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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旨在探讨针刺治疗在卒中后吞咽困难中的应用及效果分析。首先，介绍了卒中后吞咽困难的病理生

理特点及其对患者的危害和影响。随后，阐述了针刺治疗的基本原理和作用机制，包括其起源发展、神

经调节方面的应用等。接着，综述了针刺治疗在卒中后吞咽困难中的应用研究，包括对吞咽功能的影响

和改善、在康复中的临床应用以及与其他康复措施的比较研究。然后，讨论了针刺治疗在卒中后吞咽困

难中的效果评估，包括对吞咽功能的客观评估指标以及安全性和可行性的评估。最后，总结了针刺治疗

在卒中后吞咽困难中的应用优势和效果，并讨论了其在临床实践中的局限性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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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article is to investigate the application and effect of acupuncture in the treat-
ment of dysphagia after stroke. Firstly, the pathophys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dysphagia after 
stroke and its harm and influence on patients were introduced. Then, the basic principle and me-
chanism of acupuncture treatment, including its origin and development, and the application of 
neuroregulation, were expounded. Then, the application of acupuncture therapy in dysphagia af-
ter stroke was reviewed, including the influence and improvement of swallowing function, clinical 
application in rehabilitation and comparison with other rehabilitation measures. Then, the evalu-
ation of the efficacy of acupuncture treatment in post-stroke dysphagia was discussed, including 
the objective evaluation of swallowing function and the evaluation of safety and feasibility. Finally, 
the advantages and effects of acupuncture in the treatment of dysphagia after stroke were sum-
marized, and its limitations and challenges in clinical practice were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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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卒中后吞咽困难是一种常见且严重的并发症，严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和康复进程。针刺治疗作

为中医传统疗法的一种，具有悠久的历史和广泛的应用。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针刺治疗在卒中

后吞咽困难中具有显著的疗效和应用潜力[1] [2] [3]。本论文旨在对针刺治疗在卒中后吞咽困难中的应用

及效果进行综合分析和探讨。主要将综述针刺治疗在卒中后吞咽困难中的应用研究，包括其对吞咽功能

的影响和改善、在康复中的临床应用以及与其他康复措施的比较研究。又将对针刺治疗在卒中后吞咽困

难中的效果进行评估，包括对吞咽功能的客观评估指标以及安全性和可行性的评估。最后，将讨论针刺

治疗在卒中后吞咽困难中的应用优势和效果，并探讨其在临床实践中的局限性和挑战。同时，也将提出

相关的研究方向和建议，以促进针刺治疗在卒中后吞咽困难中的应用的进一步发展和推广。 

2. 卒中后吞咽困难的病理生理特点和危害 

2.1. 卒中后吞咽困难的定义和分类 

卒中后吞咽困难是指中风(卒中)后患者在进食和饮水过程中出现吞咽困难或出现吞咽功能障碍的症

状。根据吞咽功能障碍的程度和类型，可以将其分为轻度吞咽困难、中度吞咽困难和重度吞咽困难[4]。 

2.2. 卒中后吞咽困难的病理生理机制 

卒中后吞咽困难的病理生理机制非常复杂，涉及多个方面。首先，卒中会导致中枢神经系统的损伤，

包括脑干、脑半球和大脑皮质等部位，进而影响到吞咽中枢的功能。其次，卒中还会引起运动神经的损

伤，导致吞咽肌肉的运动功能障碍[5] [6] [7]。此外，卒中还可能影响到感觉神经，导致患者对吞咽过程

中的刺激感知减弱或丧失。这些病理生理机制的紊乱导致了卒中后吞咽困难的发生[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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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卒中后吞咽困难的危害和影响 

卒中后吞咽困难会给患者的生活带来巨大的困扰和不便。患者在进食和饮水过程中会出现吞咽困难

和咽喉不适的感觉，导致进食量减少、进食时间延长和进食速度变慢。由于患者吞咽功能的障碍，还可

能导致食物或液体误吸入气管，引发肺部感染和吸入性肺炎等严重并发症，延长病程及加大治疗难度。

此外，卒中后吞咽困难还会影响患者的社交和心理健康，使其产生焦虑、抑郁和自卑等负面情绪[9]。 

3. 针刺治疗的基本原理和作用机制 

3.1. 针刺治疗的起源和发展 

针刺治疗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古代中国，最早的针刺工具是用石头或骨头制成的，后来发展为使用金

