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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观察舌针结合运动想象疗法干预中风后吞咽障碍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方法:将中风后吞咽障碍患者

60
 

例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各 30
 

例。 对照组采用常规疗法联合舌针干预,观察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联合运动想象疗法

干预,以 1 周为 1 个疗程,共 4 个疗程。 观察 2 组的综合疗效及洼田饮水试验评分、标准吞咽功能(SSA)评分、特异性吞咽障

碍生活质量量表(SWAL-QOL)评分,并评定不良反应与并发症。 结果:总有效率观察组为 83. 33%(25 / 30),对照组为 63. 33%
(19 / 30),2 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 05)。 2 组洼田饮水试验、SSA、SWAL-QOL 评分干预前后组内比较及干预后组间

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 05 或 P<0. 01)。 结论:舌针结合运动想象疗法可有效改善中风后吞咽障碍患者吞咽功能及

生活质量,减少不良反应与并发症的发生率,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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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风发病率、致残率、病死率不断升高,已越来

越受到人们的关注。 中风是中国目前主要的死亡

原因,约占死亡人口的 20%,吞咽障碍是中风患者

常见并发症之一,其导致的吸入性肺炎、营养不良

等并发症严重影响患者的功能康复和生活质

量[1-2] 。 由于吞咽神经生理机制的复杂性,且尚未

建立规范化的吞咽障碍康复干预方法,如何选择行

之有效的中风后吞咽障碍干预方法是医护人员所面

临的首要问题。 本研究采用舌针结合运动想象疗法

干预中风后吞咽障碍 30
 

例,取得显效,并与常规疗法

联合舌针干预的 30
 

例作对照观察,现报告如下。
1　 临床资料

1. 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9 年 3 ~ 8 月湖北省中医

院收治的中风后吞咽障碍住院患者 60
 

例,采用随

机数字表法将其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 每组各

30
 

例。 观察组中, 男 17
 

例, 女 13
 

例; 平均年龄

(58. 36±4. 32)岁;平均病程(51. 53±5. 28) d。 对照

组中,男 16
 

例,14
 

例;平均年龄(52. 57±3. 58)岁;
平均病程(53. 29±3. 47) d。 2 组一般资料比较,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P>0. 05),具有可比性。
1. 2　 中医诊断标准 　 符合《中风病诊断与疗效评

定标准》 [3]中的有关标准。 主症:猝然发病,或神识

昏蒙或意识清醒,口舌歪斜,言语謇涩、不语,半身

不遂、感觉异常。 次症:眩晕,头痛,饮水发呛,吞咽

不利,目偏不瞬,共济失调。 2 个主症以上,或者

1 个主症加上 2 个次症,即可明确诊断。 在满足中

风病诊断的基础上,患者存在饮水发呛、和(或)吞

咽不利的临床症状则显示出吞咽困难。
1. 3　 纳入标准　 1)符合上述诊断标准;2)首发或

再次中风 ( 2 周 ≤ 病程 ≤ 6 个月); 3) 年龄 18 ~
70 岁;4)洼田饮水试验分级≥Ⅲ级[4] ;5)患者知情

同意,并签署知情同意书;6)意识清楚,能理解和执

行治疗师指令。
1. 4　 排除标准 　 1)神志不清或语言理解障碍,不
能正确表述自己的意见;2)大面积脑梗死患者(梗

死超过半球 2 / 3 体积);3)脑外伤、脑肿瘤及脑炎并

发脑梗塞或脑出血;4)伴有发热,严重糖尿病;5)严

重心肺肝肾疾病;6)妊娠期或哺乳期妇女;7)精神

疾病,不能配合研究;8) 使用了影响临床观察的

药物。
2　 干预方法

2. 1　 对照组　 采用常规疗法联合舌针。 1)常规方

法干预。 所有患者应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针

灸专科中风病中医临床路径常规干预方案[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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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常规针灸干预,针刺头面及肢体穴位;②予营养

