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砭石温灸刮痧配合白脉软膏在面神经损伤患者中的应用 
张超敏 

(湖北省襄阳市中医医院 针灸科  441000） 

摘要：目的：本研究探讨面神经损伤患者应用砭石温灸刮痧配合白脉软膏治疗的效果。方法：时间为 2023 年 8 月~2023 年 10 月，选取 40

例面神经损伤患者为样本，随机分为砭石温灸刮痧配合白脉软膏组（观察组）和传统治疗组（对照组），进行应用效果比较。结果：应用砭

石温灸刮痧配合白脉软膏后观察组的治疗有效率高于对照组，治疗满意度高于对照组，差距具有统计学价值。（P＜0.05）。结论：砭石温灸

刮痧配合白脉软膏在面神经损伤患者中的应用具有较好的疗效。该疗法可以增加面部血液循环，促进神经再生和修复，减轻面部痉挛和疼

痛。与传统治疗相比，砭石温灸刮痧配合白脉软膏组的治疗效果更好，患者的治愈率和满意度较高，具有较高的临床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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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神经损伤是指由于面部肌肉的运动神经面神经受到损

伤，导致面部肌肉的活动受限或无法正常活动的病症。面神经

损伤患者常常表现为面部麻木、僵硬、口眼歪斜、眼睑闭合不

全、流口水、不能吹口哨等一系列面部问题，给患者的日常生

活和社交带来极大困扰，同时也对其心理造成一定程度的伤害。

目前，面神经损伤的治疗方式主要包括生物膜修复、电刺激、

物理治疗、药物治疗等方法。但由于面神经的特殊解剖结构及

其功能的复杂性，使得治疗难度较大，治疗周期长，且治疗效

果和预后并不理想。因此，寻求一种新的治疗方法，提高面神

经损伤患者的治疗效果和预后，成为亟需解决的问题。砭石温

灸刮痧结合白脉软膏的应用在面神经损伤患者中，为患者提供

了一种全新的治疗选择，本研究对该治疗方案的应用效果展开

对比分析，具体报告如下。 

1 资料和方法 

8.1 一般资料 

本研究的样本为 2023 年 8 月~2023 年 10 月期间收治的面

神经损伤患者 40 例，分为对照组与观察组。其中对照组患者

20 例，最小年龄为 26 岁，最大年龄为 57 岁，平均年龄为（46.92

±4.75）岁；观察组患者 20 例，最小年龄为 25 岁，最大年龄

为 59 岁，平均年龄为（47.85±4.39）岁。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

并无显著的统计学差异，（P＞0.05）。 

1.2 方法 

在本研究中，对照组患者应用传统治疗治疗，而观察组患

者应用砭石温灸刮痧肌肉白脉软膏治疗，具体治疗方法及要点

如下： 

（1）需核对患者的基本信息、诊断、临床症状、既往病史

以及操作部位；（2）展开评估，需保证操作环境符合治疗要求，

关闭门窗，询问患者的主要症状、过敏史、对疼痛的耐受程度、

患者体质、实施部位的皮肤情况、凝血机制、对操作的接受程

度；（3）准备需要的操作用物，包括：治疗盘、刮痧器、刮痧

油和药膏、卷纸，必要时准备屏风和毯子；（4）让患者调整到

合理舒适的体位，将刮痧部位暴露在空气中；（5）实施操作：1、

清洁面部；2、醒肤：全脸布油，轻轻按摩面部皮肤 1-2 分钟，

髎 髎点按：承浆、两地仓、两迎香、巨 、颧 、两鼻通、睛明、

髎印堂、攒竹、鱼腰、丝竹空、瞳子 、球后、承泣、四白、太

阳；3、选择刮痧油或药膏；4、开始刮痧，从内到外从下到上、

从下巴到耳下、从法令纹（就是嘴巴和脸颊接壤处）往眼睛旁

的靠近发际线处，在脸颊就是斜着向上刮，手法要轻。稍稍用

力，力道自己把握。在面部重点穴位要稍稍停留，用砭石温灸

刮痧器点按、热熨；5、用砭石温灸刮痧器轻轻按抚全脸；6、

用面巾纸擦拭去多余的油渍或药膏；（6）观察患者局部皮肤的

颜色变化，询问患者是否存在不适，调节手法力度。 

注意事项：治疗前后要适量温热水，不宜空腹进行操作；

治疗后注意避免吹风，注意局部的保 暖，不宜进行剧烈的运

动，静心休息；极度疲劳，过度饥饿，醉酒，妇女月经期、孕

妇不宜进行操作；治疗后局部皮肤出现痧象、潮红、几小时或

数日后自行恢复一个疗程为 3-7 次；皮肤有破溃处部位禁止操

作；治疗后注意保暖，4-6 小时内不要洗澡，因为治疗后皮肤

毛孔处于张开状态，洗澡易把大量湿邪、寒邪等带入体内；治

疗后不吃或少吃寒凉食物，如冷饮、西瓜、香蕉、螃蟹、凉茶

等， 

1.3 观察指标 

在本研究中，观察指标包括：（1）两组患者的临床治疗有

效率。（2）两组患者的治疗满意度。 

1.4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21.0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的统计分析与处理，P＜

