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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推研究

针剌 结合 中 药 熏 蒸 治 誇风東袭洛型 周 闺性 面蟓临糸观泰

张伟 ， 曹莲瑛 ， 陈晞

上海市长宁区天 山中医医院针灸科
，
上海

摘要 目 的 ： 观察针刺 配合中 药 熏蒸法治疗 风寒 袭络型 周 围性面瘫的临床疗 效 。 方法 ： 将 例 患者随机

分为 组各 例 。 治疗组采用针刺配合中 药 熏 蒸法 治疗 ， 对照组采用 单纯针刺 治 疗 。 组均 每天治 疗 次
，
治

疗 次为 疗程 ， 疗 程间 间 隔 天
，

组均 治 疗 周 。 比较 组治疗 前后 面神经功

能评价分级情况及临床疗 效 。 结果 ： 治疗后 组间 面神经功能评价分级情况比较 ，
差异有显著性 意 义

提示治 疗组优 于对照组 。 组总有效率比较 ，
差 异无显箸性意 义 （

， 但 组痊愈率比较 ，

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 。 结论 ： 针刺配合 中 药熏 蒸法治疗风寒袭络型周 围性面瘫疗 效 良好 ，
优 于单纯针

刺 治疗 。 针刺 配合 中 药 熏蒸法 治疗周 围性面瘫是
一

种确 实 有效的治疗 方法 ，
值得在 临床 中推广 应 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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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围性面瘫是 由风邪入中面部 ， 痰浊阻滞经络所 痹者 ； ③首诊时病程在 天 以内 者 ； ④年龄

致 ， 相 当于现代医学旳 周围性面神经炎 或 周 围 岁
； ⑤知情同意接受本研究 ，

签署知情同意书者。

性面神经麻痹
”

，
是 因茎乳孔内面神经非特异性炎症 排除标准 ①首诊病程超过 月 者 ； ②继发于

所致的 以患侧额纹消 失 、 眼睑闭合不能 、 鼻唇 沟 变 其他疾病者 ， 如感染性多发性神经根炎 、 侵犯颗骨的

浅 、 口 角下垂等为主症的
一

种疾病 ， 又称 口僻、
口 眼 肿瘤 、 后颅凹病变 、 腮腺炎或腮腺肿 、 脑外伤等 ， 有

喁斜 。 目 前
，
国 内城市面瘫 发病 率为 万 人 关疾病鉴别诊断标准参见 《神经病学》 ； ③合并严

□
，
农村为 万人 口 ”

。 现代 医学对该病病 因 重 的心血管 、 脑血管 、 肝 、 肾 、 造血系统等原发性疾

尚未完全阐明 ，
其发病机理及防治的研究

一

直是医学 病
，
以及糖尿病 、 恶性肿瘤 、 精神病患者 ； 有癞痫病

界研究的热点 ，
针刺治疗面瘫的疗效及临床研究也越 史 ； ④年龄 岁

，
或 岁

； ⑤妊娠或哺乳期妇

来越受到重视 ，
近年来 ， 笔者在临床实践 中依据中 医 女 ； ⑥同时进行其他治疗者 ； ⑦患侧面部及翳风穴处

学理论立法 ，
以针刺结合中药熏蒸法治疗风寒袭络型 皮肤破溃者 ； ⑧受试者有药物过敏史 ， 尤其是中药外

周围性面瘫取得较好的临床疗效 ， 结果报道如下 。 用 药物过敏史 。

临床资料 剔除标准 以下条件 中有任何
一

条符合
，
均不

诊断标准 参照 《上海市 中医病证诊疗常规 能纳入研究 ： ①纳入后发现不符合诊断标准而被误纳

中风寒袭络型面瘫 的临床表现及诊断标准 ： 常有受寒 入者 ； ②纳入病例因各种原 因未做治疗者 。

史 ， 急性起病 ，

一

侧面部板滞 ，
闭 眼不能 ，

□ 角 歪 随机分组方 法 采 用完全随机方案 ， 专人 以随

斜。 舌淡红 、 苔薄 白
，
脉浮紧或浮弦 。 机数字表法设计 ， 方案设计完成后装入按序列编码

纳入标准 ①符合诊断标准者 ； ②一侧面肌麻 的 、 密封的 、 不透光的 信封中 ，
当筛选到合格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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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
以 门诊初诊顺序随机分配。 治疗 。