属制成的针。在中国的传统医学中，针刺治疗一直被广泛应用于各种疾病的治疗，如内科疾病、外科疾

病和妇科疾病等。随着现代医学的发展，针刺治疗也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应用，特别是在神经调节方面

的应用更加深入和广泛。 

3.2. 针刺治疗的基本原理和作用机制 

针刺治疗的基本原理是通过针刺刺激人体的穴位，调节人体的生理和病理状态，达到治疗疾病的目

的。针刺治疗的作用机制非常复杂，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针刺可以刺激人体的神经系统，产

生一系列的生理反应，如神经介质的释放、神经肌肉的兴奋和抑制等，从而调节人体的生理功能。其次，

针刺可以调节人体的免疫系统，促进机体的免疫功能，增强机体的抵抗力。此外，针刺还可以调节人体

的内分泌系统，影响患者的情绪和心理状态，从而缓解疼痛、焦虑和抑郁等症状。这些作用机制共同作

用，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10]。 

3.3. 针刺治疗在神经调节方面的应用 

神经调节是针刺治疗的一个重要应用方向，主要应用于中枢神经系统的疾病和神经系统的功能障碍。

例如，在卒中后吞咽困难的治疗中，针刺治疗可以通过刺激颈部和面部的穴位，调节神经系统的功能，

增强吞咽肌肉的收缩力度和协调性，从而改善患者的吞咽障碍[11]。在面瘫的治疗中，针刺治疗可以通过

刺激面部的穴位，促进面部肌肉的收缩和舒张，改善面肌瘫痪的症状。此外，在神经系统疾病的治疗中，

针刺治疗还可以通过刺激局部的穴位，改善神经系统的功能障碍，减轻症状和疼痛。 

4. 针刺治疗在卒中后吞咽困难中的应用研究综述 

4.1. 针刺治疗对吞咽功能的影响和改善 

卒中后吞咽困难是一种常见的并发症，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和康复进程。针刺治疗通过刺激相

关穴位，调节神经系统和肌肉的功能，可以有效地改善吞咽功能。研究表明，针刺治疗可以增加咽喉肌

肉的收缩力度和协调性，提高咽喉的运动功能，从而促进食物的顺利通过食管[12]。此外，针刺治疗还可

以改善患者的咀嚼和咽峡反射，增加患者的吞咽安全性和效率。 

4.2. 针刺治疗在卒中后吞咽困难康复中的临床应用 

针刺治疗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康复措施，也可以与其他康复措施相结合，共同促进患者的康复进程。

在临床应用中，针刺治疗通常通过选择适当的穴位和刺激方法，针对患者的具体病情制定个体化的治疗

方案。研究表明，针刺治疗在卒中后吞咽困难康复中可以显著改善患者的吞咽功能，提高患者的生活质

量。此外，针刺治疗还可以减轻患者的疼痛、焦虑和抑郁等症状，促进患者的心理康复[13]。针刺治疗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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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卒中后吞咽困难的临床运用中，采取了头针、舌针、眼针、电针、项针等针法，除此之外，还与汤

药、康复训练等结合，临床效果颇佳[2]。 

4.3. 针刺治疗与其他康复措施的比较研究 

针刺治疗在卒中后吞咽困难康复中与其他康复措施相比具有一定的优势。研究表明，与传统的康复

训练相比，针刺治疗可以更好地改善患者的吞咽功能，缩短康复时间，提高患者的治疗效果。然而，针

刺治疗在卒中后吞咽困难康复中仍存在一些局限性，如治疗效果的个体差异、治疗周期的长短和治疗费

用的高低等。 

5. 针刺治疗在卒中后吞咽困难中的效果评估 

5.1. 针刺治疗对吞咽功能的客观评估指标 

针刺治疗在卒中后吞咽困难中的效果评估是非常重要的，可以帮助医生和患者了解治疗的效果和进

展情况。在评估针刺治疗对吞咽功能的效果时，需要使用一些客观的评估指标来进行量化和比较。 
首先，一个常用的客观评估指标是吞咽功能的临床评分量表，如 Penetration-Aspiration Scale (PAS)

