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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国内学者对牵正散用来治疗风痰阻络型周围性面神经麻痹的药物的药理机制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结果表明：牵正散可以通过改善血管缺血性循环障碍、痉挛、炎性水肿、机体免疫功能和给神经提供营

养等多种途径来治疗风痰阻络的周围性面神经的麻痹和损伤。文章就牵正散治疗风痰阻络型周围性面神

经麻痹药理作用机制作此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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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domestic scholars have carried out a large number of studies on the pharmacolog-
ical mechanism of Qian Zheng San used to treat wind-phlegm-blocked peripheral facial par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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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ults show that Qian Zheng San can treat the paralysis and injury of wind-phlegm-blocked 
peripheral facial nerve by improving vascular ischemic circulation disorder, spasm, inflammatory 
edema, immune function of the body and providing nutrition for nerves and other ways. This article 
reviews the pharmacological mechanism of Qian Zheng San in the treatment of wind-phlegm- 
blocked collateral-collateral facial par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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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周围性面神经麻痹又称面瘫，是以面部表情肌群运动功能障碍为特征的一组疾病，该病发病急、进

展快，急性期得不到有效治疗，则会导致病程延长，加重面神经损伤症状，甚或遗留不同程度的功能障

碍[1]。中医认为周围性面神经麻痹属“口癖”、“吊线风”、“口眼歪斜”等范畴，多由脉络空虚、风

寒、风热之邪乘虚侵袭阳明、少阳经络所致，以致气血运行受阻、筋脉迟缓不收。目前西医治疗采用糖

皮质激素、B 族维生素等药物，但治疗过程中病情易反复，症状改善不明显[2]。牵正散为治疗中风口眼

歪斜的常用方剂，它出自《杨氏家藏方》，具有祛风化痰、通络止痉之效，在临床上治疗风痰阻络型[1]
周围性面神经麻痹取得较好的疗效，本文就其药理机制研究概述如下。 

2. 牵正散的配伍特点 

口癖，多由于饮食膏粱厚味，损伤脾胃，使得水湿失运，痰浊内蕴，造成脏腑功能失调，气机不畅，

气血运行受阻，风痰阻于头面，阳明经脉受损所致。足阳明之脉荣于面夹口环唇，风痰阻络，精髓受损，

筋肉失养，不用而缓；无邪之处气血运行通畅，相对而急，缓者为急者牵引，故见口眼歪斜[3]。牵正散

由白附子、僵蚕、净全蝎三味药组成。正如《金匮要略》所论：“贼邪不泻，或左或右，邪气反缓，正

气即急，正气引邪，歪癖不遂。”治宜祛风化痰止痉之法。方中白附子味辛性温有毒，主入阳明经，善

行头面，祛风化痰止痉，故以为君药。臣以白僵蚕、净全蝎，二者皆可熄风止痉，净全蝎长于通络，白

僵蚕并可化痰，共助君药祛风化痰止痉之力。用热酒调服，宜通血脉，以助药势，引药直达病所，以为

佐使[4]。白附之辛，可以驱风；蚕、蝎之咸，可以软痰；辛中有热，可以从风；蚕、蝎可以破结。如此

组方，药少力专效大，使风痰得解，经络得通畅。 

3. 牵正散治疗风痰阻络型面神经麻痹药理作用机制的研究新进展 

近年来对牵正散进行了大量的药理研究，具有改善神经血管炎性水肿、缺血缺氧、痉挛和机体免疫

功能等药理作用。 

3.1. 改善神经血管缺血、缺氧性循环障碍 

头面部受凉从而导致营养面神经的微血管痉挛，使得面神经血管缺血、缺氧循环能力降低，血液流

变学发生明显的异常。根据临床研究风痰阻于络脉，致使气血运行不畅，面部营脉亏虚，而牵正散能减

少急性周围神经麻痹患者血管缺血、缺氧的循环障碍，郭煜等研究显示[5]，通过提高面神经修复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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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噬细胞募集的功能，使得神经周围崩坏的髓鞘碎片以及神经残端能有效的清除，从而促进神经修复；

廖可欣等研究显示[6]，根据脑缺血再灌注损伤大鼠模型表明牵正散可以通过可 NMDA-MAPK 信号通路

发挥抗炎、抗凝等机制治疗血管损伤，从而改善面神经血管缺血、缺氧循环障碍。 

3.2. 改善神经、血管痉挛 

交感神经兴奋，或者儿茶酚胺分泌增多，导致血管持续出现痉挛，而面神经通路收到机械性刺激或

压迫，使面神经的异位兴奋或者伪触突传导致神经痉挛。朱虹等[4]研究表明，牵正散治疗风痰阻络型周

围性面神经麻痹时方中的全蝎，根据它蝎毒的不同成分，如蝎毒耐热肽、ANEP III、β-ScTx、毒素 γ、HsTx 
2 等可以通过调节神经细胞钙离子通道、钠离子通道、调控神经细胞 MAPK 信号通路和 PI3K/AKT/NF-κB
信号通路转导等机制降低交感神兴奋、减少儿茶酚胺的分泌，以缓解血管痉挛；通过对神经起到重要保

