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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肌痉挛( hemifacial
 

spasm,HFS)是以一侧或

双侧面部肌肉的不自主、时发时止的无痛强直或不

规则抽搐为主要临床表现的常见脑神经疾病,可引

起患者抑郁、焦虑等情绪障碍[1] 。 其中典型 HFS 的

痉挛症状多从眼轮匝肌阵发性痉挛开始,后逐步发

展至同侧面部以及眼睑、口角等;非典型 HFS 则从

下部面肌开始,并逐渐向上发展,最后累及眼睑及

额肌[2] 。 本病好发于中老年人群, 女性多于男

性[3] 。 目前,该病的发病机制仍未明确,其主要病因

为面神经根部出口区的神经血管压迫[1] 。 西医主要

以局部注射肉毒杆菌毒素、外科微血管减压以及药物

口服(如卡马西平)治疗,但易出现术后无效或复发,
以及面瘫、听力障碍等并发症、药物毒副作用等[2-4] 。

中医学将 HFS 归属于“面风” “筋惕肉瞤” “痉

证”等范畴。 中医学认为,本病病位在面部,与脾、
胃、肝、肾密切相关,病机以正气亏虚、卫外不固为

本,外邪侵袭,筋脉肌肉失养为标。 临床多采用中

药内服、外敷以及针灸等治疗。 诸多研究表明,针
灸疗法绿色安全、无毒副作用,对 HFS 具有较好的

治疗效应,被患者广泛接受[5] 。 近年来针灸治疗

HFS 的临床研究成果颇丰,其相关治疗方法主要围

绕针刺(耳针、头针、眼针、腹针、火针、皮内针、揿
针、浮针)、艾灸、刺络放血、拔罐、推拿、穴位注射,
以及特殊刺法(缪刺、半刺、齐刺、巨刺、毛刺、扬刺、
浮刺、围刺、透刺、太极刺、丛刺法、神经干刺法、悬
挂针 / 坠刺)等。 本文就近十年针灸治疗 HFS 的临

床研究文献予以整理、分析,以期为进一步开展临

床研究提供思路和参考。

1　 针刺疗法

1. 1　 针刺施治方法多样,患侧面部以浅刺、轻刺

激、少刺激为主　 目前临床关于 HFS 的针刺治疗方

法多样,主要包括常规针刺、耳针、头针、眼针、腹
针、火针、皮内针、揿针、浮针、刺络放血等。 在施治

过程中,患侧面部痉挛处以浅刺为主,针刺数量宜

少,手法宜轻。 唐作珍等[6] 采用养血息风针法治疗

HFS(面部取患侧阳白、颧髎、下关、地仓、颊车,上肢

取健侧外关、合谷,下肢取双侧足三里、三阴交),针
刺组较口服西药卡马西平组的治疗效果更显著,能
明显改善痉挛症状,且无不良反应。 刘丹萍[7] 报

道,调神疏肝针刺法(主穴:神庭、本神、太冲、合谷;
眼轮匝肌痉挛:攒竹、鱼腰、承泣、瞳子髎、翳风;面
颊、口角肌痉挛:阿是穴、颧髎、迎香、地仓、颊车、翳
风)较常规针刺,可显著改善痉挛强度、频率以及患

者精神心理状态,疗效显著优于常规针刺。 夏玮

等[8]报道腹针(主穴:中脘、下脘、气海、关元、上风

湿点、患侧阴都、百会、印堂)结合风池穴热敏灸可

减轻 HFS 患者面部敏感部位针刺治疗的紧张度,该
方法较常规针刺加 TDP 组相比优势明显。 秦懿囡

等[9]报道,眼口环刺法(主穴:患侧眼、口轮匝肌阿

是穴)结合闪罐(患侧阳白、太阳、承泣、四白)可改

善原发性 HFS 患者痉挛强度及频率,疗效肯定、安
全性高。 盘雪娇等[10]根据经络气血运行时间,在固

定时间点(辰时,胃经;申时,膀胱经)采用压豆联合

针刺治疗 HFS,临床效果优于任意时间耳穴压豆治

疗。 杨晓荣等[11]认为寒邪是本病的重要诱因,寒性

收引拘挛,血气遇寒则凝滞不通而生诸疾,筋失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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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则发病。 故采用毫火针(主穴:太阳、颊车、颧髎,
阿敏点 / 敏感点)治疗 HFS,以振奋阳气,驱除阴寒