一般资料 观察病例 为 年 月 观察指标与统计学方法

年 月 本院针灸科 门诊患者 ，
共 例 ， 随机分为 观察指标 分别于治疗前及治疗 周结束时评

组各 例 。 治疗组男 例 ， 女 例 ； 年龄 定临床疗效 。 参照第 次 国 际面神经外科专题研讨

岁
， 平均 ± 岁 ； 病程 天 ， 平均 会推荐 的 面神经功能评价

± 天 。 对照组 男 例 ， 女 例 ； 年龄 分级标准 ， 在接受治疗前及治疗 周结束时各记录

岁
， 平均 ± 岁 ； 病程 天

，
平 次 。

均 ± 天 。
组性别 、 年龄 、 病程 比较 ，

差 统计 学 方法 采用 统计软件 ， 等级

异均无显著性意义 具有可比性 。 资料采用秩和检验 ，
率的 比较采用 检验 。

治疗方法 疗效标准与治疗结果

治 疗组 针刺配合中 药熏蒸法治疗 ： ①中药熏 疗 效标 准 痊愈 ： 闭眼双侧对称 ， 额纹及两侧

蒸 。 仪器 ： 中药熏蒸器 苏州好博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鼻唇沟对称 ， 鼓腮 、 露齿无障碍 ， 面神经功能

型 。 熏蒸 中药处方 ： 羌活、 防风 、 当 归 、 评价分级 丨 级 。 有效 ： 额纹及两侧鼻唇沟基本纠 正 ，

川 芎 、 伸 筋草 、 桂枝 、 白芍 、 地龙各 。 方法 ： 将 闭眼及露齿轻度障碍 ， 面神经功 能评价分级提

上述 中草药 剂浸泡 ， 加水煎煮后 ，
滤药汁 高 个级别及以上 。 无效 额纹及两侧鼻唇沟 明显

置于中药熏蒸器容器 中 ， 接通 电源预热 ，
不对称

，

闭眼及露齿严重障碍
，

面神经功能评

安排患者取坐位
，
纱布清洁患侧颜面皮肤后 ， 将中药 价分级提高不足 个级别 。

熏蒸器的 喷头对准患侧面部乳突后治疗部位 ，
距离 组治疗前后 面神经功能评价分级情况 比

使药雾均 匀喷洒于皮肤 ，
时 间 ， 较 见表 。 治疗前 ，

组 面神经功能评价分级

药温 。 注意避免皮肤烫伤 。 治疗过程 中 ， 情况比较
，

经秩和检验 ， ， 差异无显著性

注意对眼睛的 防护 用 层 以上纱布覆盖保护眼睛 。 意 义 ，
具有 可 比性 。 治疗 周 后

，
组

中药熏蒸治疗后 ，
再行针剌治疗。 ②针剌治疗 。 针刺 分级情况比较 ， 经秩和检验 ， ， 差异

治疗 参照 〈中 国针灸全书 》 中面瘫 的诊疗常 规治 有显著性意义 ，
提示治疗组疗效优于对照组。

疗 。 治法 ： 活血通络 、 疏调经筋 。 主穴 ： 合谷 、 阳
如

“
表 组治疗前后 面神经功能评价分级情况比较 例

白 、 翳风、 四 白 、 地仓 、 颊车 、 颧髎 。 加减 ： 风寒证

者 ， 加风池 ； 风热证者 ， 加 曲池 ； 抬眉 困难者 ， 加横
丨

竹 ； 唇沟 变浅者
，
加迎香 ； 鼻唇沟喁斜者 ， 加水 治 疗组

“ —“ 一 一 一 一

沟
； 颏唇沟歪斜者 ’ 加承浆 。 操作 ： 患者仰卧位 ， 局 对 照 组

部皮肤常规消毒
，
选用苏州 医疗用品有限公司出品 的

‘

华伦牌无菌针灸针 的 毫针
，

者
组 临床疗 效比 较 ■表 。 组 总有效率 比

持针直剌或翻 ，
所有腧穴采用

、

；写法 。 急性期 天
较 检验

’ ’
差异无 性意 义

以 内 ，
騎风取患侧 ，

合谷取健侧
，
面部穴位 浅刺 ，

。 但 疫愈率比较 ，
经 检验 ，

差

其余穴位采用 常规针刺 ，

、

；写法
，
轻度剌激 ； 恢复期

天 以后
，
取穴 同 急性期 ， 地仓 、 颊车 、 太阳 、 颧髎 表 组临床疗效比较

采用 透穴法 地仓透颊车 、 太阳透颧髎 ， 其余穴位采 组 别 》 痊愈 有 效 无 效 总 有效 率 痊愈率《

用 常规针剌
，
泻法 ， 中度刺激 。 每 天治疗 次 ， 留

治疗组

针 。

对 照 °

对照组 采用 单纯针剌治疗 ，
取穴 、 操作 及疗

照组比较
’

程 同治疗组。 讨论

组均每天治疗 次
，
治疗 次 为 疗程 ，

疗程 面瘫是临床上较为 常见的疾病 ， 针刺疗法 已被

间 间隔 天
，
共治疗 周 。 期 间若 已治愈者则停止 《神经病学》 纳 为面瘫治疗方案之

一

，
现代研究从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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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 神经电生理等角度对针剌治疗面瘫的作用机理 本研究 中药熏蒸方 中根据药物性味 、 归 经等特

进行 了 深入 的研究 ，
针剌治疗本病疗效可靠 ， 但临 性 ， 选用羌活、 防风、 当 归 、 川芎 、 伸筋草 、 桂枝 、

床上 治不如法 ，
而转为坏证

”

