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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面部肌肉的“疯狂派对”

嘿， 你有没有见过那种脸上肌肉像在跳

“抽筋舞”的人？ 眼睛不停地眨呀眨，嘴角还不

受控制地抽动，就好像脸上有个调皮的小精灵

在捣乱，这就是让人哭笑不得的面肌痉挛啦！

先来说说这面肌痉挛的“主角”———面部

肌肉。 咱们脸上的肌肉那可不少，它们就像一

群训练有素的小演员，平时在大脑这个“导演”

的指挥下，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各种表情动作，

或哭或笑，或挑眉或嘟嘴，那演技堪称一流。

可是，一旦面肌痉挛这个“捣蛋鬼”来袭，这些

小演员就像中了邪一样，完全乱了阵脚。

二、面神经的“骚扰电话”

那面肌痉挛是怎么发生的呢？ 这就不得

不提到面神经啦， 它就像是连接大脑和面部

肌肉的“电话线”，负责传递大脑发出的各种

指令， 让面部肌肉做出正确的动作。 可有时

候，这条“电话线”会被一些“坏家伙”干扰。比

如说，血管这个“调皮鬼”可能会因为各种原

因（像是年纪大了变得松弛啦，或者生下来就

喜欢在面神经旁边“凑热闹”），慢慢地靠近面

神经，然后就开始“骚扰”它。这血管就像个不

安分的邻居，整天在面神经旁边晃悠，时不时

地挤压一下，时间久了，面神经就被压得“受

不了”啦，信号传递就开始出问题，就像电话

里老是有杂音， 面部肌肉接到的指令也变得

乱七八糟，于是就开始不受控制地抽动起来，

这就有了面肌痉挛。

三、令人捧腹又苦恼的症状

面肌痉挛的症状那可真是让人忍俊不禁又

心生同情。

1.

早期的小打小闹：早期的时候，可能只

是眼皮稍微跳几下， 就像眼睛在调皮地眨眼

睛，很多人可能还不当回事，以为是没休息好

或者用眼过度呢。

2.

逐渐升级的“舞蹈”：可是慢慢地，这抽动

就像“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样，范围越来越大，

从眼皮发展到嘴角， 甚至整个半边脸都开始抽

抽。想象一下，你正和朋友愉快地聊天，突然脸上

肌肉开始“群魔乱舞”，那场面是不是很尴尬？

3.

严重时的生活困扰：严重的患者，连吃

饭、喝水、说话都成问题，嘴巴一抽，水可能就

从嘴角流出来了，话也说得不利索，就像嘴里

含了个烫土豆。

这病的发作时间也很“任性”，有时候在

你精神紧张的时候， 比如要上台演讲或者和

心仪的对象约会， 它就像故意要给你难堪一

样，抽得更厉害；有时候又会在你放松休息的

时候突然来一下，让你防不胜防。

四、多样的治疗“魔法”

说到治疗，那也是五花八门。

1.

药物治疗———不太靠谱的“小卫士”：药

物治疗就像是给面神经派去一群“小卫士”，比

如卡马西平、奥卡西平这些药物，它们试图去

安抚被血管压迫得暴躁不安的面神经，让它能

正常工作。可是这些“小卫士”有时候也不太给

力，只能暂时缓解症状，而且还可能有一些副

作用，就像一群调皮的孩子，在帮忙的同时也

会闯点小祸，比如让你头晕、嗜睡之类的。

2.

肉毒素注射———短效的“镇静剂”：还有

一种治疗方法叫肉毒素注射，这就像是给抽风

的面部肌肉打一针“镇静剂”。肉毒素这个家伙

可厉害啦， 它能跑到神经和肌肉的接头处，把

神经传递给肌肉的信号给截断，这样肌肉就接

收不到错误的指令，自然就不会抽动了。但是，

这一针的效果也不是一劳永逸的，就像药效过

了的魔法一样，过几个月就得重新注射，而且注

射多了，还可能会让面部肌肉变得僵硬，就像戴

了个面具一样，表情都不自然了。

3.