之气,使气血流通。 结果表明,毫火针组痉挛症状

明显减轻,其总有效率优于常规针刺组。 何乐中

等[12]报道,针刺配合耳尖放血组与口服卡马西平组

治疗 HFS 的总有效率分别为 94. 3%和 65. 7%,提示

针刺结合耳尖放血可显著提高该病的治愈率。 浮

针疗法为使用针具在皮下扫散,具有改善局部血液

循环、促进患肌功能修复的作用,从而解除面肌痉

挛。 揿针为皮内针的一种,其特点以轻、浅为著。
高锋等[13]采用浮针联合揿针治疗 HFS,可明显改善

患者面肌痉挛的强度和频度, 治疗总有效率为

93. 8%。 马飞[14]报道,针刺结合揿针较常规针刺治

疗 HFS 安全、有效,揿针治疗组总有效率为 90. 5%。
吴限等[15] 报道,揿针联合常规针刺治疗 HFS 疗效

确切,并能改善临床症状,促进面部肌肉和神经功

能恢复。
考虑到在临床中 HFS 患者多有不同程度的焦

虑、抑郁、烦躁易怒等表现,患侧面部针刺的方法可

能会激发患者产生畏惧或精神紧张,进而影响治疗

效果,所以痉挛处是否针刺,针刺的深浅、刺激强度

等均存在一定争议。 杨军雄等[16] 主张避开病变部

位针刺,以针、罐、药同施,采用“三焦针法” (膻中、
中脘、气海和双侧血海、足三里、外关)以益气调血、
扶本培元;自制药物罐(自制舒筋活血液)以活血养

血、通络息风止痉。 治疗 3 个疗程后,治疗组的症

状评分优于常规针刺和拔罐组,有效提高了 HFS 患

者生活质量。 岳宝安[17] 认为,对于面肌痉挛的刺

激,宜少宜轻,痉挛处过强的刺激可能会使痉挛的

肌肉更加兴奋而加重疾病的进程,通过采用耳穴揿

针结合头针、体针,可起到祛风通络、宁心安神解痉

的功效,进而有效减少痉挛的频率和程度。 钟润

芬[18]以面部浅刺配合四关穴强刺激治疗原发性

HFS,取得了较好的疗效,且无不良反应发生。
1. 2　 特殊针刺法应用广泛　 在针灸治疗 HFS 的临

床研究报道中,多数文献基于古典刺法,采用特殊

针刺法进行施治,如缪刺、半刺、齐刺、巨刺、毛刺、
扬刺、浮刺、围刺、透刺、太极刺、丛刺法、悬挂针 / 坠
刺等。 此外,也有研究基于现代医学的神经解剖

学,采用神经干刺法进行研究。 巨刺为九刺之一。
缪刺、巨刺同属左病取右,右病取左,左右交叉取穴

的方法。 半刺为五刺之一,毛刺为九刺之一,扬刺、

浮刺为十二刺之一,四者同属浅刺法。 毛刺少针而

浅刺,扬刺多针而浅刺,浮刺与悬挂针 / 坠刺均为斜

针浅刺。 此外,围刺、太极刺、齐刺、丛刺法等均为

多针刺。 但笔者发现,无论使用何种刺法,在治疗

本病的过程中患侧面部多以毫针浅刺为主。
孟蕊[19]报道,缪刺法与传统针刺法对于治疗面

肌痉挛均有临床应用价值,具体体现于面肌痉挛频

率、强度的改善及复发率的下降;但采用缪刺法的

临床疗效优于传统针刺。 王洪国等[20]报道,巨刺透

穴(进针后,采用旋提旋插手法得气后,继续行针直

至针下出现阻力后停止)治疗 HFS 具有显著疗效,
对患者恢复面肌功能有较好的作用。 李哲等[21] 根

据痉挛分级不同,运用多法针刺健侧(主穴取患侧,
配穴取健侧),分别以体针(痉挛等级 1、2 级)、丛刺

法(3 级)、神经干刺法(4 级)进行辨证施治,收效较

好。 邓春艳等[22]报道,采用面部挂针(悬挂针)、埋
针结合针刺“四关穴”可快速、有效地提高 HFS 的治

愈率。 张冬雪[23]报道,半刺法结合头针能显著降低

HFS 患者的痉挛强度和频率,且优于常规针刺法。
李林俊[24]采用少阳透刺(头维透率谷)法治疗原发

性 HFS,发现少阳透刺组较卡马西平组的痉挛程度

明显减轻,且复发率低。 刘畅[25] 报道,与常规针刺

组比较,采用局部痉挛处围针浅刺治疗 HFS 疗效较

好,能有效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 孙钰等[26] 认为,
采用扬刺局部阿是穴和齐刺患侧翳风穴治疗,具有

