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舌三针联合低频脉冲电刺激对脑卒中后吞咽障碍

舌骨喉复合体动度的影响

陈凤侠　关艳霞
（河北省民政总医院，邢台，０５４０００）

摘要　目的：舌三针联合低频脉冲电刺激对脑卒中后吞咽障碍舌骨喉复合体动度的影响方法：随机选取２０１５年９月至
２０１７年１月就诊的脑卒中后吞咽障碍患者８０例，分别将患者纳入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各４０例。对照组在基础治疗基
础上，采用美国Ｖｉｒａｌｓｔｉｍ型低频脉冲电刺激；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施加舌三针治疗，第１针取上廉泉，第２针取去上廉
泉左侧旁开０８寸，第３针取上廉泉右侧旁开０８寸。采用洼田饮水试验评定患者治疗前后的吞咽功能。据吞咽障碍的
结局和严重程度量表（ＤＯＳＳ）评定患者治疗前后的吞咽障碍的结局和严重程度。采用电视 Ｘ线透视吞咽功能检查（ＶＦ
ＳＳ）测量患者治疗前后舌骨喉复合体动度。结果：治疗后，２组洼田饮水试验评分均较治疗前降低（Ｐ＜００５），且观察组下
降程度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２组 ＤＯＳＳ量表评分均较治疗前升高（Ｐ＜００５），且观察组上升程度优于对照组（Ｐ＜
００５）；２组舌骨喉复合体动度较治疗前提高（Ｐ＜００５），其中舌骨上移和舌骨前移的距离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而甲状
软骨上移和前移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舌三针联合低频脉冲电刺激可以显著改善脑卒中后吞咽功能障
碍患者的吞咽功能，同时提高患者舌骨喉复合体动度中舌骨上移和前移的距离。

关键词　舌三针；低频脉冲；脑卒中；吞咽障碍；舌骨喉复合体动度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ＴｈｒｅｅＮｅｅｄｌｅｓｏｆＴｏｎｇｕｅ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Ｌｏｗ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Ｐｕｌｓｅ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ｎｔｈｅＭｏ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Ｈｙｏｉｄ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ＤｙｓｐｈａｇｉａａｆｔｅｒＳｔｒｏｋｅ
ＣｈｅｎＦｅｎｇｘｉａ，ＧｕａｎＹａｎｘｉａ