微血管减压术———神经血管的“调解大

师”：最厉害的要数微血管减压术啦，这手术就像

是给面神经和血管这对“冤家”做调解。医生会像

个超级侦探一样，通过手术找到压迫面神经的血

管，然后在它们之间垫上一个软软的垫片，就像

给它们隔了个“缓冲垫”，让血管不再欺负面神

经。 这手术效果通常很不错，大部分患者做完后

都能告别那烦人的面部抽动，重新恢复正常的面

部表情。 不过，手术毕竟是个大事，就像一场冒

险，也有一定的风险，比如可能会损伤面神经，导

致面瘫，或者出现听力下降等问题。 但好在现在

医疗技术越来越发达，医生们的技术也越来越高

超，这些风险已经大大降低了。

面肌痉挛虽然看起来有点搞笑， 但对患者

的生活影响可不小。所以，如果发现自己或者身

边的人的脸上肌肉老是“抽风”，可别不当回事，

赶紧去找医生这个“大救星”，让他帮忙赶走脸

上的“舞蹈症”，还你一张正常又漂亮的脸！

（作者单位：广西玉林市第一人民医院）

面肌痉挛：脸上的“舞蹈症”大揭秘

□

陈云玉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及老龄化的加速，

心血管疾病患病率逐年上升，已成为威胁人

类健康的头号杀手。 心力衰竭（心衰）作为多

种心血管疾病发展的终末阶段，具有较高的

发病率和死亡率。 为应对这一严峻形势，医

学界不断探索新的诊疗方法，其中

N

末端

B

型钠尿肽前体（

NT-proBNP

）检测作为一种

重要的生物标志物，在心衰的诊疗中发挥着

重要作用。

本文将详细介绍

NT-proBNP

检测的

相关知识， 帮助大家更好地了解自己的心

脏健康。

NT-proBNP

的生物学特性

NT-proBNP

， 全称为氨基末端

B

型利

钠肽前体，是一种由心脏分泌的激素。 其主

要作用是帮助调节血压和心脏的负荷。 当心

脏受到压力或容量负荷时，

NT-proBNP

水

平会升高。 因此， 通过检测

NT-proBNP

水

平，可以了解心脏的“压力”状况。

NT-proBNP

与

B

型利钠肽（

BNP

）同属

于利钠肽家族，两者在结构、半衰期、稳定性、

代谢途径及临床应用等方面存在差异。

BNP

具有生物活性， 半衰期较短， 约

22

分钟，而

NT-proBNP

是

BNP

的前体， 没有生物活

性， 半衰期较长， 为

120

分钟。 这使得

NT-proBNP

在体内更稳定， 能更准确地反

映近期心脏事件。

NT-proBNP

检测的临床意义

1.�

辅助诊断急慢性心力衰竭

NT-proBNP

检测在急慢性心衰的辅助

诊断中具有重要作用。

NT-proBNP

升高主要

见于急慢性心衰、冠心病、慢性肾病等疾病。

根据《

2017

美国心脏病学学会（

ACC

）专

家共识》，

NT-proBNP

的临界值应根据年龄

和肾功能进行分层 ：

50

岁以下的患者

NT-proBNP

水平

>450pg/mL

，

50

岁以 上

>900pg/mL

，

75

岁以上应

>1800pg/mL

，肾功

能不全（肾小球滤过率

<60ml/min

） 时应

>1200pg/mL

。 通常，

NT-proBNP<125pg/mL

时 不 支 持 诊 断 慢 性 心 衰 ，

NT-proB-

NP<300pg/mL

时可排除急性心衰。

2.�

鉴别诊断急性呼吸困难

急性心力衰竭患者的

NT-proBNP

水平

明显高于其他原因所致的急性呼吸困难（如

肺炎、肺栓塞、间质性肺病等）患者，因此可用

于鉴别诊断急性呼吸困难。 急性呼吸困难患

者如果

NT-proBNP

水平

<300pg/mL

，基本

可排除急性失代偿性心衰。

3.�

评估心衰严重程度及预后

NT-proBNP

是慢性心衰的独立预后因

素之一，定期监测有助于判断远期预后。慢性

