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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灸治疗面肌痉挛研究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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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肌痉挛（Hemifacial%Spasm，HFS）又称面肌抽
搐，是指以一侧的面神经所支配的肌群不自主的、阵
发性的、无痛性抽搐为特征的慢性疾病，无其它神经
系统阳性体征，同时脑电图正常，肌电图上显示肌纤
维震颤和肌束震颤波，可因疲倦、精神紧张及自主运
动等加重。 本病多发生于一侧，双侧者少见，好发于
中年以后。 面肌痉挛在中医学中属于“筋惕肉瞤、筋
急、风症”等范畴，为针灸临床常见病之一。现就近 5
年来针灸治疗面肌痉挛的临床研究现状综述如下：
1%%%%普通针刺
1.1%%%%近端取穴 袁涛等[1]选取四中穴（四神聪穴各
旁开 2寸）、头颞穴（太阳穴后 1寸与耳尖平行处）和
风池穴共 8穴组成矩阵穴方，配患侧攒竹、颊车、地
仓穴，以对称平行针刺法，进针行捻转手法得气后，
留针 30%min。 对照组常规取穴。 结果治疗组总有效
率为 92.00%，明显优于对照组的 71.43%。 蒋学余[2]

以针刺听会、透刺阳明经穴和太阳经穴法治疗面肌
痉挛 37例，结果痊愈 19例，显著 6例，有效 9例，无
效 3例，总有效率为 92%。 王振林等[3]取激发点（患
者面部明显跳动点，以指压迫可缓解痉挛，一般在瞳
子髎、颧髎、巨髎、地仓附近），配穴合谷、太冲等，配
合 TDP灯照射患者，运用平补平泻手法，结果总有
效率为 94.9%。

1.2%%%%远端取穴 荆红存[4]以“以动制动”法治疗面肌
痉挛 38例，取背部腧穴（肝俞、肾俞、膈俞、筋缩、大
椎、风门）为主穴，四肢穴（太冲、三阴交）为配穴，进
针后施以平补平泻，得气后，肝俞、肾俞加电针，疗程
结束后痊愈 30例，显效 5例，有效 3例，总有效率为
100%。 王春兰 [5]观察组取四关穴（双侧合谷、太冲
穴），进针后施用提插手法得气，配患侧颊车、地仓等
常规穴位浅刺，对照组常规取穴法治疗，结果观察组
痊愈率为 52.9%，总有效率为 97.0%，对照组痊愈率
为 26.5%，总有效率为 94.1%。 杨军雄等[6]综合组取
三焦针法主穴（膻中、中脘、气海和双侧血海、足三
里、外关）配双侧风池，对照组采用常规取穴针刺治
疗。结果综合组临床总有效率为 92.5%，优于对照组
的 75.0%。
1.3%%%%针刺手法 胡芳等[7]取患侧阿是穴采取浅针围
刺，间隔为 0.5~1%cm宽，针尖紧贴皮肤快速捻转进
针，进针 0.1~0.2%cm，使针体悬吊，不施任何行针手
法，结果总有效率为 96.67%。陈静[8]治疗组选取颤搐
剧烈的部位，一次取 3~6处，眼周颤搐的取攒竹、阳
白、鱼腰、太阳、四白，口周颤搐的取地仓、颊车、迎
香、承浆，均采用一寸毫针，直刺，深度为 0.8~1分，
不施手法；对照组采用常规针刺治疗。结果治疗组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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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率为 96.88%，优于对照组的 89.88%。 董晓瑜等
[9]实验组选取健侧颧髎、地仓、下关为主穴，配双侧
合谷、太冲，进针后施以提插、捻转手法以得气；对照
组选用患侧相同穴位，施行相同治疗。 结果治疗组
总有效率为 94.59%，优于对照组的 70.27%。
2%%%%电针疗法

葛佳伊等 [10]取穴翳风、牵正、四白、合谷、太冲
等，在牵正、翳风穴连接电针治疗仪，选用连续波治
疗，频率 70~90次 /min，强度以患者能感受到电流
刺激为度。 结果总有效率为 90%，优于口服卡马西
平对照组的 60%。 张慧等[11]实验组选取头部百会透
曲鬓、神庭透颌厌、头维透悬厘、本神透率谷，接通电
针采用疏密波强刺激，以患者能耐受为度，配合下
关、迎香、合谷穴位注射，对照组仅采用穴位注射治
疗。结果实验组总有效率优于对照组。曹莲瑛等[12]采
用不同频率电针治疗面肌痉挛进行对比，取百会、太
阳、四白、迎香、地仓、头维、风池、翳风、牵正等穴，进
针得气后，连接电针仪，百会向太阳透刺为一对，四
白与迎香为一对， 采用连续波，A组先取频率为 1%
Hz，电流强度以患者能耐受且能看见患侧面肌轻微
抖动，然后调整为 20%Hz，此时面肌呈持续痉挛收缩
状态。 B组频率维持为 1%Hz，电流强度以患者能耐
受且能看见患侧面肌轻微抖动为度。 结果电针 A组
总有效率为 95.6%，优于电针Ｂ组的 75.6%。
3%%%%梅花针叩刺

