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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健康教育对针灸闪罐治疗周围性面瘫的影响研究 

李贵杨，方丽波，杨 丽* 

云南中医药大学  云南昆明 

【摘要】目的 分析针灸闪罐治疗周围性面瘫患者的过程中应用护理健康教育的影响。方法 患者均从接受针

灸闪罐治疗的周围性面瘫中抽取，开展时间为 2023 年 4 月，结束时间为 2024 年 4 月，从中选取 70 例确诊且资

料完整的患者，并采用“双盲选”法进行分组，两个小组各获得 35 例，一组是参照组使用常规护理，另一组是

研究组使用护理健康教育，记录结果并比较。结果 对两组护理后患者的康复时间进行统计，发现研究组的各项

时间均短于参照组；临床总有效率比较研究组明显高于参照组，差异显著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使用

护理健康教育对针灸闪罐治疗周围性面瘫患者进行干预，能够有效地缩短康复时间，提高临床整体效果，在临床

中具有较高的推广和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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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influence of nursing health education on acupuncture and moxibustion flash pot treatment of 

peripheral facial par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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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effect of nursing health education in the treatment of patients with peripheral 
facial paralysis by acupuncture and moxibustion. Methods All patients were selected from peripheral facial palsy who 
received acupuncture and moxibustion flash pot treatment. The implementation time was April 2023 and the end time was 
April 2024. 70 patients with confirmed and complete data were selected and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by "double blind 
selection" method. 35 cases were obtained in each group. The other was a study group that used nursing health education, 
recorded the results and compared them. Results The recovery time of the two groups after nursing was statistically analyzed, 
and it was found that the time of the study group was shorter than that of the reference group. The total clinical effective rate 
of the study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reference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Conclusion The use of nursing health education in the treatment of patients with peripheral facial palsy can 
effectively shorten the rehabilitation time, improve the overall clinical effect, and have high promotion and application value 
in clin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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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面瘫是临床中常见的疾病，该病主要表现为患者

口眼歪斜，许多患者往往在晨起洗漱后突然发现嘴角

歪斜、一侧面颊动作灵活度下降；还有少部分患者的耳

后乳突部分存在酸痛表现，或患侧伴有头部肿胀和疼

痛。周围性面瘫的发生和发展十分迅速，通常情况下，

病情发展到高峰仅需要 3d 至 5d，此次患者的面部表情

肌出现瘫痪现象，严重的情况下全部瘫痪[1]。周围性面

瘫最佳治疗时间较短，需要临床中及时采取有效措施

进行治疗，若延误就会导致患者出现后遗症。近年来中

医治疗方法在临床中的应用愈加广泛，针对面瘫的治

疗常采用针灸闪罐等方法，然而由于患者存在一定的

差异性，以及临床护理方法的区别，往往导致康复效果

存在区别[2]。所以，临床中应对有效且能够促进患者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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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的方法进行探讨。 
1 资料与方法 
一般资料 
2023 年 4 月-2024 年 4 月期间接受针灸闪罐治疗