（Ｈｅｂｅｉｃｉｖｉｌ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Ｇｅｎｅｒａｌ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Ｘｉｎｇｔａｉ０５４０００，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Ｔｏ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ｔｏｎｇｕｅｔｈｒｅｅｎｅｅｄｌｅ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ｌｏｗ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ｐｕｌｓｅ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ｎ
ｔｈｅｍｏ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ｈｙｏｉｄ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ｄｙｓｐｈａｇｉａａｆｔｅｒｓｔｒｏｋｅ．Ｍｅｔｈｏｄｓ：Ｅｉｇｈｔｙｃａｓｅｓ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ｄｙｓｐｈａｇｉａｗｅｒｅ
ｒａｎｄｏｍｌｙ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ｆｒｏｍ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５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０１７ｉｎｔｈｅ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ｒｅｈａｂｉｌｉｔａｔｉｏｎ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ａｎｄｔｈｅ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Ｎｅｕｒｏｌｏｇｙ，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ｅｒｅｄｉｖｉｄｅｄｉｎｔｏ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４０ｃａｓｅｓｉｎｅａｃｈ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ｏｎｔｈｅｂａ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ｂａｓｉｃ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ｕｓｉｎｇｔｈｅＶｉｒａｌｓｔｉｍｔｙｐｅｌｏｗ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ｐｕｌｓｅ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ｇｒｏｕｐ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ｏｎｇｕｅｔｈｒｅｅｎｅｅｄｌ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ｔａｋｅ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ｎｅｅｄｌｅＳｈａｎｇｌｉａｎｑｕａｎ，ｓｅｃｏｎｄｎｅｅｄｌｅｔｏｔａｋｅｏｎｌｅｆｔｓｉｄｅｏｆＳｈａｎｇｌｉａｎ
ｑｕａｎｎｅｘｔｔｏｔｈｅｏｐｅｎ０８ｉｎｃｈ，ｔｈｉｒｄｐｉｎｔａｋｅＳｈａｎｇｌｉａｎｑｕａｎｂｅｓｉｄｅｔｈｅｒｉｇｈｔｔｏｏｐｅｎ０８ｉｎｃｈｅｓ．Ｔｈｅｓｗａｌｌｏｗｉｎｇ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ｏｆｐａ
ｔｉｅｎｔｓ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ｗａｓｅｖａｌｕａｔｅｄｂｙｔｈｅｆｉｅｌｄｄｒｉｎｋｉｎｇｗａｔｅｒｔｅｓｔ．Ｏｕｔｃｏｍｅｓａｎｄｓｅｖｅｒｉｔｙｏｆｄｙｓｐｈａｇｉａｗｅｒｅａｓｓｅｓｓｅｄ
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ｄｙｓｐｈａｇｉａ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ｏｕｔｃｏｍｅａｎｄｓｅｖｅｒｉｔｙｓｃａｌｅ（ＤＯＳＳ）．Ｔｈ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
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ｈｙｏｉｄ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ｎｔｈ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ｂｙｕｓｉｎｇｔｈｅｖｉｄｅｏｆｌｕｏｒｏｓｃｏｐｙｓｗａｌｌｏｗｉｎｇ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ｔｅｓｔ
（ＶＦＳＳ）．Ｒｅｓｕｌｔｓ：１）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ｔｈｅｓｃｏｒｅｓｏｆｔｈ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ｂｅｆｏｒ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Ｐ＜００５），ａｎｄ
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ｂｅｔｔ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５）．２）ＴｈｅＤＯＳＳｓｃａｌｅｓｃｏｒｅｓｏｆ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ｗｅｒｅ
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ｂｅｆｏｒ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Ｐ＜００５），ａｎｄ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ｂｅｔｔ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５）．３）Ｔｗｏ
ｇｒｏｕｐｓｏｆｃｏｍｐｌｅｘ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ｈｙｏｉｄｔｈｒｏａｔｗｅｒｅ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ｂｅｆｏｒ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Ｐ＜００５），ｗｈｉｃｈｍｏｖｅｓ
ｆｏｒｗａｒｄｔｈｅｈｙｏｉｄａｎｄｈｙｏｉｄ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５），ａｎｄｔｈｙｒｏｉｄｃａｒｔｉｌａｇｅａｎｄｍｏｖｅｆｏｒｗａｒｄ，ｎｏｓｔａｔｉｓｔｉ
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Ｔｈｅｔｏｎｇｕｅｔｈｒｅｅｎｅｅｄｌｅ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ｌｏｗ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ｐｕｌｓｅ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ｓｔｉｍｕ
ｌａｔｉｏｎｃａｎ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ｓｗａｌｌｏｗｉｎｇ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ｄｙｓｐｈａｇｉａａｆｔｅｒｓｔｒｏｋｅ，ａｎｄ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ｈｙｏｉｄｂｏｎｅａｎｄｔｈｅｆｏｒｗａｒｄ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ｐａｔｉｅｎｔ．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Ｔｏｎｇｕｅｔｈｒｅｅｎｅｅｄｌｅ；Ｌｏｗ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ｐｕｌｓｅ；Ｓｔｒｏｋｅ；Ｄｙｓｐｈａｇｉａ；Ｈｙｏｉｄｃｏｍｐｌｅｘ
中图分类号：Ｒ２４５；Ｒ５４３ 文献标识码：Ａ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３－７２０２．２０１７．１２．０５７

　　吞咽功能障碍是脑卒中后常见的并发症之一， 在脑卒中人群中其发病率高达１４％（大脑半球）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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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０％（脑干）［１］。吞咽功能障碍有导致患者饮水呛
咳、进食困难，吸入性肺炎甚至窒息可能，严重影响