仍有发生
，
不但影响 白芍和地龙 。 其 中羌活、 防风善祛外感风寒 ，

配以桂

患者外观及面部情感的表达 ，
且对其 日 常及社交生活 枝温经散寒

，
使祛风散寒之力更强

；

当 归配川芎活血

造成相 当大的不 良影响 。 根据面瘫程度旳不同 ，
其预 行气止痛 ；

伸筋草舒筋活血 ；

白芍缓急止痛 ； 地龙功

后 也不 同 ， 约 患者会遗留有不同程度的 善通络 。 以上各药相配善祛风寒 ， 加之以熏蒸方法给

并 发症和后遗症 ， 如联 带运动 、 面肌痉挛 、 面肌挛 药 ， 使药力通过热辐射的作用直达患病部位 ， 促进局

縮 、 鳄鱼泪等％ 因此 ， 采取
一

种及时安全有效 的综 部血液循环和神经供氧 ，
共奏温经散寒 、 活血通络之

合治疗手段对面瘫患者具有重要的意义 。 效。 现代药理研究证实
，
益气活血、 祛风化痰类中药

中 医学认为 ，
本病病机本虚标实

，
对面瘫 的病 有不同程度的扩血管及抗炎作用 ，

从而改蕃局部血液

因
，
古代医学文献涉及甚多 ，

但主要从正虚邪实这方 循环和神经营养
，
促进神经组织代谢 ，

提高神经兴奋

面论述 。 如 《类证治裁》 曰
：

“

口 眼僻 ，
因血液衰 性

， 增强肌纤维收缩 ， 调整肌张力 ，
重建面部表情肌

涸
，
不能荣润经脉 。

“

可见正气亏虚是面瘫发病 的前 的功能 ，
使症状缓解或消除 。

提。 亦有外因致病说 ， 如 《诸病源候论〉 曰
：

“

偏风 针刺配合中药熏蒸法治疗面瘫是
一

种有效 、 安全

口 喁 ， 是体虚受风 ，
风 入于 夹 □ 之 筋也 。 又 曰

： 的方法 ， 疗程短 ，
无副作用 ， 其疗效优于单纯针剌治

“
⋯ ⋯ □ 喁邪僻 ， 是风入于颔颊之筋故也。 又 风邪 疗 ， 值得在临床中推广应用 。

入于足阳明 、 手太阳之筋 ，
遇寒则筋急 引颊 ， 故使 口

嗎僻 。 说明风邪袭络是诱发本病的 外在 因素 ， 故临 参考文献

床上以祛风通络为治疗大法。
李世缚 神经 系统疾病流行病学 北京 人 民卫生出

中 药熏蒸疗法始载于 《
五十二病方》 ，

其 中有熏 版社 ， ：

蒸洗浴八方。 《内经 也记载 ： 其有邪者 ， 渍形以
丨 上海市卫生局 上海市中 医病证诊疗常规 丨 版 上

为汗 。

”

此中 渍形
’ ’

即是熏蒸治疗 ，
通过熏蒸治疗

发汗达到治疗癖证的 目 的 ， 为熏蒸治疗瘦证开辟了 先
丨 神经病 学 北京 人 民 卫生 出版社 ’

河 。
从晋唐起

，
中药熏蒸开始应用到临床各科 ， 到月

王 民集 ， 朱 江 ， 杨永清 中国针灸全书 丨
郑州 ： 河南

清
，
进入鼎盛阶段 。 现代 的熏蒸 熏药 疗法又称为中

科学技术 出版社 ，

药汽雾透皮疗法 ，
是
一

种利用药物加水煮至沸腾产
】

生的气体熏蒸局部患处或穴位来治疗疾病的方法 。 熏

药疗法作用旳机理是借热力和 药治的共同作用 ，
通过

扩张皮肤微小血管 ， 加快血液循环 ， 由表及里 ， 在温 丨 何希俊 ， 谭吉林 ，
王本国 ， 等 个体化治疗 周围性面神

热中 实施治疗 ， 达到治疗疾病的 目 的 。
经麻痹的疗效观察 丨 针灸推拿医学 ： 英 文版 ，

本研究针对面瘫 的病 因 、 病机 ， 根据药物性味 、

⑹ ：

归经等特性
，
在针刺治疗的基础上 ，

配以具有祛风通
■？
维

士，

书 ： 面雍防治 问 丨

丄 丄 分 丨 ±士 丄 、文 、
版 北乐 中 国 中 医药出版社 ，

络之功效的 中药方剂 ，
乂熏蒸方法 口药

，
使药力通

旧 丨 陆继娣 ， 沈廣 ■蒸疗 法 的历 史 沿 革 中 医 杂 志 ，

热福射的作用直达患侧面部 ， 促进面部血管扩张 ，
血

运充足 ，
面部营养得到改善 ， 新陈代谢愈加旺盛 ， 有

’

编辑 刘淑碎 ）

利于炎症 、 水肿吸收 ， 加快面神经功能恢复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