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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海英运用调神温通法治疗面瞤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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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面瞤是以面部肌肉阵发性、不自主抽动为主要临床表现的一种病症。程海英教授认为神不安使脏腑气机失调，

面部筋脉失养，复外感风寒邪气而致面瞤；拟调神温通法进行治疗，首选火针局部点刺，以温通扶正、祛邪止痉，配合毫

针的选穴及针刺手法实现调神治神，同时注重针药并用、内外同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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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瞤是以面部肌肉阵发性、不自主抽动为主

要临床表现的一种病症［1］。严重的眼睑瞤动可致

不自主闭眼、睁眼困难，面瞤甚者可累及颈部，

并伴肌肉无力及萎缩，对患者工作生活及心理造

成很大负面影响［2］。目前临床缺乏安全的特效药

物或手术治疗方案，属难治性疾病之一［3-4］。针灸

治疗面瞤具有一定效果，但临床尚需总结安全有

效的针灸治疗思路及方法［5-6］。

程海英教授为全国老中医药专家继承工作指

导老师，擅长运用针药结合及多种针法治疗疑难

疾病。本文总结程教授采用调神温通法治疗面瞤

经验如下。

1 面瞤病因病机 
中医学认为，面瞤是面部经筋出现筋急的病

变。当前多数研究主要从风、痰、瘀、虚等因素

阐释面瞤的发病机制［6-7］。在外因方面，程教授虽

认同“风性主动”，但更重视寒邪在面瞤发病过程

的影响，即“寒主收引”，寒邪阻滞经脉可致面部

筋脉拘急。在临床中观察到，患者常因感受寒邪

而诱发本病或病情加重，也进一步提示寒邪的致

病作用。在内因方面，程教授重视“神”与面瞤

发病之间的关系。“神”指人体精神、情志活动。

中医认为五脏藏五神，神不安可导致脏腑气机失

调，若心神不宁、肝气不舒，可致气血失调不能

上荣头面［8］，面部经脉失养，腠理空虚，复感外

邪而致筋急，肌肉痉挛抽搐。临床可见诸多面瞤

患者因情志不遂、睡眠不佳致发病或加重［2，9-10］；

且有研究发现，紧张、焦虑等情绪刺激可诱发或

加剧面肌痉挛抽搐，推测交感神经及末梢释放的

神经递质可能是诱发本病的重要环节［11］，也为本

病受精神情志影响提供了依据。程教授强调“神”

是人体生命功能活动的反映，也是脏腑经络气血

功能的集中概括，人体内在脏腑发生病理改变必

然有神的异常变化［12］。神不安使脏腑气机失调，

气血不畅，面部筋脉失养，腠理空虚，复外感风

寒邪气而导致面瞤。

2 调神温通立法与应用 
2. 1　调神温通法立论　

程教授认为，面瞤以面部肌肉抽动为主要临

床表现，属人体形动，形动则神不安，故治疗应

安神以安形。拟定调神温通法，通过调神舒畅情

志，调畅脏腑气血运行，濡养面部经筋止痉；以

温通扶阳使正气充足，祛寒息风，疏通气血经络

止痉。调神是针刺施治的基础和前提［12］，如《素

问·宝命全形论篇》 所云：“凡刺之真，必先治

神。”对于痛症、痉病、情志相关疾病治疗都要注

意调神。同时由于风寒是面瞤的重要诱因，《内

经》 中云“寒主收引，寒者热之”，故治疗需温

通。调神温通法可内外因同治，增强治疗效果，

疗效优于单一毫针刺法或温通或安神治疗［5］。

2. 2　临床应用

2. 2. 1　选阴经腧穴调神：程教授常选用神门、三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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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等腧穴调神。血是神志活动的重要物质基础，心