脑卒中的康复进程，目前针对吞咽功能的治疗种类

繁多，目前尚无规范化治疗方案。靳瑞教授基于《内

经》，经过长其临床及科研总结，创立了舌三针，其因

取穴少、疗效显著受到国内外医学贤的肯定，且相关

报道层出不穷［２６］。基于此本团队将现代医学及传

统中医相结合，开展了舌三针联合低频脉冲电刺激

的临床研究，以期为脑卒中后吞咽功能障碍提供客

观依据。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随机选取２０１５年９月至２０１７年１
月期间在本院康复科和神经内科就诊的脑卒中后吞

咽障碍患者８０例，通过随机数字表法，分别将患者
纳入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各４０例，其中观察组女
１８例，男２２例；年龄３８～７４岁，平均年龄（６２３４±
１２５３）岁；病程 １～３６个月，平均病程（１５０１±
８２６）个月；对照组女１７例，男２３例；年龄４０～７５
岁，平均年龄（６４６７±１３４２）岁；病程 １５～３５个
月，平均病程（１６３２±９４１）年。２组患者在年龄、
性别、病程，发病原因等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２　诊断标准　本课题纳入研究的患者，均参照以
下诊断标准：１）西医参照《全国第四届脑血管病学
术会议》制定相关诊断标准；中医参照《中医内科

学》中风的诊断标准；２）临床上可见吞咽功能障碍；
３）经颅脑ＣＴ或 ＭＲＩ检查，符合脑卒中的影像学表
现。

１３　纳入标准　１）符合上述制定的诊断标准且年
龄在３０～７５岁；２）视频吞咽造影检查确诊存在吞
咽功能障碍的患者；３）无鼻咽部器质性梗阻；４）
未合并有其他系统如心、脑、肝、肾等或感染性疾

病；５）经过院伦理委员会同意并自愿签署知情同
意书的患者。

１４　排除标准　１）不符合上述诊断标准和纳入标
准者；２）有明显神志不清，认知或精神障碍，治疗不
合作者；３）坐位保持困难，本研究中治疗不耐受者或
在治疗期间使用其他治疗方法者；４）合并有其他脏
器、系统的严重疾病等患者；５）年龄超出纳入标准或
不签署知情同意书者。

１５　脱落与剔除标准　１）正在参加其他临床试验
的患者；２）取得随机号，但未接受全部疗程治疗的患
者；３）不符合纳入标准被误入的患者；４）研究过程中
出现严重并发症或出现病情恶化，需采取紧急措

施者。

１６　治疗方法
１６１　基础治疗　基础对症药物治疗，常规吞咽功
能训练，包括间接性训练和直接性训练，如喉部上举

训练和屏气发声运动等间接训练；吞咽技巧训练和
食物进行吞咽功能训练等。

１６２　对照组　在基础治疗基础上，采用美国
Ｖｉｒａｌｓｔｉｍ型低频脉冲电刺激，电流 １０ｍＡ，频率 ８０
Ｈｚ，将电极片放在患者舌骨上方的舌骨运动肌点，双
侧放置，嘱咐患者在电刺激时练习吞咽动作，３０
ｍｉｎ／次，５次／周，疗程２周。
１６３　观察组　在对照组基础上，施加舌三针治
疗，取穴：第一针取上廉泉，第二针取去上廉泉左侧

旁开０８寸，第三针取上廉泉右侧旁开０８寸。选
用０３５×４０ｍｍ的针灸针，常规局部无菌消毒，斜刺
进入３０ｍｍ，平补平泻手法，捻转得气留针３０ｍｉｎ，
１次／ｄ，５次／周，疗程２周。
１７　观察指标
１７１　吞咽功能评定　采用洼田饮水试验评定患
者治疗前后的吞咽功能。患者端坐喝 ３０ｍＬ温开
水，观察喝完水的总时间和过程中的呛咳次数。