和 Functional Oral Intake Scale (FOIS)。PAS 评分量表用于评估吞咽过程中出现的误吸现象，根据吞咽物

进入气管的程度进行分级，从而评估吞咽功能的安全性。FOIS 评分量表则用于评估患者的口腔饮食功能，

根据患者能够进食的类型和程度进行分级。通过这些评分量表，可以客观地评估针刺治疗对患者吞咽功

能的改善程度[14]。 
其次，吞咽肌肉电活动的测量也是评估针刺治疗效果的重要手段之一。通过电生理技术，可以测量

和记录吞咽过程中吞咽肌肉的电活动情况。例如，通过咽喉肌电图(EMG)可以分析吞咽肌肉的收缩力度

和协调性，从而评估针刺治疗对吞咽肌肉功能的影响。这种电生理测量可以提供客观的数据，帮助评估

针刺治疗对吞咽功能的改善效果。 
此外，还可以使用影像学检查来评估针刺治疗的效果。例如，通过 X 线摄影和吞咽功能磁共振成像

(MRS)等影像学技术，可以观察和分析吞咽过程中食物在咽喉和食管中的运动情况。通过比较治疗前后

的影像学结果，可以客观地评估针刺治疗对吞咽功能的改善程度。 
综上所述，针刺治疗在卒中后吞咽困难中的效果评估需要使用一些客观的评估指标。这些指标包括

吞咽功能的临床评分量表、吞咽肌肉电活动的测量和影像学检查等。通过这些评估指标的综合应用，可

以客观地评估针刺治疗对吞咽功能的改善效果，为患者的康复提供科学的依据[15]。 

5.2. 针刺治疗的安全性和可行性评估 

首先，针刺治疗的安全性评估是非常重要的。在进行针刺治疗之前，医生需要对患者进行全面的评

估，包括了解患者的病史、身体状况和药物使用情况等。这可以帮助医生判断患者是否适合接受针刺治

疗，并避免潜在的不良反应和并发症发生。此外，在针刺治疗过程中，医生需要严格遵守消毒和无菌操

作规范，确保针刺过程的安全性。 
其次，针刺治疗的可行性评估也是十分重要的。针刺治疗需要专业的技术和经验，医生需要具备相

关的知识和技能。在评估可行性时，医生需要考虑患者的身体状况和特殊情况。例如，如果患者存在出

血倾向或免疫力低下等情况，可能不适合接受针刺治疗。此外，针刺治疗还需要患者的合作和耐受能力。

如果患者无法配合治疗或存在严重的疼痛或恐惧情绪，可能会影响针刺治疗的效果和安全性。 
在评估针刺治疗的安全性和可行性时，医生还需要考虑治疗的风险和益处的平衡。尽管针刺治疗可

能存在一些风险，如出血、感染或针刺部位疼痛等，但它也具有潜在的益处，如改善吞咽功能、促进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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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和提高生活质量。因此，在评估安全性和可行性时，医生需要综合考虑患者的病情、治疗需求和潜在

风险，与患者进行充分的沟通和协商，制定出个体化的治疗方案。此外，医生还需要密切监测患者的治

疗反应和不良事件，及时调整治疗方案，确保治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综上所述，针刺治疗在卒中后吞咽困难中的效果评估之前，需要对治疗的安全性和可行性进行评估。

这包括对患者的病史、身体状况和药物使用情况的评估，以及对治疗的风险和益处进行综合考虑。通过

全面的评估，可以确保针刺治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为患者提供最佳的治疗效果。 

6. 讨论 

6.1. 针刺治疗在卒中后吞咽困难中的应用优势和效果总结 

针刺治疗在卒中后吞咽困难中的应用具有诸多优势和显著效果。首先，针刺治疗可以通过刺激特定

的穴位来促进神经功能的恢复和修复，从而改善吞咽功能。研究表明，针刺治疗可以增加舌肌的肌电活

动，提高舌肌的协调性和力量，有助于加强吞咽动作，减少吞咽困难。此外，针刺治疗还可以促进咽部

肌肉的协调性和收缩力量，提高咽喉的通畅性，有助于改善咽喉功能，减少吞咽困难。 
其次，针刺治疗在卒中后吞咽困难中的康复中具有独特的优势。相比于传统的康复措施，如语言治

