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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神经炎的中西医结合治疗和护理
梁 慧， 王 芳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 北京100700）
摘要： 面神经炎是是一组面部表情肌群运动功能障碍性神经系统疾病，发病原因复

杂，需要及时给予治疗和护理干预，促使局部炎症水肿消退，恢复神经机能。本文简

要阐述面神经炎中西医结合治疗和护理措施，旨在为面神经炎综合康复治疗提供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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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grated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treatment and 

nursing of facial paralysis
LIANG Hui，WANG Fang

（Dongzhimen Hospital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100700）

ABSTRACT： Facial paralysis is the inability to move the muscles on one or both sides of your 
face due to nerve damage.  Possible causes include inflammation， trauma， stroke or tumors.  
Timely treatment and nursing interventions are effect to relieve the inflammation and edema and 
restore facial function.  This paper briefly discussed the integrated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treatment and nursing strategies for patients with facial paralysis， and provided reference 
for comprehensive rehabilitation treatment and nursing practice of facial paralysis.
KEY WORDS： facial paralysis； integrated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comprehensive rehabilitation treatment

面神经炎又称面神经麻痹、Bell麻痹，中医称

“口目僻”、“口眼㖞斜”或“面瘫”，是一组面部表情

肌群运动功能障碍性神经系统疾病，神经内科常

见病、多发病，发生于任何年龄，一年四季均可发

病，以冬春季节多见。造成面神经炎的原因很多，

主要是以疲劳及面部、耳后受凉、受风引起的特发

性神经炎居多，还包括感染性疾病、神经源性病变

（脑出血、脑梗塞、脑血栓、脑部肿瘤等）、创伤性病

变（面部外伤、面部手术引发）、中毒性病变（酒精

中毒、一氧化碳中毒等）均可引起［1-2］。主要的病

理变化为面神经水肿，可见炎细胞浸润，髓鞘或轴

突不同程度的变性，以茎乳孔和面神经管内的部

分尤为明显［3］。除药物治疗外，综合康复治疗效

果明确，能有效改善局部炎症水肿，促进神经机能

恢复。本文简要阐述面神经炎的中西医结合治疗

和护理措施，旨在为面神经炎综合康复治疗提供

参考。

1 面神经炎病因 

面神经炎发病机制复杂，尚未完全明确，病因

包括血运障碍、病毒感染、环境损害和其他因素

等，造成面神经缺血、缺氧、水肿、营养缺乏等。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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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物治疗包括糖皮质激素、抗病毒药物、神经营