神经及改善血液循环药物;③常规康复理疗,包括

偏瘫肢体功能训练、吞咽功能障碍训练、言语训练

等。 康复训练内容根据患者的实际情况及训练进

展,选择相适应的训练方法。 2)舌针。 采用《实用

舌针学》 [6]中的“脑血管意外”干预方案。 ①取穴:
选取廉泉、聚泉、海泉、金津、玉液穴。 ②定位:参照

2006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GB / T
 

12346 -
2006)《腧穴名称与定位》进行定位[7] 。 廉泉:在颈

前区,喉结上方,舌骨上缘凹陷处,前正中线上;聚
泉:在口腔内,舌背正中缝的中点处;海泉:在口腔

内,舌下系带的中点处;金津:在口腔内,舌下系带

左侧的静脉上;玉液:在口腔内,舌下系带右侧的静

脉上。 ③患者取平卧位,身心放松,对操作者双手

和所取穴位常规消毒后,取 1. 5 寸一次性无菌毫针

分别进行点刺。 廉泉进针后分别向舌根正中及左、
右两侧点刺,进针深度为 1. 2~1. 5 寸;聚泉进针后沿

舌体向舌根方向点刺,进针深度为 0. 8 ~ 1. 2 寸;海
泉、金津、玉液均浅刺。 聚泉、海泉、金津、玉液点刺后

有少量出血,应提前告知患者。 所有穴位均采用平补

平泻法。 每天 1 次,1 周 6 次,干预 4 周。
2. 2　 观察组　 在对照组的基础上联合运动想象疗

法干预。 根据患者的吞咽障碍、误吸及呛咳程度,
从食物形态、餐具选择、摄食姿势 3 个方面进行运

动想象疗法。 1)食物形态。 依据患者吞咽能力,遵
循先易后难的原则。 不同形态的食物行阶梯式推

进,即首选想象最易吞咽的半流质食物,吞咽功能

有所改善后逐渐增加软食,最后是普通食物。 2)进

食餐具。 包括吸管、 勺子、 叉子、 筷子、 刀具等。
3)进食体位。 采用半卧位(30° ~ 60°),颈后垫软枕

使头部略前屈,偏瘫侧用枕头垫起。 运动想象场

景:1)想象情景一。 与口腔、舌部运动有关的动作,
如鼓腮,可以想象成在生日宴会上吹蜡烛;瘪腮可

以想象成用吸管喝牛奶;张嘴可以想象成打哈欠;
缩唇可以想象成吹口哨;伸舌及卷舌可以想象成进

食后舔上下嘴唇等,口唇舌体下颌关节的运动作用

为改变咀嚼吞咽相关肌力运动。 2) 想象情景二。
刺激吞咽反射发生及产生吞咽动作,如想象进食三

餐,以患者喜欢吃的食物为主。 早餐:稀饭、面包、
馒头、水饺等;中餐:米饭、青菜、豆芽、肉片、鱼块

等;晚餐:面条、土豆片、蛋花羹、藕丁等。 水果:葡
萄、西瓜、 苹果、 桔子、 香蕉等。 每天 1 次, 持续

30
 

min。 7
 

d 为 1 个疗程,共 4 个疗程。

3　 效果观察　
3. 1　 观察指标 　 1)洼田饮水试验评分。 采用“洼

田饮水试验”测试吞咽功能评级。 患者取端坐位,
饮 30

 

ml 温开水,观察吞咽所需时间和呛咳情况。
Ⅰ级:能在 5s 之内顺利 1 次将水咽下;Ⅱ级:分 2 次

以上, 不呛咳咽下; Ⅲ 级: 能 1 次咽下, 有呛咳;
Ⅳ级:分 2 次以上咽下,有呛咳;Ⅴ级:频繁呛咳,不
能全部咽下[4] 。 2) 标准吞咽功能 ( SSA ) 评分。
①确保患者身体条件能够进行筛查的一般性评估,
包括意识水平、头部和躯干部控制、唾液控制、呼