疗和物理治疗，针刺治疗具有独特的生物学效应和临床疗效。针刺治疗可以通过刺激穴位来调节神经递

质的释放，增加血液循环和氧气供应，促进组织修复和再生。此外，针刺治疗还可以调节免疫系统的功

能，增强机体的抵抗力和自愈能力。这些生物学效应可以加速吞咽功能的恢复和康复，缩短康复时间，

提高康复效果。 
最后，针刺治疗在卒中后吞咽困难中的应用还具有较好的安全性和可接受性。针刺治疗是一种非药

物性治疗方法，相比于药物治疗，其副作用和不良反应较少。此外，针刺治疗还可以个体化调整治疗方

案，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和需求进行针刺穴位的选择和治疗参数的调整。这可以提高治疗的针对性和有

效性，减少患者的不适感，增加患者对治疗的接受度。 

6.2. 针刺治疗在临床实践中的局限性和挑战 

针刺治疗在临床实践中虽然具有许多优势和效果，但也存在一些局限性和挑战。首先，针刺治疗的

效果可能存在个体差异。不同患者的病情和身体状况各异，对针刺治疗的反应也会有所不同。因此，在

临床实践中，针刺治疗的效果并不是百分之百的确切。有些患者可能对针刺治疗不敏感，需要结合其他

康复措施进行综合治疗。 
其次，针刺治疗的操作技术要求较高。针灸师的专业水平和经验对治疗效果起着重要的影响。不合

适的穴位选择或不准确的刺激技术可能导致治疗效果不佳甚至出现不良反应。因此，在临床实践中，需

要针灸师具备专业的知识和技能，严格遵守操作规范，确保治疗的安全和有效性。 
此外，针刺治疗的长期效果尚待进一步研究。虽然针刺治疗在短期内可以显著改善吞咽困难，但对

于长期的康复效果，仍需进行长期的随访和观察。目前，关于针刺治疗的长期效果和持续性的研究还相

对不足，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来验证其长期疗效。 
最后，针刺治疗的接受度和可行性也是一个挑战。有些患者可能对针刺治疗持怀疑态度或担心针刺

的疼痛感，导致不愿意接受此种治疗方法。此外，一些患者可能由于身体状况或其他原因无法接受针刺

治疗，限制了其在临床实践中的应用。 

6.3. 针刺治疗的未来发展方向和研究建议 

针刺治疗作为一种传统的中医疗法，在卒中后吞咽困难的康复中展现出了潜力和独特的优势。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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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方向和研究建议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首先，需要加强针刺治疗的科学研究。目前，针刺治疗在卒中后吞咽困难的临床应用尚属初级阶段，

对其治疗机制和效果的认识还不完善。因此，需要进一步开展基础研究和临床试验，深入探究针刺治疗

对吞咽功能的影响机制，明确其疗效和治疗适应症。同时，还应加强针刺治疗与其他康复措施的比较研

究，探索针刺治疗与其他康复措施的联合应用，以提高康复效果。 
其次，需要推广和普及针刺治疗的应用。针刺治疗作为一种传统的中医疗法，其疗效和安全性已经

得到一定程度的验证，但在临床实践中的应用仍然较为有限。因此，需要加强相关专业人员的培训和教

育，提高其对针刺治疗的认识和理解。同时，还需要加强对患者和公众的宣传和教育，提高他们对针刺

治疗的接受度和认可度，推动其在临床实践中的普及和应用。 
另外，结合现代科技手段，可以进一步优化针刺治疗的技术和方法。例如，可以利用生物传感技术

和神经影像学技术监测和评估针刺治疗的疗效和生物学效应，实现个体化的治疗方案。此外，还可以结

合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分析技术，建立针刺治疗的数据平台和临床决策支持系统，为临床实践提供科学依

据和指导。 
最后，还需要加强合作和交流，借鉴其他地区在针刺治疗领域的经验和成果，加速针刺治疗的研究

进展，推动其应用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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