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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频电刺激应用于治疗面神经炎的临床疗效综合观察 

王芳 

（合川区中医院  重庆  401520） 

【摘  要】目的：探讨低频电刺激应用于治疗面神经炎的临床疗效。方法：选择2020年1月-2022年12月我院收治的面神经炎患者50

例为研究对象，依据随机抽签法将其分为两组，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各25例。对照组予以阿昔洛韦治疗，观察组在对

照组的基础上予以低频电刺激治疗。比较两组治疗疗效，一般健康状况及精力水平的改善情况。结果：观察组治疗总有

效率为96.00%，高于对照组的76.00%（P＜0.05）。治疗前，两组各项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

观察组一般健康状况、精力水平均高于对照组（P＜0.05）。结论：低频电刺激用于治疗面神经炎患者的疗效显著，提升

患者一般健康状况及精力水平，利于病症恢复，值得推广。 

【关键词】低频电刺激；面神经炎；一般健康状况；精力水平 

Clinical effect of low frequency electrical stimulation in the treatment of facial neuritis 

Wang fang 

（Hechuan District Hospit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Chongqing 401520） 

[Abstract] Objective：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low-frequency electrical stimulation in the treatment of facial neuritis. Methods：

50 patients with facial neuritis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20 to December 2022，were selected as research 

subjects，and they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control group and observation group，25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acyclovir，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received low-frequency electrical stimulation on the basis of the control 

group. Compare the treatment efficacy，general health status and energy level improvement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The overall response rat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96.00%，which was higher than 76.00% in the control group（P <0.05）. 

Before treatment，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P> 0.05）；after treatment，the general health status 

and energy level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P <0.05）. Conclusion：Low-frequency 

electrical stimulation is significantly used in the treatment of facial neuritis patients，and improves the general health status and 

energy level of patients，which is conducive to the recovery of the disease，and is worth promo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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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神经炎是一种常见且多发病，可全年发病，尤其在冬

季、春季发病率较高。该病不会危及患者生命安全，但是治

疗不当可遗留后遗症，出现不同程度的面部神经功能障碍，

给患者带来心理负担，甚至影响到日常生活。因此，在临床

上采取一种积极有效的治疗措施就显得尤为关键[1-2]。本研究

选择 2020 年 1 月-2022 年 12 月我院收治的面神经炎患者 50

例为研究对象，探讨低频电刺激应用于治疗面神经炎的临床

疗效。现报道如下： 

1.1 一般资料 

选择 2020 年 1 月-2022 年 12 月我院收治的面神经炎患

者 50 例为研究对象，依据随机抽签法将其分为两组，对照

组和观察组，每组各 25 例。对照组男 15 例，女 10 例，年

龄 35-70 岁，平均年龄（52.05±5.39）岁。观察组男 16 例，

女 9 例，年龄 34-70 岁，平均年龄（52.09±5.43）岁。两组

基线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诊断标准：西医诊断标准：（1）患者发病之前受风着凉或者

是病毒感染史；（2）具有发病突然，表现为口眼歪斜、面部

一侧表情肌活动受到限制、口角歪斜、刷牙漏水等。中医诊

断标准：（1）具有起病紧急的特点，患侧鼻唇沟变浅，口角

低向健侧牵引；（2）患侧眼睑不能闭合，眼裂大，流泪，额

纹消失，不能皱眉。纳入标准：（1）患者经过检查符合中西

医相关诊断标准；（2）纳入患者年龄在 34-70 岁之间；（3）

患者具备正常意识，可全程配合医护人员工作；（4）患者临

床资料完善者。排除标准：（1）排除过敏体质者；（2）由脑

血管疾病、外伤等引起的面神经炎者；（3）患者合并肝肾等

重要组织器官异常者；（4）存在认知、行为以及语言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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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常者；（5）患者拒绝参与本次研究或者中途自行退出者。 

1.2 方法 

对照组：阿昔洛韦治疗。阿昔洛韦[国药准字 H20043811，

浙江亚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规格：0.25g。用法用量：一

次剂量 5-10 毫克/千克，静脉滴注，隔八小时滴注一次，每

次滴注应一小时以上。 

观察组：低频电刺激治疗。嘱咐患者采取仰卧体位，选

择阳白、印堂、四白、迎香、地仓、颊车等穴位，上述穴位

常规消毒，针灸相应穴位，连接脉冲电疗仪（长城牌

KWD-808I 型），连接低频电，脉冲直流电选择疏波，对电

流输出进行调节至“0”位，将电源接通，坚持由小到大的

基本原则，对输出电流进行调节，患者感知面部发热、肌肉

规律收缩即可，每次治疗半小时，每天一次。 

1.3 观察指标 

（1）比较两组治疗疗效。分为：显效（治疗后，患者

相关病症完全改善，面部肌肉收缩正常）、有效（治疗后，

患者相关病症大部分改善，面部肌肉收缩基本恢复正常）和

无效（治疗后，患者相关病症未见改善，面部肌肉收缩异常）

3 个版块，总有效率=（显效+有效）/总例数×100%。 

（2）比较两组一般健康状况及精力水平改善情况。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18.0 软件处理，计数资料行χ2 检验，采用 n