取穴少、疗效佳、针对性强、易于操作等优点,临床

疗效显著优于常规针刺治疗。 杨绍华[27] 报道,患侧

毛刺与健侧交替针刺配合头针法优于常规针刺疗

法,且该方法改善痉挛强度及频度的速度相对

较快。
2　 艾　 　 灸

　 　 艾灸具有温通经络,补虚培本,行气活血,预防

保健的作用。 《本草从新》 认为艾叶能“回垂绝之

阳,通十二经,走三阴,理气血……以之灸火,能透

诸经而除百病”。 近年来,采用艾灸疗法治疗 HFS
的报道越来越多,包括热敏灸、温针灸、悬起灸、隔
物灸、麦粒灸等。 邵欣等[28] 报道,采用热敏灸(先

以回旋灸温热局部气血,继以雀啄灸加强敏化,循
经往返灸激发经气,再以温和灸发动感传、疏通经

络)治疗 HFS 疗效显著优于针刺治疗,可起到镇静

解痉、疏风理血之效,可增加病变软组织的血供,舒
筋活络、运行气血,并且治疗疗程越长,疗效优势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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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明显。 穆扬等[29]报道,治疗组采用养老穴温针灸

结合针刺夹脊穴,对照组采用常规针刺治疗的方

法,均可改善患者面肌痉挛症状,但治疗组疗效更

佳。 吴云等[30] 发现,艾灸联合针刺(阿是穴、攒竹、
四百、颧髎、地仓、风池、合谷、太冲)较口服卡马西

平治疗 HFS 疗效显著,可抑制面神经的异常兴奋,
降低异常冲动传导,加速面神经传导的恢复。 刘鹏

等[31]报道,运用悬灸法(地仓、颊车)结合毛刺治疗

HFS 刺激强度适宜、并发症少,具有较好的疗效。
郎娟[32]报道,耳灸(艾柱插入耳灸仪,戴在受试者

耳部)结合悬挂针(主穴:患侧面部翳风、颧髎、太
阳)的治疗方法在改善面肌痉挛的症状以及心理障

碍方面均优于常规针刺方法。 雷应成[33] 报道,隔姜

灸(阳白、四百、地仓、颊车、阿是穴)结合针刺组在

改善 Cohen 痉挛强度、中医症状评分的速度方面均

优于普通针刺治疗。
3　 综合疗法

3. 1　 针药结合　 针刺联合中药内服或外敷作为治

疗本病的有效疗法,被广泛应于临床中。 如火针联

合芍药甘草汤加减[34] ,清铃揿针结合芍药甘草

汤[35] ,皮内针联合甘草汤加减[36] ,针刺配合四逆四

物汤加减[37] ,针刺结合自拟活血柔肝、通络止痉中

药汤剂[38] ,针刺配合正面汤[39] ,均取得较好疗效。
笔者发现,在诸多药方的组成中,均以芍药、甘草为

主药。 HFS 发病与阴血虚少、虚风内动、筋脉失养

有关,治疗以治风、调肝为主,选用芍药、甘草为君

药进行辨证治疗,具有息风解痉、滋阴养血的功效,
结合针刺疏通经络、调和阴阳,可有效缓解患者临

床症状。 此外,成建平[40] 报道,针刺结合中药外敷

(小叶莲、狼毒、大黄、雪上一枝蒿碾碎成末,醋制成

药膏,敷于面部)治疗 HFS 也可以显著提高临床疗

效,减轻面部肌肉痉挛。
3. 2　 针罐联合　 郭霞等[41] 认为,本病病位虽在面

部,但其根本原因在于阴阳失调,在“善用针者,从
阴引阳,从阳引阴”理论的指导下,运用交通任督法

闪罐(先以任脉中脘至关元做闪罐,再沿督脉自大

椎至腰阳关做闪罐治疗)配合针刺治疗 HFS,以调

和阴阳脏腑、疏通经络气血,兼以扶正祛邪而止痉。
结果发现,总有效率治疗组为 91. 7%,优于常规针

刺组。 刘鹏等[42] 报道,相较于常规针刺,给予患侧

面部闪罐配合毛刺进行治疗,其临床疗效可显著

提高。

3. 3　 针灸结合推拿 　 朱荣光等[43] 报道,推拿结合

埋针治疗原发性 HFS 临床疗效显著,可改善面肌局

部及其周围的血液循环,增强局部肌肉、神经的营

养供给,同时降低神经兴奋性,使肌肉舒张,从而缓

解痉挛。 并且鼓励患者模仿医师作自我按摩也可