程燕等[13]采用梅花针循经叩刺头部督脉、膀胱
经及患侧面部，重叩眼轮匝肌及最易受累之口角部
肌肉，使其潮红发热，配合常规毫针针刺。 结果治愈
率为 60%，有效率为 40%，总有效率为 100%。
4%%%%火针疗法

陈天芳[14]取头面部阿是穴、阳白、四白、地仓、颊
车、下关、双太冲，常规消毒后用火针速刺上述腧穴，
首选痉挛跳动之始发局部，次选面部腧穴，然后迅速
拔出，并用消毒干棉签按压片刻，每隔 2~3%d治疗 1
次，10次为 1个疗程，共 2个疗程。结果总有效率为
94.4%。
5%%%%耳掀针

马小平等[15]取神门、皮质下、心、肝、肾、交感、面
颊区等耳穴，局部消毒后，用镊子将掀针压入上述耳
穴，胶布固定，每次 4~5穴，每穴每日按压 1~2%min，
每 2天更换 1次，两耳交替进行，10%d为 1个疗程。
结果 4个疗程后总有效率为 85.7%。 张艳东等[16]在
患侧面部寻找疼痛敏感点作为施针穴位，配耳针的
肝、肾、皮质下区等，每次取穴 3~5个，采用耳掀针
按压，并用胶布固定，3%d取下，隔日再用此法重复治
疗，结果总有效率为 95.8%。
6%%%%穴位埋线

韦玲等[17]以穴位埋线方式治疗面肌痉挛，取面
部阿是穴、双侧风池、对侧合谷、太冲、阴陵泉、足三
里、三阴交，2周埋线 1次，共埋线 3次，结果总有效
率为 97.06%。 王海丰等[18]选穴（1）风池、颧髎、三阴
交；（2）完骨、太阳、阴陵泉；（3）下关、合谷、太冲；（4）
四白、翳风、足三里，每次选取 1组行穴位埋线，每 3
周治疗 1 次，4 次为 1 个疗程。 结果总有效率为
97.2%。
7%%%%穴位注射

田博文[19]采用穴位注射和针刺方法治疗面肌痉
挛，实验组取安眠、悬钟、肝俞行穴位注射，每穴 1%
mL，隔日 1次，5次为 1个疗程，配合常规针刺；对
照组只采用常规针刺方法治疗。 结果实验组有效率
为 98.53%，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83.33%。 王玉胜[20]在
肌肉痉挛处采用三针同刺法，配穴太冲、翳风、三阴
交， 并选择乳突前 0.2%cm为穿刺点行穴位注射，结
果有效率 94.6%。
8%%%%针刀

陈美仁等[21]将 40例面肌痉挛患者随机分为治
疗组和对照组，分别采用针刀和常规针灸治疗，结果
治疗组总有效率 95%，对照组总有效率为 65%。 叶
莉[22]于鱼腰、四白、迎香、翳风穴处施行针刀治疗，结
果经 2~3次治疗后治愈 40例，占 50.0%；经 7~10次
治疗后治愈 30例，占 37.5%；经 10~13次治疗后治
愈 10例，占 12.5%：总有效率为 100%。
9%%%%穴位敷贴

郭伟[23]将面肌痉挛患者随机分为两组，治疗组
用脐正散外敷神阙穴，配合常规针刺治疗，对照组口
服卡马西平治疗，15%d为 1个疗程。治疗 3个疗程后
根据痉挛强度分级评测结果， 治疗组总有效率为
91.67%，1年后复发率为 5.56%，对照组总有效率的
69.44%，1年后复发率为 38.89%。
10%%%%闪罐法

倪淼璐 [24] 采用闪罐结合针灸方法治疗面肌痉
挛，实验组选取面部局部阿是穴，用闪火法拔罐直至
皮肤潮红为度，10%d%1次，配合常规针刺；对照组仅
进行常规针刺治疗。 10%d为 1个疗程，3个疗程后实
验组总有效率为 92%，优于对照组的 65.21%。
11%%%%综合治疗

