇＤ．Ａ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ｓｅｌｅｃｔｉｎｇａｃｕｐｏｉｎｔｓｆｏｒａｃｕｐｕｎｃｔｕｒ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ａｌｆａｃｉａｌｐａｒａｌｙｓｉｓｂｙｔｈｅｒｍｏｇｒａｐｈｙ［Ｊ］．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２００７，３５（６）：９６７９７５．

［１２］张俊卿，张英端，郝艳霞，等．中医四联疗法治疗周围性面神经

麻痹３０例［Ｊ］．吉林中医药，２０１３，３３（５）：５１１５１２．

［１３］向帅勇，唐令，黄其镇，等．针灸三线法治疗周围性面神经麻痹

恢复期３０例［Ｊ］．实用中医药杂志，２０１４，３０（１０）：９５６９５６．

［１４］习振文，陈国廉．综合治疗周围性面神经麻痹急性期疗效观察

［Ｊ］．中医临床研究，２０１５，７（９）：８６８７．

［１５］ＷＡＮＧＢａｏｃｈｅｎｇ，ＬＩＵＰｉｎｇ．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ｏｎ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ａｌＦａ

ｃｉａｌＰａｒａｌｙｓｉｓＴｒｅａｔｅｄｂｙＡｃｕｐｕｎｃｔｕｒｅｐｌｕｓＦａｃｉａｌＰａｒａｌｙｓｉｓＲｅｈａｂｉｌｉ

ｔａｔｉｖｅＥｘｅｒｃｉｓｅ［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ｃｕｐｕｎｃｔｕｒｅａｎｄｔｕｉｎａ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０５，

３（４）：２０２２．

［１６］刘慧荣．透刺法联合穴位注射治疗周围性面神经麻痹１５０例疗

效观察［Ｊ］．河北中医，２０１４，６（１２）：１８４０１８４１．

［１７］张玉萍．针刺配合特定电磁波仪照射加闪罐法治疗周围性面神

经麻痹３５例［Ｊ］．陕西中医，２０１４，３５（７）：９００９０１．

［１８］柯伟明，何洪，周小鸿，等．针刺配合按摩治疗周围性面神经麻

痹６８例疗效观察［Ｊ］．内蒙古中医药，２０１４，３３（２４）：５０．

［１９］石春辉，刘兴琼．穴位注射配合电针治疗急性期周围性面神经

麻痹临床观察［Ｊ］．中国中医急症，２０１３，２２（４）：５７４５７５．

［２０］毕祥春．穴位注射加中药治疗周围性面神经麻痹［Ｊ］．中国民间

疗法，２０１３，２１（１２）：５５５６．

［２１］梁辰，慈洪飞．穴位注射联合西药治疗周围性面神经麻痹７６例

［Ｊ］．吉林中医药，２０１１，３１（７）：６６４６６５．

［２２］张云涛．电针加穴位注射治疗周围性面神经麻痹３５例［Ｊ］．湖

北中医杂志，２０１２，３４（７）：７４７４．

（２０１５－１２－２２收稿　责任编辑：徐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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