１７２　吞咽障碍结局和严重程度评定　采用电视
Ｘ线透视吞咽功能检查（ＶＦＳＳ）动态观察患者在吞
咽不同形态食物的进食过程中，其口腔期、咽期、食

管期的情况，并根据吞咽障碍的结局和严重程度

（ＤＯＳＳ）量表评定患者治疗前后的吞咽功能。
１７３　舌骨喉复合体动度检查　采用电视 Ｘ线透
视吞咽功能检查 （ＶＦＳＳ）测量患者治疗前后舌骨
喉复合体动度。４个电极片，其中２个分别置于舌
骨上区两侧颏舌骨肌运动点，另外２个分别置于两
侧下颌骨舌骨肌运动点，以一枚２５ｍｍ的硬币置于
患者下颏处作为标尺，治疗前后分别于患者安静状

态和吞咽２ｍＬ半流质食物时，嘱咐患者保持中立
位，拍摄舌骨和甲状软骨的位置。Ｙ轴为患者颈２、
４椎体下缘连线，Ｘ轴为颈４椎体下缘与 Ｙ轴的垂
直线。分别测量舌骨和甲状软骨最前上方与 Ｘ、Ｙ
轴的垂直距离，安静状态下和吞咽状态下舌骨和甲

状软骨的垂直距离差值即为舌骨喉复合体动度。见

图１。
１８　统计学方法　本研究所得计量资料以均数 ±
标准差（珋ｘ±ｓ）表示，采用 ＳＰＳＳ１８０统计软件进行
数据分析，计数资料比较采用 χ２检验及秩和分析，
计量资料组内比较采用配对 ｔ检验，组问比较采用
样本ｔ检验，以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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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舌骨喉复合体动度测量示意图
　　注：Ａ舌骨上缘，Ｂ甲状软骨最前上方

２　结果
２１　２组治疗前后洼田饮水试验　治疗前２组洼
田饮水试验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治疗
后２组洼田饮水试验评分均较治疗前降低 （Ｐ＜
００５），且观察组下降程度优于对照组 （Ｐ＜
００５）。见图２。

图２　２组治疗前后洼田试验评分比较

　　注：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与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

２２　２组治疗前后 ＤＯＳＳ量表评定比较　治疗前２
组ＤＯＳＳ量表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
疗后２组 ＤＯＳＳ量表评分均较治疗前升高（Ｐ＜
００５），且观察组上升程度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
见表１。

表１　２组治疗前后ＤＯＳＳ量表评定比较（珋ｘ±ｓ，分）

组别 ＤＯＳＳ量表评分

对照组（ｎ＝４０）
　治疗前 ３６７±１３４
　治疗后 ５２６±１１７△

观察组（ｎ＝４０）
　治疗前 ３６４±１２３
　治疗后 ４８９±１２９△

　　注：与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２３　２组治疗前后舌骨喉复合体动度的比较　治
疗前２组舌骨喉复合体动度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治疗后２组舌骨喉复合体动度较治疗前提
高（Ｐ＜００５），其中舌骨上移和舌骨前移的距离比

对照组高（Ｐ＜００５），而甲状软骨上移和前移则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２。
３　讨论