的周围性面瘫中选取资料完整且愿意配合研究的 70例
进行分析，随机分为研究组、参照组两个小组，研究组

中男性和女性分别有 13 例、22 例，年龄最低值 16 岁，

最高 61 岁，平均（42.69±3.68）岁。参照组中男性和

女性分别有 14 例、21 例，患者年龄最低值 15 岁，最

高 61 岁，平均（43.02±3.71）岁。基线资料对比无区

域，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研究中具有可比

性。 
方法 
参照组患者确定后对其治疗期间采用常规护理方

法，护理人员对患者的年龄层次进行分析，依据实际情

况采用简单易懂的语言将疾病相关知识告知患者，让

患者了解该病发生的原因，并说明发病的整体过程，告

知患者恢复的大概时间，从而让患者做好充足的心理

准备，护理期间护理人员对患者的面部进行保暖护理，

保持干净卫生。 
研究组患者确定后对其进行治疗期间采用护理健

康教育模式，具体方法和流程如下： 
（1）心理护理：护理人员积极主动与患者沟通，

在此期间对患者的心理状态进行分析，依据分析结果

使用相应的沟通和交流方法。首先护理人员应该给予

患者一定的鼓励，使其能够积极地配合临床治疗和护

理，从而提高治疗的信心，减少恐惧心理。另外护理人

员整理疾病相关知识，尤其是发生的原因、过程和具体

治疗方法，将其采用简单的语言告知患者，从而让患者

对疾病有一定的认知，使其情绪状态得到缓解，积极主

动地接受治疗[3]。其次，给予患者针对性地疏导，从而

为患者的康复提供帮助。护理人员对患者的个体差异

进行详细的分析，以此为基础合理地选择语言表达方

式进行患者的疏导，从而消除患者的顾虑，提高治疗的

信心。最后，对患者进行家庭康复相关知识的健康教育，

并指导患者学习自护知识，在护理期间护理人员应了

解患者对相关知识的掌握情况，依据相关程度，进行针

对性的辅导，详细地观察患者的面部表情肌，记录其活

动程度，采用针对性的治疗方法并鼓励患者积极接受

治疗。 
（2）面部和眼部护理：护理人员应指导患者进行

面部肌肉的被动和主动训练，并积极预防眼部感染的

情况，整理注意事项后进行健康教育的开展，首先告知

患者做好保暖措施，出门应佩戴墨镜或眼镜，避免外界

灰尘进行眼睛，导致感染情况发生，同时护理人员可指

导患者进行眼药水的合理应用，告知患者依据天气情

况进行适当的穿衣，外出时佩戴口罩，加强面部的保护，

避免有冷风直吹面部。其次，将正确的面部按摩和热敷

方法告知患者，使其能够定期进行按摩和热敷，促进患

侧面肌的恢复。 
（3）饮食方面的健康教育：护理人员依据患者的

饮食偏好合理地制定饮食方案，并告知患者禁止食用

刺激性和辛辣性的食物，并加强蛋白质和维生素的摄

入，从而保证营养均衡，提高患者的抵抗力。 
观察指标 
1.3.1 康复时间分析 
对患者抬眉、闭目、嗅鼻、康复等康复时间进行详

细地记录确定相关数据后完成组间比较。 
1.3.2 临床效果分析 
对患者的面部疗效进行分析，依据恢复情况和活

动情况完成判断，并分为 4 个等级；患者患侧部位恢

复正常且能够自如活动面部表情为显效；治疗护理后

患者的患处基本恢复正常，仅额纹在皱眉时比检测浅

或口角笑时向健侧稍歪斜为显效；治疗和护理后患处

恢复明显，口角轻度歪斜且患眼闭合不严为有效；治疗

和护理后无好转为无效。总有效率=（痊愈+显效+有效）

/35 例×100%。 
1.4 统计学处理 
n（％）、 （͞x±s）即计数资料、计量资料是研究

中的主要数据，将其进行统计后在计算机 SPSS22.0 软

件中进行相关处理，并完成各种数据的分类，而数据的

检验过程中使用“t”检验计量资料，使用“χ2”检验计

数资料，若检验结果存在较大差异，则说明有统计学意

义（P＜0.05）。 
2 结果 
2.1 比较两组康复时间 
不同方法护理后研究组患者的康复时间明显短于

参照组，差异显著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1。 
2.2 两组临床效果比较 
研究组患者的整体效果明显高于参照组，差异显

著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2。 
3 讨论 
护理健康教育与常规健康教育相比具有明显的优

势，主要是该方法对患者的心理调节更加重视，应用后

能改善患者的不良情绪。患者的情绪直接影响着疾病

的预后，中医古籍中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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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比较两组康复时间（x±s） 

组别 例数 抬眉 闭目 嗅鼻 康复 

研究组 35 12.14±1.34 10.01±2.35 15.24±1.33 23.76±4.45 

参照组 35 15.55±2.35 12.65±1.66 20.16±2.37 33.74±5.54 

t  6.765 5.125 9.768 7.587 

P 值  ＜0.05 ＜0.05 ＜0.05 ＜0.05 

表 2  比较两组患者临床效果（n/%） 

组别 例数 痊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研究组 35 16（45.71） 10（28.57） 8（22.86） 1（2.86） 34（97.14%） 

参照组 35 10（28.57） 8（22.86） 8（22.86） 9（25.71） 26（74.29%） 

χ2      15.697 

P 值      ＜0.05 

 
人的五气（喜、怒、悲、忧、恐）由五脏幻化而生，

出自《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在情志变化中五脏精气

的盛衰、气血运行的通畅和藏泄运动的协调发挥一定

的作用。相反如果情绪过于激动或者受到外界的影响

持续无法得到缓解，可能引起脏腑精气的异常，导致气

血运行失去协调性，这对疾病的预后效果有着不良影

响。面瘫患者疾病发生后，常会出现不良情绪，或悲观

或低落或恐惧，多种情绪的交织，给腹脏气机和气血运

行带来不利影响，甚至导致患者病情的加重。此次研究

中护理健康教育的应用方法通过患者的情绪方面入手，

详细地讲解情绪改善的重要性，总结不良情绪发生的

原因，并针对性地进行疏导，并给予一定的鼓励，使患

者信心得到提高，放松患者的心情调节五脏气机，这有

利于促进患者的好转。在为患者进行治疗后，指导患者

进行适当的按摩，有效地进行穴位点按，以此促进经络

的疏通，对患者的面部进行湿热外敷，可使面部经络疏

通，促进其恢复[4]。另外在护理期间开展健康教育的过

程中，对患者的营养以及锻炼情况加强重视，通过讲解

饮食的相关内容，促进患者营养均衡，增强其体质。同

时指导患者进行适当的锻炼，可促进患者抵抗力的提

高，从而促进疾病的好转。本研究对研究组患者采用护

理健康教育模式，结果发现本组患者的康复时间短于

参照组，总有效率高于参照组，差异显著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综上所述，对周围性面瘫患者接受针灸闪罐治疗

期间采用护理健康教育方法，能够有效地提高临床效

果，还能够缩短恢复时间，值得借鉴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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