以增强疗效。 陈春梅[44]报道,与常规针刺配合艾条

悬灸治疗相比,采用热敏灸、太极刺(以腧穴为中

心,由内到外、再由外到内进行环形点刺)结合头颈

部推拿的三联法,能有效疏通经络,调和经络气血,
改善面部血液循环,明显降低面肌的敏感性,从而

减少痉挛发作次数,其总有效率为 96. 7%,并且痛

感小或几乎无痛感,利于患者依存性的维持以及临

床疗效的提升。 张灵虎[45]采用推拿纠正寰枢关节,
显著缓解了 HFS 患者面部肌肉痉挛症状。
3. 4　 局部穴位注射　 穴位注射也常被应用于 HFS
的临床治疗当中。 程娇等[46] 报道,针刺 (双侧合

谷、太冲、风池、翳风、攒竹及阿是穴) 联合维生素

B12 注射液穴位注射(取穴:神经点 1 定位于耳屏内

侧面,在外鼻穴与鼻眼净穴中间处;1
 

ml / 次,3 ~ 4
 

d
 

1 次),可起到营养、修复神经的作用,有效缓解痉挛

症状,疗效优于单纯针刺治疗。 王文彬等[47] 报道,
采用甲钴胺注射液穴位注射(近侧:风池、下关交

替,远侧:足三里、阳陵泉交替,0. 5
 

ml / 次,1 次 / d)
结合针刺(近侧:患侧翳风、风池、阳白、四白、颧髎、
地仓、颊车、下关;远侧:双侧外关、合谷、足三里、阳
陵泉、太冲)的疗法,可起到通经活络、调和气血、濡
润筋脉、恢复面部神经功能的作用,显著提高临床

疗效。 赵惠等[48] 报道,巨刺法(健侧攒竹、颧髎、太
阳及双侧风池、合谷、太冲) 联合甲钴胺穴位注射

(双侧翳风,0. 5
 

ml / 次,1 次 / d)与口服卡马西平治

疗 HFS 的总有效率分别为 92. 86%、68. 99%,巨刺

法联合穴位注射能够有效改善局部炎性反应和微

循环,减轻神经血管压力,进而缓解原发性 HFS 患

者临床症状,疗效明显优于口服卡马西平。
4　 小结与展望

　 　 针灸治疗 HFS 简便效廉、方法多样,疗效可观、
可靠。 通过本文的梳理,可以了解到其治疗选穴以

局部取穴为主;主要治疗方法包括针刺(耳针、头
针、眼针、腹针、火针、皮内针、浮针等)、艾灸,以及

针灸联合中药口服、中药外敷、刺络放血、拔罐、推
拿、穴位注射等复合治疗手段;在针刺治疗方法的

应用中,医者既基于古代“五刺” “九刺” “十二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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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指导,又结合现代医学的神经解剖学,采用半刺、
齐刺、巨刺、缪刺、毛刺、扬刺、浮刺、围刺、透刺、太
极刺、丛刺法以及神经干刺法等多种刺法;局部采

用毫针浅刺的施治措施,不仅可以减少患者的痛

感,使其有较好的治疗体验,而且能够缓解其精神

紧张、焦虑等,此外也有利于广大患者接受治疗的

依存性和疗效的维持。
就目前开展的 HFS 疗效评价研究来看,其主要

以解释性试验为主,重点关注针灸治疗 HFS 与常规

治疗是否有优势,针灸结合西药是否可增效,不同

刺灸方法之间是否存在差异等。 常选用阳性药物

(卡马西平)、常规针刺 / 推拿 / 艾灸为对照组,缺乏

空白对照组。 其主要疗效观察指标包括 HFS 强度、
频度,面部残疾指数评分,中医证候积分,总有效

率、远期随访疗效,以及不良事件等,研究结果均为

针灸治疗组更优。 但通过对各项研究进行分析发

现,大多数研究属于低质量文献,如盲法实施不清

楚,随机分配方案隐藏的实施不明确或缺乏等,因
而使得证据强度不足。 此外,未来对于 HFS 患者负

性情绪的针灸治疗效应可予以深入研究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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