现代解剖学认为正常人类吞咽动作可分为感

知、口准备、口自主、咽和食管 ５个环节组合而
成，是由一系列复杂的神经、肌肉、物理及化学活

动协调性进行的动作。脑卒中后中枢神经受损，使

上述该环节受破坏，从而出现一系列吞咽功能障碍

动作，临床可表现为双唇闭合不全、舌骨喉复合体

动度降低，吞咽反射延迟甚至无法启动，根据目前

临床病症，我们发现其中舌骨喉复合体动度发生频

率最高［７８］。导致患者无法正常进食，诱发吸入性

肺炎发生，甚至窒息死亡，据最新临床流行病学调

查发现，全球约１６１３％脑卒中患者在发病２４ｈ内
因吞咽功能障碍导致营养障碍，在发病第７天时这
一数值上升至２６１４％［９］，给患者的心理健康、身

心康复带来沉重打击，故认为如何有效防治脑卒中

后吞咽功能障碍是目前脑血管疾病领域刻不容缓的

重要课题之一。

低频脉冲电刺激是目前国内外治疗吞咽功能障

碍的常规手段，有大量数据证实该治疗手段对吞咽

功能障碍可发挥即刻效应，本研究对照组患者在使

用低频脉冲电治疗后洼田饮水试验评分均较治疗前

降低，且经过影像学检查证实舌骨喉复合体动度较

治疗前提高，说明低频脉冲确可一定程度改善脑卒

中后吞咽功能障碍。通过查阅大量文献［１０１４］我们认

为低频脉冲发挥治疗的机制是因为电刺激逆转与正

常肌肉收缩相反方向的肌肉募集收缩模式，改变肌

肉神经元的去运动神经支配阈值，促使吞咽相关肌

群的协调运动，从而诱发或者改善吞咽动作。

在本研究中我们发现观察组患者在低频脉冲电

刺激基础上联合舌三针干预，结果证实联合手段更

可改善患者的吞咽功能障碍，这说明低频脉冲电刺

激与舌三针具有协同效应。中医学认为吞咽功能障

碍属于“舌强”“喉痹”范畴，认为风、痰、瘀等外邪郁

结于咽喉部经络，导致气血不畅，闭塞咽关而发此

病。《灵枢》一书中描述到：“咽喉者，水谷之道也；

喉咙者，气之所以上下者也。”可见咽喉部气机、经络

通畅是饮食吞咽时候顺利的关键，因此散邪以通利

咽喉是治疗脑卒中后吞咽功能障碍的根本。舌三针

由３个穴位组合而成，第一穴廉泉穴，此穴位于咽喉
处，是任脉与阴维脉交合点，是重要的经外奇穴之

一。靳瑞教授认为廉泉穴深部解剖位置位于舌体根

部，关乎于舌体活动度，因此深刺此穴有利于增加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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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２组治疗前后舌骨喉复合体动度的比较（珋ｘ±ｓ，ｍｍ）

组别 舌骨上移 舌骨前移 甲状软骨上移　　 甲状软骨前移

对照组（ｎ＝４０）
　治疗前 １２５１±５３４ ３８５±１３４ １４３４±８０６ ３９７±２１２
　治疗后 １５９２±７４３△ １２１６±４６７△ ２１４７±１０６８△ ５１３±２１６△

　差值 ３４１±６２２ ８３１±２１３ ７１４±９３２ １１０±２１３
观察组（ｎ＝４０）
　治疗前 １２４９±６０５ ３９１±１４６ １４６２±７４３ ４０６±２１１
　治疗后 １４６１±６３７ ８９６±５０４ ２１４２±８３９ ５２２±２１４

　差值 ２１８±６１０ ５０４±２３５ ６９１±７６８ １２１±２１２

　　注：与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头的活动范围，此外，查阅大量文献我们可知廉泉穴

具有通条经络、调和阴阳、通利气血、利咽开窍的功

效，选择此穴可直击吞咽功能障碍。靳瑞教授在廉

泉穴基础上加廉泉左侧旁开０８寸及上廉泉右侧旁
开０８寸二穴组成舌三针，现代解剖学认为［１５１７］，舌

三针三穴均位于甲状软骨与舌骨之间，此位置有丰

富的神经，包括舌咽神经、迷走神经、舌下神经、喉返

神经主支及其分支，均是支配喉部肌肉运动的重要

神经。刺激此三穴可触发神经运动纤维兴奋，产生

的兴奋通过神经元传入大脑皮质或者延髓吞咽中

枢，继而吞咽中枢继续发出冲动，修复脑卒中后受损

的延髓反射弧功能，实现改善吞咽功能的目的，此外

有研究人员还认为使用舌三针可改善咽喉部血液循

环，对咽部感受器产生良性刺激，恢复吞咽功能。

总之，研究证实舌三针联合低频脉冲电刺激可

以显著改善脑卒中后吞咽功能障碍患者的吞咽功

能，同时提高患者舌骨喉复合体动度中舌骨上移和

前移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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