吸、软聘功能、喉功能、咽反射及自主咳嗽,评分为

8 ~ 23 分。 ②啜饮一汤匙水 3 次(约每天 5
 

ml),观
察患者有无喉运动,是否有反复喉部运动,有无咳

嗽,有无喘鸣及吞咽后嗓音情况等,评分为 5 ~ 11
分。 ③在上述 2 个步骤无异常的情况下,嘱其饮水

60
 

ml,观察患者全部饮完的时间,有无咳嗽、喘鸣及

吞咽后声音情况等,评分为 5 ~ 12 分。 评分越高,表
明吞咽功能越差[8] 。 3)特异性吞咽障碍生活质量

量表( SWAL - QOL) 评分。 该量表由 44 个条目组

成,从吞咽负担、吞咽症状、进食时间、进食意愿、食
物选择、语言交流、饮食恐惧、社会功能、心理健康、
疲劳以及睡眠 11 个维度全面概括吞咽障碍患者的

生活质量。 采用 Likert
 

5 级评分原则,每个条目分

5 个等级进行评分,由差到好分值依次为 1 ~ 5 分。
分数越高代表生活质量越好,共计 220 分[9] 。 4)安

全性评价。 观察 2 组干预过程中皮下出血、疼痛、
晕厥、心律失常等不良反应的发生情况[10] ,以及有

无呛咳,吸入性肺炎、营养不良等并发症的发生。
3. 2　 疗效标准　 根据患者的吞咽困难症状改善情

况、洼田饮水试验结果拟定。 痊愈:吞咽障碍消失,
饮水试验评定为Ⅰ级;有效;吞咽障碍明显改善,饮
水试验评定为Ⅱ级,或未达到Ⅱ级但较干预前提高

Ⅰ级或Ⅰ级以上;无效:吞咽障碍改善不明显,饮水

试验评定为Ⅲ级及以上。
3. 3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20. 0 统计软件对数

据进行统计学分析。 计量资料用均数 ± 标准差

(x±s)表示,方差齐者采用 t 检验,方差不齐者采用

非参数检验。 计数资料以率(%) 表示,采用 2 检

验。 P<0. 05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3. 4　 干预结果

3. 4. 1　 2 组综合疗效比较 　 总有效率观察组为

83. 33%,对照组为 63. 33%,2 组比较,差异有统汁

学意义(P<0. 05)。 (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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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 组综合疗效比较[例(%)]

组别 例数 痊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

观察组 30 6(20. 00) 19(63. 33) 5(16. 67) 25(83. 33) a

对照组 30 4(13. 33) 15(50. 00) 11(36. 67) 19(63. 33)

　 　 注:与对照组比较,aP<0. 05。
3. 4. 2　 2 组干预前后洼田饮水试验、SSA、SWAL -
QOL 评分比较 　 干预后 2 组洼田饮水试验、SSA、
SWAL-QOL 评分均较干预前有所改善,且观察组评

分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0. 05 或

P<0. 01)。 (见表 2)
表 2　 2 组干预前后洼田饮水试验、SSA、

SWAL-QOL 评分比较(x±s,分)

组别 例数 时间节点 洼田饮水试验 SSA SWAL-QOL
观察组 30 干预前 4. 09±0. 56 52. 3±3. 1 137. 8±13. 9

干预后 1. 76±0. 78ab 38. 7±2. 9ab 187. 0±14. 2ab

对照组 30 干预前 4. 13±0. 94 53. 5±2. 6 134. 7±14. 3
干预后 3. 16±0. 45 45. 3±2. 8a 162. 9±16. 2a

　 　 注:与本组干预前比较,aP< 0. 05;与对照组干预后比

较,bP<0. 01。
3. 4. 3　 2 组不良反应及并发症发生情况比较　 观

察组 30
 

例中,未出现晕厥、心律失常等情况。 患者

诉有疼痛感,但可以忍受。 对照组无明显不良反

应。 2 组不良反应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 >
0. 05)。 观察组发生呛咳 5

 