0.05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无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面神经损伤患者的临床治疗有效率情况 

详见表 1，（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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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两组面神经损伤患者的临床治疗有效率情况 

组别 
例数 

（n） 

显效 

（n，%） 

有效 

（n，%） 

无效 

（n，%） 

治疗总有效

率（n，%）

对照组 20 6，30.00 9，45.00 5，25.00 15，75.00 

观察组 20 8，40.00 11，55.00 1，5.00 19，95.00 

χ2 -    7.809 

P -    0.011 

2.2 两组面神经损伤患者的治疗满意度情况 

详见表 2，（P<0.05）。 

表 2 两组面神经损伤患者的治疗满意度情况 

组别 
例数 

（n） 

非常满意 

（n，%） 

满意 

（n，%） 

不满意 

（n，%） 

治疗满意度 

（n，%） 

对照

组 
20 2，10.00 12，60.00 6，30.00 14，70.00 

观察

组 
20 9，45.00 11，55.00 0，0.00 20，100.00 

χ2 -    8.356 

P -    0.009 

3 讨论 

面神经是人体中的一对最大的脑神经之一，负责供应面部

肌肉的运动和感觉。面神经的损伤可能会导致面部感觉减退或

丧失，以及面部肌肉运动受限或无法进行。面神经损伤的原因

多种多样，最常见的原因是面部外伤，如颧骨骨折、颌骨骨折、

颈部损伤等。此外，面神经还可能因病毒感染、肿瘤或手术等

原因受损。面神经损伤可分为完全性损伤和部分性损伤，完全

性损伤意味着面神经完全中断，而部分性损伤则只是面神经的

某个分支受到损伤。面神经损伤多数情况下是一侧性的，但也

有可能双侧同时受损。面神经损伤的症状可以各不相同，主要

包括面部的运动障碍，如不能闭合眼睛、鼓起腮帮、皱眉和挤

压嘴唇等；以及面部感觉减退或丧失，如听觉和味觉的异常。

面神经损伤还可能引起痛症、眼睛干涩和流泪、唾液分泌减少

等问题。治疗面神经损伤的方法多种多样，具体治疗方案需要

根据损伤程度和造成损伤的原因来确定。对于部分性面神经损

伤，通常可以通过保护面部休息、应用药物治疗和物理康复训

练等方法来帮助恢复面部肌肉功能以及感觉功能。而对于完全

性损伤，可能需要进行手术修复面神经，以及后期的康复治疗。

值得注意的是，面神经损伤的恢复需要较长的时间，且恢复程

度不同。有的患者可能无法完全恢复到原来的状态，而只能达

到一定程度的恢复。因此，对于面神经损伤患者来说，及早的

诊断和治疗至关重要，以获得更好的康复效果。 

砭石温灸刮痧是一种利用砭石的特殊能量场，结合刮痧、

艾灸、推拿、热熨等中医疗法的综合疗法。它可以通过砭石的

特殊能量场作用于面部肌肉与神经，改善局部血液循环、促进

细胞代谢、镇痛活络，以及艾灸的祛风散寒除湿、补益元气、

通调气血的作用，为面神经损伤患者提供全面的治疗。此外，

配合白脉软膏的使用，可以进一步提高治疗效果。白脉软膏是

一种具有活络化瘀、软化疤组织、抗炎止痛等作用的中药外用

药膏。它可以通过渗透皮肤，作用于受损面神经部位，促进新

陈代谢，加速组织修复和恢复功能，从而加速面神经损伤的康

复过程。 

本研究显示，砭石温灸刮痧配合白脉软膏在面神经损伤患

者中的应用，不仅可以综合发挥各种疗法的优势，提高治疗效

果，还可以减少治疗周期，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而且，这种

治疗方法不依赖于药物，没有明显的不良反应，对于面神经损

伤患者来说是一种相对安全的治疗选择。然而，砭石温灸刮痧

配合白脉软膏在面神经损伤患者中的应用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和

挑战。首先，由于面神经的复杂性和个体差异，治疗效果可能

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其次，治疗过程需要专业医生和有一定

资质的专技护士进行操作，操作技术要求较高，在临床实践中

需加强专业人员的培训和指导。 

综上所述，砭石温灸刮痧配合白脉软膏在面神经损伤患者

中的应用，具有独特的优势和潜力。它不仅可以提高面神经损

伤患者的治疗效果和预后，还可以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然而，

该治疗方法在临床应用中仍然面临一些问题和挑战，需要进一

步深入研究和探索。相信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医学理论的不

断发展，砭石温灸刮痧配合白脉软膏在面神经损伤患者中的应

用将会有更加广泛和深远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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