（%）表示，计量资料行 t 检验，采用（ sx  ）表示，P<0.05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 比较两组治疗疗效 

观察组治疗总有效率为 96.00%，高于对照组的 76.00%

（P＜0.05），见表 1。 

表 1  两组治疗疗效比较[（例）%]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观察组 25 15（60.00） 9（36.00） 1（4.00） 24（96.00） 

对照组 25 6（24.00） 13（52.00） 6（24.00） 19（76.00） 

X2     5.095 

P     0.005 

2.2 比较两组一般健康状况及精力水平改善情况 

治疗前，两组各项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治疗后，观察组一般健康状况、精力水平均高于对

照组（P＜0.05），见表 2。 

表 2  两组一般健康状况及精力水平改善情况比较（ sx  ，分） 

一般健康状况 精力水平 
组别 例数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观察组 25 37.58±8.11 71.39±9.10 41.49±8.14 55.98±8.90 

对照组 25 37.55±8.19 65.43±9.28 41.52±8.10 48.80±8.84 

t  0.013 2.293 0.013 2.862 

p  0.990 0.026 0.990 0.006 

3.讨论 

多数患者出现面神经炎和营养血管异常，使得神经组织

缺血、水肿，或者是因为病毒、细菌感染，造成轴突的髓鞘

异常变化，如肿胀、疼痛等，随着病情进展会出现不同程度

的轴突变性[3-4]。相关研究指出，患者出现面神经炎的发病机

制和血运障碍、环境因素以及感染因素等有关。（1）血运障

碍：随着近年来的研究表明，外伤、中毒、高血压以及糖尿

病等均能引起面部血液循环障碍，若是不及时干预可导致患

者出现血管运动神经反射性血管收缩，促使局部缺血，组织

水肿，对面部神经造成压迫。面神经会因为血液循环障碍而

出现水肿，而水肿会压迫血管，促使缺血情况严重，形成恶

性循环[5-6]。（2）环境因素：随着调查结果显示，有将一半以

上的患者在发病前受过冷风、冷水等刺激，当局部血管受到

风寒压迫从而出现痉挛，使得神经组织缺血、水肿，受压而

致病，该病在季节交替时，发病率相对较高，特别是冬春两

季，温度偏低若是不注意防寒保暖，外邪很容易侵入人体引

发此病出现。（3）感染因素：近年来的研究发现表明：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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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面神经炎主要是由病毒感染所致，Hunt 综合征的面神经

瘆炎是由带状疱 病毒所致大家早己众所周知。此外，还和风

疹病毒、腮腺炎病毒、麻疹病毒感染等有关。早期对于该病

以激素、抗病毒、抗感染等常规治疗方式为主，但整体效果

一般。随着近年来中医学不断完善和进步，低频电刺激治疗

被渐渐应用在临床上，且获得良好的应用效果。 

本研究显示，观察组治疗总有效率为 96.00%，高于对

照组的 76.00%（P＜0.05）。在本次研究结果可以看出选择

低频电刺激用于治疗面神经炎患者有助于提高治疗有效率，

低频电刺激可以直接作用在面部瘫痪肌肉，使得产生被动运

动，提高肌纤维收缩能力，给神经纤维再生创造良好的再生

以及恢复条件，有规律的收缩利于面肌功能的恢复，进而避

免面神经的进一步受损。此外该治疗借助电针刺激血液的流

量，进而起到一定良性循环，降低血管紧张度，提高血管通

透性，起到疏通经络、调和气血、平衡阴阳的作用，使得炎

性产物得到有效的清除以及渗出液吸收，加速消除水肿，进

而达到满意的治疗效果[7-8]。 

治疗前，两组各项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治疗后，观察组一般健康状况、精力水平均高于对

照组（P＜0.05）。由此低频电刺激利于改善一般健康状况及

精力水平，低频电刺激是一种物理治疗方式，在患者皮肤上

贴上电极，借助低频脉冲电流刺激神经纤维，对面部瘫痪肌

肉产生直接作用，使其产生被动运动，强化肌纤维收缩能力，

起到神经纤维再生能力，逐渐恢复规律收缩，防止面部神经

再次出现异常。同时，在低频电刺激能够恢复局部血液循环，

促通血管，恢复血流速度[9-10]。 

综上所述，低频电刺激用于治疗面神经炎患者的疗效显

著，提升患者一般健康状况及精力水平，利于病症恢复，值

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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