护作用，以减轻神经痉挛。 
丁涛等[7]研究表明，牵正散在治疗由风痰引起的面神经、血管痉挛时，能有效的改善由局部组织炎

症反应引起的血管痉挛，使得周围性面瘫患者的面部肌肤由螺旋型形态向微血管形态改善，排列逐渐整

齐，粒型减少，流态型增多，流速增大。 

3.3. 抑制面神经血管炎性水肿 

面神经血管炎性水肿是由于乳突内非特异性炎症，导致面神经水肿、脱髓鞘病变及轴突变性。如《灵

枢·经筋》云：“足之阳明，手之太阳筋急，则目口为噼。”风痰型面瘫一方面为机体正气不足，易受

风寒之邪的侵袭；另一方面痰性黏滞，易滞经络闭塞不通，不通则痛。牵正散中附子能扩张血管[8]，如

去甲乌药碱兴奋 β受体的同时阻断 a1 受体，从而达到降低血压、降低血管通透性和减少 VEC 损伤，使

得血流恢复正常，从而让减轻面神经水肿，抑制茎乳孔内面神经的非特异性炎症[9]。 

3.4. 提升机体免疫功能 

周围性面神经麻痹多由于机体免疫功能下降，或是长期处于精神紧张状态，同时受凉风刺激、病毒

感染和酒精中毒等都可能造成周围性面神经麻痹。《黄帝内经》中提到“正气存内，邪气不可干”，这

个正气就是机体抵抗病邪的免疫力。正气包括脏腑之气、经络之气及营卫之气等，共同驱除外邪和内邪，

维护身体健康。蒋学等[10]研究结果显示，牵正散在治疗风痰阻络型周围性面神经麻痹时，方中白僵蚕中

提取的白僵蚕多糖在正常 ICR (小白鼠)，通过对腹腔巨噬细胞吞噬功能、淋巴细胞转换和血清中溶血素

抗体的检测发现，出现了增强 ICR 腹腔巨噬细胞的吞噬活性、T 淋巴细胞的应答功能和促进致敏 ICR 的

淋巴细胞产生特异性抗体 IgM，从而促进了机体的防御能力、细胞免疫功能和体液免疫作用。白洁等[11]
研究结果显示，通过 MTT 检测，牵正散中的蝎毒素 BmK IA 通过对人 T 淋巴细胞系 Jurkat E6-1 细胞增

殖的影响，能有效的增强人体免疫系统。 

3.5. 营养神经 

面神经营养不足时，机体免疫力下降从而受到机体外部或者内部原因产生的周围性面神经麻痹。对

于风痰阻络型口癖，是由于风痰阻于机体络脉，经络气血运行不畅，使面部络脉空虚，从而不荣则痛，

产生口癖。研究表明[12]牵正散中从白僵蚕分离纯化得到的磷脂与鞘脂类化合物能通过刺激神经生长因子

(NGF)合成从而起到发挥神经营养性的效应。Kim HJ 等[13]研究结果显示，通过对白僵蚕分离纯化得到

的提取物作用于 ICR 星形胶质细胞，发现能有效的抑制脂质过氧化和保护抗氧化酶，从而达到对抗乙型

淀粉样蛋白诱导的细胞毒性。Koo BS 等[14]研究结果显示，僵蚕分离纯化得到的提取物，能通过对兴奋

性氨基酸诱导的神经毒性的对抗从而起到保护海马神经元、降低脑缺血及其他神经损害导致的神经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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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用，提示僵蚕可能对人脑有保护作用。 

4. 总结与展望 

综上所述，牵正散能够很好的治疗风痰阻络型面神经麻痹，其药理作用机制包括改善血管缺血性循

环障碍、痉挛、炎性水肿、机体免疫功能和神经营养具有较好的防治作用，相关研究结果不仅为中医药

治疗周围性面神经麻痹提供了广阔前景，也为临床治疗和选药提供了依据。 
中药复方作为传统医药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通过多环节，多通路，多靶点发挥防治面神经麻痹的

作用。现代药理研究表明，牵正散的单味药及其提取物、有效成分等都能有效的抑制影响面神经麻痹的

病因，其作用机制涉及抑制炎症、改善缺血、提高免疫、缓解痉挛，表明牵正散在治疗周围性面神经麻痹

有着很好的疗效。同时当前研究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如目前临床研究中医药治疗周围性面神经麻痹大都

局限在面神经受损方面，缺乏一定的创新性。因此需要进一步从蛋白质、基因水平深入探讨牵正散对风

痰阻络型面神经麻痹的作用机制，追踪其活性，为临床药物制剂治疗周围性面瘫将提供确凿的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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