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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药联合耳压治疗后天性麻痹性斜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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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天性麻痹性斜视是以突发性复视和眩晕为
主诉，眼位偏斜和眼球运动受限为主症的常见眼科
疾病。 我科自 1996年起，采用中西药内服联合耳压
法治疗后天性麻痹性斜视 37例，取得较好疗效。 现
报告如下：
1 资料和方法
1.1 临床资料 后天性麻痹性斜视 74例均为我院
门诊病例。 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治疗组 37例，男
25例，女 12例；年龄最小 6岁，最大 71岁；病程最
短 3d，最长 3个月；患糖尿病者 6例，有外伤史者 7
例，有感冒史者 9例，有高血压动脉硬化者 10 例，
不明原因者 5例。 对照组 37例，男 23例，女 14例；
年龄最小 4 岁，最大 72 岁；病程最短 2d、最长 3.5
个月；患糖尿病者 7例，有外伤史者 8例，有感冒史
者 7例， 有高血压动脉硬化者 9例， 不明原因者 6
例。
1.2 诊断标准 参照中医病症诊断疗效标准 [1]：
（1）眼位偏斜；（2）眼球活动障碍；（3）第 2 斜视
角大于第 1斜视角；（4）代偿头位；（5）复视；（6）
头晕目眩，或有恶心呕吐。 辨证分型：（1）风邪袭络
型：发病急骤或有眼疼、头痛、发热，多有恶风寒，舌
苔薄白，脉浮。（2）风痰入络型：复视，头晕目眩，胸
脘痞闷，呕恶，舌红、苔腻，脉弦。（3）肝风内动型：
头晕耳鸣，面赤心烦，肢麻，舌红或黄，脉弦。（4）外
伤瘀滞型：外伤、手术后目偏斜，或有胞睑、白睛瘀
血，眼疼，运动受限，舌红、苔薄，脉弦。
1.3 治疗方法 对照组：针对病因进行治疗，病因
一时不能明确者肌注维生素 B1、B12，口服 ATP、肌苷
片，并按病情需要应用抗生素、糖皮质激素，均按常
规用量及用法。

治疗组：在应用以上药物治疗的基础上，予内
服中药及耳压治疗。 中药基本方使用复方正容汤加
减。 药用羌活 10g、防风 10g、白附子 10g、僵蚕 10g、
胆南星 10g、 半夏 10g、 木瓜 12g、 当归 10g、 川芎
10g、地龙 10g。 风邪袭络型加紫苏 10g、白芷 5g，风
痰入络型加桔梗 10g、瓜蒌仁 10g，肝风内动型加天
麻 10g、石决明 10g，外伤瘀滞型加桃仁 10g、红花
10g。每日 1剂，水煎分 2次服。耳压治疗：耳穴取眼、
肝、肾、皮质下，外斜视者加目外眦、目 2；内斜视者

加目内眦、目 1。 选准穴位后，局部常规消毒，将王不
留行籽用胶布贴于患者一侧耳廓的穴位上， 每日自
行按压 3~4次， 每次以局部有痛、 胀、 热感为度。
3~5d换贴 1次。

2组患者治疗 10d为 1个疗程， 一般治疗 2~5
个疗程。
2 疗效观察
2.1 疗效标准 参照中医病症诊断疗效标准 [1]，治
愈：眼位正，眼球运动自如，复视消失。 有效：患眼偏
斜度减轻， 复视像距离缩小， 眼球运动受限部分恢
复。 无效：眼位仍偏斜，程度无好转，症状未减轻。
2.2 治疗结果 治疗组 37例， 治愈 27例， 有效 8
例，无效 2例，总有效率 94.59%；对照组 37例，治愈
5例，有效 19例，无效 13例，总有效率 64.86%。 2组
有效率比较，差异有显著性（χ ２＝１０．１２，P%%<0.01）。
3 体会

后天性麻痹性斜视多为急性发病，病因复杂，可
由外伤、感染、炎症、血液循环障碍、肿瘤及退行性病
变等引起。由于病原不易弄清楚，因此治疗比较困难
[2]。 常用的西药有 B族维生素、ATP等，对改善血液
循环、促进神经及肌肉功能恢复有一定的作用，但疗
效不是非常确切肯定。

中医认为本病属“目偏斜” 范畴，多由风痰入
络、气血不和、筋脉失养、弛张不收所致。方用复方正
容汤，以羌活、防风祛风；白附子、胆南星、半夏、僵蚕
燥湿化痰，祛风止痉；当归、川芎、地龙活血祛瘀通
络；木瓜化湿、舒筋活络。 诸药合用，并配合辨证论
治，共奏祛风化痰、活血通络之功。
“耳为众脉之所聚” ，耳与全身各部及五脏六腑

有着密切的联系，按压耳穴眼、肝、肾、皮质下等可起
到疏通经络、调畅气血、补肝益肾明目的作用。

中西药物联合耳压法治疗后天性麻痹性斜视较
单纯西药治疗，疗效明显提高，副作用小，是治疗该
病较为理想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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