曾晓智等 [25] 将 80例患者随机分为两组各 40
例，治疗组采用整脊疗法，沿膀胱经循行线自上而下
推按 3~5次，在患者天柱、风池及椎旁出现的筋结、
压痛点、条索状物体等阳性反应点，用拇指弹、拨、
点、按的手法松解 3~5%min，发现有错位的使用旋转
定点复位法进行整复。并选取太阳、颊车、翳风、地仓
等穴进行穴位注射。 对照组采用常规针刺及上诉穴
位注射法治疗，10%d为 1个疗程。 3个疗程后进行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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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83页）常肠道平滑肌病变所致，老年人结肠
蠕动缓慢，胃肠反射减弱[7]，我国长期住院的老年患
者便秘发生率达 80%以上[8]。老年痴呆患者因智能减
退，与人交流困难，不能准确表达自己的需求，加上
长期卧床，严重缺乏运动，是发生便秘的高危人群。
纤维素能吸收水分，使食物残渣膨胀，增加大便体，
促进肠蠕动，使得粪团更容易排出；适当运动及腹部
按摩也可刺激（促进）胃肠蠕动，加快肠道血液循环，
同时利用外力促进粪团向肛门方向移动。 培养患者
定时排便是利用条件反射的原理， 使患者每日按时
产生便意，从而养成良好的排便习惯。 AD患者生活
不能自理，家属的配合是患者生活的重要保障，争取
家属的理解与支持有利于各项护理措施的落实，对
预防便秘有积极的作用。 对于 AD卧床患者的便秘
问题，采取相应的护理对策，本临床观察结果显示，

观察组明显优于对照组，不仅可以减少患者痛苦，提
高患者生活质量， 而且还可延缓痴呆病情的进一步
恶化。

参考文献
[1]陈敏,徐晓筑,任渝江,等.老年痴呆患者院外照顾者健康教育指导
体会[J].护士进修杂志,2012,27(19):1%797

[2]李百彦,解秀芬,李令华.老年便秘原因分析及护理[J].齐鲁护理杂
志,2008,14(23):28

[3]白树美,易敏春.老年慢性病患者便秘的原因分析及护理对策[J].中
国老年保健医学,2013,11(1):84

[4]张晓燕,张雅静,马延爱.老年帕金森病患者便秘的个体化护理对策
[J].中华现代护理杂志,2007,13(35):3%490-3%491

[5]袁凤红.老年便秘患者的护理探讨[J].中国现代药物应用,2010,8
(10):191-192

[6]兰丽梅.急性老年脑卒中卧床病人便秘的预防性护理[J].国际护理
学杂志,2008,27(2):214

[7]赵敏,蔺大明,尹艳.个体化护理指导对老年功能性便秘患者临床症
状的影响[J].实用临床医药杂志,2010,14(22):67

[8]于卫红.老年住院患者便秘的护理研究进展[J].医疗与保健,2009,17
(8):27-28

%%%%%%%%%%%%%%%%%%%%%%%%%%%%%%%%%%%%%%%%%%%%%%%%%%%%%%%%%%%%%%% （收稿日期：2014-07-11）

效判定， 结果实验组有效率为 92.5%， 对照组为
62.5%。王智敏[26]采用针灸与物理疗法相结合治疗面
肌痉挛，选取百会、印堂、人中、承浆、太阳和双侧风
池，配合瞳子髎、下关、四白、颊车、口禾髎等穴，浅刺
得气即止，不行捻转提插手法，每 10分钟轻轻弹拨
针柄 3~5 次，留针 30%min，反复按摩沿头、面、颈、
肩、肘三阳经，并提拔复位，1次 /d。针刺时配合 TDP
照射患侧面部，取针撤灯后用超声波治疗局部痉挛
明显处，功率强度 1~2级，时间 10%min。 7次为 1个
疗程，共治疗 6个疗程。 结果总有效率为 96%。
12%%%%讨论

综上所述，针灸治疗面肌痉挛临床应用广泛，疗
效肯定，其方法多样性，近年来趋向于使用复合针法
及综合疗法治疗疗效更佳。 但随着临床研究逐渐深
入，其面临的问题也日益显现，（1）面肌痉挛发病机
制尚不明确，中医对其发病机制的阐述缺乏更深入
的研究和探讨，对于面肌痉挛治疗刺激强度的大小
争议较大，无可靠理论支持；（2）临床研究设计不够
严密，临床诊断及纳入标准差异较大，样本量较小，
缺乏大量随机对照实验；（3）临床研究多停留在疗效
观察上，对症状严重程度、疗效评估标准欠统一，缺
乏试验相关指标的研究，对于选穴、刺激量、疗法的
最优化不利；（4）本病易复发，故应加强随访管理，以
明确远期疗效。 就现状而已，还亟需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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