养代谢药物等［4］。中医认为本病由于正气亏虚，

外受风寒、风热之邪侵袭经络所致，因此治疗上以

祛风通络，疏调经筋为治则［5］。

2 面神经炎治疗常用穴位 

选穴风池穴、阳白穴、地仓穴、下关穴，运用针

灸、艾灸、理疗等对面神经炎康复效果明确［6］。风

池穴位于风池穴所属经络为足少阳胆经，在颈后

区，枕骨之下，胸锁乳突肌上端与斜方肌上端之间

的凹陷中，大筋两旁与耳垂平行处的部位，按摩此

穴位有助于缓解病症。阳白穴位于目正视，瞳孔

直上，眉上一寸，按摩此穴位可以治疗眼睑下垂、

目赤肿痛、头痛，对于面部不适症状的调整具有重

要的作用。地仓穴位于面部，口角外侧，上直瞳

孔。面神经炎的患者在出现口角歪斜症状之后，

针灸此穴位可以改善症状［7］。下关穴位于面部，

颧骨下缘中央与下颌切迹之间的凹陷中，针灸此

穴位可以改善耳鸣和调整听力，通常用于面神经

炎辅助治疗［8］。

3 面神经炎中西医结合治疗 

西医通过综合运用药物治疗面神经炎，常用

药物有营养神经药物，如维生素 B1 和 B12、糖皮

质激素类药物，利用其抗炎的作用，能够消除神经

的炎症、水肿［9］。甲钴胺分散片可有效治疗周围

神经性疾病，有效缓解面神经炎患者的病情。患

者需遵医嘱口服，每天服用 3次，结合患者的年龄

及症状可酌情调整药物用量。部分患者用药后会

出现食欲不振、恶心等不良反应，症状严重时立即

停用［10］。巴氯芬片适用于多种疾病所引发的骨骼

肌痉挛，也可应用于面神经炎的治疗。成人患者

每天用药 3次，应当逐渐增加药物剂量，直到达到

所需的剂量。但由于本药品有中枢神经系统抑制

作用，用药时要密切观察不良反应，一旦出现任何

的不良反应需要告知主治医生。此外，西医采用

激素治疗，常用激素类药物为地塞米松口服［11］。

也可以通过改善微循环，减轻水肿治疗［12］。

中医药物治疗常采用汤药治疗，用防风、白

芷、白附子加水煎服，能够有效祛风散寒，增强机

体组织的代谢［13］，也能够减轻炎症和水肿，有效促

进血液循环。中医特色护理技术通常包括：①皮

内针治疗：选取患者颊车、承浆、四白等面部穴位，

将皮内针贴于相应穴位上。每天按压 3～5次，每

次 30～60 下，直上直下按压，力度适中，不宜过

重［14］。②水罐治疗：一般应用竹罐，先将罐子放在

锅内加水煮沸，使用时将罐子倾倒用镊子夹出，甩

去水液，或用折叠的毛巾紧扪罐口，趁热按在皮肤

上，即能吸住。评估患者皮肤，注意水温，进行试

温后再治疗，治疗过程中，及时询问患者耐受程

度，防止烫伤。③艾条灸治疗：将点燃的艾条灸置

于患者的面部穴位，或耳后，灸置 20 min后取下。

1 次/d，从而达到温经散寒、舒经活血等作用［15］。

治疗过程中要及时询问患者的受热情况以免

烫伤。

4 面神经炎的护理 

面神经炎的发生多和面部血液流通不畅有

关，平时过度劳累或者面部神经出现缺血性感染

会诱发面神经炎。平时多注意面部护理，预防面

神经炎症反复发作。

4. 1　眼部护理　

由于眼睑不能闭合或闭合不全，瞬目动作及

角膜反射消失，角膜长期外露，易发生角膜炎。应

尽量避免用眼过度。外出时戴墨镜，避免粉尘入

眼。不能用脏手帕擦泪，擦拭时，尽量闭眼，由上

眼睑内侧向外下侧轻轻擦。临睡前使用金霉素眼

膏或有润眼、消炎作用的眼药水，并用纱布盖眼或

戴眼罩。

4. 2　面部护理　

告知患者发病 2 周内注意休息，注意面部保

暖，忌用冷水洗脸。避免感冒和面部直接吹冷风。

尽量减少外出，如需外出时戴帽子和口罩，避免到

人多、空气污浊的场所。勿靠近窗边、空调、风扇

处，以免受风寒刺激加重病情。

4. 3　心理护理　

悲观、消极的情绪会影响治疗效果，嘱患者治

疗期间应保持心情舒畅，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和

勇气，积极配合治疗。

4. 4　生活护理　

急性期应当注意休息，注意保护面部，平时可

佩戴口罩，睡前闭灯避免光线刺激。面神经炎还

容易引起眼肌痉挛、眼睑闭合不全，休息时可佩戴

眼罩，注意眼部护理，预防结膜炎。

4. 5　康复护理　

面神经炎患者出现面肌痉挛或瘫痪，需要在

医护人员指导下进行面肌运动，同时辅以面肌按

摩、针灸理疗等，以刺激面神经的恢复，防止面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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萎缩。例如对镜做皱眉、露齿、闭眼、鼓腮等动作，

每日数次，每次5～15 min［16］。

4. 6　用药护理　

对于使用糖皮质激素治疗的患者，应注意药

物不良反应，密切观察血压、血糖升高等异常

状况。

4. 7　饮食护理　

保持良好的饮食习惯，清淡饮食，严重者给予

流质或半流质饮食。嘱患者规律作息，忌辛辣、油

腻等刺激性食物；糖尿病患者应当控制糖分摄入。

5 小结 

面神经炎综合康复治疗临床效果明确，中医

特色护理技术在面神经炎康复中发挥重要作用。

此外，患者在日常生活中要注意预防保健，保持精

神愉悦，保证充足的睡眠和休息，避免受寒，保证

食物营养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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