例,自行缓解;2 组患者

的营养状况稳定。
4　 讨　 　 论

　 　 中风又名脑中风、卒中或脑卒中,是在气血失

调、阴阳失衡的基础上遇劳倦内伤、忧思恼怒、气候

变化、嗜食烟酒或病久失治等诱因,进而引起脏腑

阴阳失调,气血逆乱直冲犯脑,导致脑脉痹阻或血

溢脑脉之外而发病,临床以半身不遂、口眼歪斜、神
志昏蒙、舌强言謇或不语、偏身麻木为主症。 该病

起病急、变化快、病情危重、易损害神志,多见于体

质虚弱的中老年人。 作为全球 60 岁以上人群死亡

病因第二的疾病,中风已严重威胁着人类健康和生

活质量。 吞咽障碍是中风后常见并发症之一,在中

风患者中发病率高达 51% ~ 73%[11] 。 若患者无法

正常地摄食入胃,可导致吸入性肺炎、营养不良、电
解质紊乱等严重并发症,增加了患者肺部感染和营

养不良的风险。 Smithard
 

DG 等[12] 研究表明,与吞

咽功能正常患者相比,吞咽障碍患者的肺炎发病率

升高了 17%。 此外,吞咽障碍的发生会延长患者的

住院天数,增加医疗费用负担。
现代中医对于中风后吞咽障碍的干预方法,包

括中药、针灸及康复等多种干预方式,其中针灸疗

法对于中风后吞咽障碍的干预效果尤为明显,并且

操作简便、毒副作用少,在临床上容易被患者接受。
多项研究表明,针刺舌体可醒脑开窍、舒通经络、活
血化瘀,能治疗咽喉相关疾病,对促进患者康复具

有积极作用。 如高楠等[13] 采取的舌针 (心穴、脾

穴、肾穴)配合吞咽治疗仪疗法、黄丽贤等[14] 所用

的舌七针疗法(廉泉、左右夹廉泉、金津等),治疗中

风后吞咽障碍均取得显著疗效,可改善中风后吞咽

障碍症状、患者营养状况,降低误吸发生率,对患者

康复具有积极意义。
随着医学的不断发展,单一的舌针疗法已不能

满足患者的健康需求,而运动想象疗法现已成为中

风康复的热点。 运动想象疗法是指通过调动患者

机体感官(听觉、视觉、触觉、嗅觉、味觉、动觉)模仿

实际执行动作时间和空间特性,诱导大脑皮质相同

区域接受康复训练修改[15] 。 有研究表明,想象活动

时生理变化、脑电波活动的通路和区域大部分与实

际动作时的相似[16] ,是对大脑内部的一种刺激,因
此运动想象可以促进潜伏通路和休眠突触的活化,
有助于病灶周围脑功能重组,替代已受损的神经功

能,改善神经及其支配肌肉的功能。 运动想象疗法

不受患者残存运动功能的限制,适合于脑卒中的任

何阶段,又因其不需要特殊设备及场地,能积极发

挥患者的主观能动性。 有诸多学者用神经影像学

方法证实运动想象疗法对中风偏瘫患者康复治疗

的疗效确切[17-19] 。
本研究结果显示,采用舌针联合运动想象疗法

干预的观察组在综合疗效、洼田饮水试验评分、SSA
评分、SWAL-QOL 评分均优于对照组,说明本干预

方案能够有效减轻患者的吞咽困难、改善临床症状,
提高患者治疗效果和生活质量,降低医疗并发症的发

生,其疗效和安全性较高,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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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在术后 30
 

min, 若患者生命体征平稳, 便可

进行。
胃泌素是由 17 个氨基酸残基组成的一种胃肠

激素,主要由胃窦及小肠上部黏膜的 G 细胞分泌,
具有促进胃肠运动及刺激胃酸、胃蛋白酶和胰酶分

泌的作用,可促进胃肠黏膜生长,从而营养胃肠及

胰腺等器官。 胃肠道运动受自主神经调控,迷走神

经系统兴奋可促进胃肠蠕动,加快胃排空。 心率变

异性指标可反映人体自主神经活动情况[11-14] ,从而

评估交感与副交感的平衡。 术后早期胃肠功能紊

乱患者因术后迷走神经抑制而导致胃肠功能障碍。
本研究通过心率变异性分析指标,间接监测迷走神

经兴奋性。 干预后观察组的 HF、RMSSD、PNN50 均

高于对照组(P<0. 05),表明电蜡疗联合中药脐敷

可有效调节自主神经功能,兴奋迷走神经,加速胃

肠蠕动,对胃肠功能的恢复具有一定价值。
本研究结果表明,蜡疗联合大承气汤加减外用

神阙穴贴敷可改善腰椎开放手术后患者胃肠功能,
提高血清胃泌素水平,且该干预方式无胃肠道负

担,操作简便,经济实惠,患者易于接受。 但本研究

样本量较少,观察时间较短,所得结论具有一定局

限性,其远期疗效及安全性有待加大样本量及进行

多中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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