血充足才能养神安神。神门为手少阴心经之原穴，

因心主血，主神志，故神门穴具养血安神之功；三阴

交为足太阴脾经腧穴，是足太阴、足少阴、足厥阴三

条阴经之交会穴，可健脾胃、调气血。神门与三阴

交相配增强了养血安神功效，是程教授常用调神经

典针灸处方。有研究选择百会、神庭、神门等具有

安神作用的腧穴，针刺治疗本病，临床亦取得肯定

效果[13]。

面瞤病位在面部，头面部为诸阳之会，故临

床大多选用阳经腧穴进行治疗［6］。但程教授认为

本病为面部肌肉抽动，阳主动、阴主静，若要止

动达静，需阴阳经腧穴配合、阴阳同调，以使气

血达到“阴平阳秘”状态［14］。

2. 2. 2　火针点刺温通：程教授治疗面瞤首选贺氏

火针温通局部经络，乃传承北京贺氏火针流派贺

普仁教授临床经验。贺老言：“治疗面瞤，非火针

莫属”。本病不论急慢性期，均可采用火针局部点

刺，以达温通扶正、祛邪止痉之功效［15］。

火针疗法可通过温热刺激穴位或部位，增强

阳气、鼓舞正气、温通经脉、活血行气。程教授

指出，临床上凡是由于感受寒邪、阳气亏损，气

血不足、经脉阻滞导致的病证均可用火针治疗。

火针疗法温通可使寒散风息，气血调畅，正气充

实，筋脉得以濡养，拘急抽搐自止［16］。有研究表

明，火针疗法可通过刺激皮肤减少细胞凋亡，促

进神经功能恢复［17］。

程教授进行火针治疗具体操作：根据痉挛范

围采用细火针快速点刺面部痉挛处局部腧穴，浅

刺少刺，点到即出。古人认为面部应禁用火针，

如 《针灸大成·火针》 云：“人身诸处皆可行火

针，惟面上忌之。”程教授强调面部应用火针时要

慎重，但不是绝对禁用，操作时要做到以下几点：

①一定要长期毫针操作经验；②要掌握火针操作

要领，持针要稳，病位要准、烧针要红，动作应

快，针刺宜浅；③面部针刺应选用标准的贺氏细

火针，避免伤及眼睛等器官，不能使用不耐高温

的毫针替代。面部火针术后即可无痕或痕迹数日

即可完全消退，不会出现疤痕［18］。

2. 2. 3　选穴精简，手法轻盈：程教授常取面部阳

白、攒竹、丝竹空、太阳、四白、下关、地仓、

承浆等腧穴，根据痉挛部位不同精选其中 3~5个腧

穴进行火针点刺温通，取穴精简。同时程教授强

调，对面部行针刺手法，进针应娴熟轻盈，有利

于患者针刺过程中守神，针刺到位得气即可，切

勿取穴过多或手法过重，增加患者痛苦。

2. 2. 4　针药结合、内外同治：程教授认为，将针灸

与汤剂协同应用，可内外兼治［19］。故在针灸同时

加中药，双管齐下、共奏其效。中药处方遵循调

神温通法，祛风散寒、宁心调神；中药常选用茯

神、菖蒲、远志、柏子仁以调神安神助眠，用防

风、当归尾、桂枝、升麻以温阳散寒通络。

3 病案举例 
患者，女，55岁，2021年 10月 22日初诊，主

诉：右侧面部不自主痉挛 5年。患者 5年前熬夜劳

累后出现右侧上下眼睑及口角抽动，未系统治疗，

症状未改善。刻下症见：右侧面部不自主抽动，

受寒加重，情绪不稳，精力不集中，无口干口苦，

食欲一般，大便可，夜寐欠佳，梦多，每晚起夜

2次。舌红，舌苔薄白，脉弦。西医诊断：面肌痉

挛；中医诊断：面瞤，辨证：风寒侵袭、心神不

安、筋脉失养；予调神温通法针刺及安神祛风止

痉中药口服治疗。（1） 针刺治疗：①火针：用

75% 乙醇棉球点燃，将细火针针尖及针体烧红，

快速、准确地点刺面部痉挛部位，及右侧攒竹、

四白、地仓、承浆，用无菌干棉球按压针孔片刻，

每周治疗 2~3次；②毫针：取穴神庭、右侧太阳、

攒竹、四白、地仓、左侧合谷、双侧神门、三阴

交、太冲，平补平泻法，留针 25 min。每周治疗

2~3 次。（2）安神祛风止痉中药口服：方药组成：

防风 10 g，茯神 10 g，菖蒲 10 g，远志 10 g，当归

尾 10 g，柏子仁 10 g，升麻 10 g，郁金 10 g，柴胡

10 g，桂枝 6 g，酸枣仁 15 g，补骨脂 10 g。7 剂，

1 剂/d，水煎服。嘱患者忌辛辣、调情志、慎起

居、避风寒。

2021 年 10 月 24 日二诊：患者自觉经治疗后，

面肌抽动明显好转，继以上述针灸配合中药治疗。

2021年 11月 29日三诊：患者面肌抽搐较前减

轻，夜寐安，食欲改善。针灸配合口服中药治疗

1个月后，患者除情绪激动等特殊情况面肌痉挛基

本消失，暂停针灸及中药治疗。2个月后随访患者

情况稳定。

4 小结 
程海英教授认为，面瞤发病多由情志因素致

使脏腑气血失调，面部筋脉失养，复感风寒侵袭

而致，临床拟调神温通法进行治疗。程教授首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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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针局部点刺，以温通扶正、祛邪止痉，配合毫

针从选穴及针刺手法实现调神治神的治疗理念，

同时注重针药并用内外同治，临床疗效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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