心衰患者应定期连续监测

NT-proBNP

水

平，检测值长期稳定提示心衰进展风险低。急

性心衰患者入院时

NT-proBNP

水平越高，

短期和长期不良临床事件发生风险越高。

4.�

指导心衰治疗

NT-proBNP

检测还可以用于指导心衰

治疗。经各项治疗后，如果利钠肽水平较基线

值明显下降（

NT-proBNP

较基线值降幅

≥

30%

或绝对值

<4000pg/mL

），提示治疗有效。

医生会根据

NT-proBNP

的数值变化来评估

治疗效果，并调整治疗方案。

5.�

判断急性胸痛相关疾病预后

NT-proBNP

不仅用于心衰诊断， 还可

用于判断急性胸痛相关疾病的预后 。

NT-proBNP

升高的急性冠脉综合征患者早

期介入治疗受益非常明显，

NT-proBNP

水

平随时间推移明显降低者预后良好 。

NT-proBNP

是心力衰竭发展或存在左室收

缩功能受损的强有力的预测因素， 还可用于

可疑急性冠脉综合征患者的危险分层。

NT-proBNP

检测的实际应用

在实际应用中，

NT-proBNP

检测通常

通过抽血检测血清或全血中

NT-proBNP

的

含量来判断心力衰竭的严重程度。 检测过程

相对简单快捷，结果准确性较高。凭祥市中医

医院检验科使用的广州万孚飞测

FS-205

免

疫荧光分析仪可以检测

NT-proBNP,24

小

时值班，急诊

30

分钟出结果，为临床提供了

更快捷、准确的检测结果。

对于有心力衰竭症状的门诊患者，

NT-proBNP

具有高度的敏感性和极好的阴性

预测值，是一种性价比较高的排除诊断方法。然

而， 对于无症状或低危人群， 不提倡常规应用

NT-proBNP

检测。 对于高危人群（如年龄

>60

岁、患有糖尿病、高血压或冠心病的患者），需进

行

NT-proBNP

筛查，如测得其值升高，需加强

对其基础病的治疗。

NT-proBNP

检测的注意事项

虽然

NT-proBNP

检测在心衰诊疗中具有

重要作用，但其结果解读需综合考虑多种因素。

NT-proBNP

的正常值范围受年龄、肾功能、性

别等多重因素影响。 此外，

NT-proBNP

检测还

受到血液中发生的修饰及抗体识别表位的影

响，可能导致检测结果偏低或偏高。 因此，在实

际应用中，应结合患者的临床症状、病史及其他

检查结果进行综合判断。

结语

NT-proBNP

检测作为心衰诊疗的新“利

器”，在心衰的辅助诊断、鉴别诊断、危险分层、

疗效监测及预后评估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通过

NT-proBNP

检测， 医生可以更加准确地

了解患者的心脏健康状况， 制定个性化的治疗

方案，提高治疗效果。 同时，患者也应积极配合

医生进行必要的检查和治疗， 保持良好的生活

习惯，以维护心脏健康。 如有任何不适，应及时

就医，以免延误病情。

（作者单位：广西凭祥市中医医院主管技师）

NT-proBNP

检测的应用及注意事项

□

韦宏禄

脑梗塞（又称脑卒中、中风）作为一种不

容忽视的疾病， 长久以来威胁着人类的健康

与生命质量。它如同突如其来的风暴，瞬间打

破了无数家庭的宁静， 让原本充满活力的生

命陷入困境。然而，在古老的中医智慧与现代

医学技术的交汇点上， 我们仿佛找到了一枚

神奇的“重启键”，为受损的大脑带来新生的

希望。

一、脑梗塞的阴霾与挑战

脑梗塞，是由于脑部血液供应障碍，导致

脑组织缺血、缺氧性坏死，进而出现一系列神

经功能缺损症状的疾病。其发病率高、致残率

高、死亡率高，已成为全球第二大死因，给社

会和家庭带来了沉重的负担。 患者往往在病

后留下不同程度的后遗症，如偏瘫、失语、认

知障碍等，严重影响生活质量。

面对这一顽疾，现代医学通过溶栓治疗、

介入手术、康复训练等手段，不断探索着治疗

的边界。然而，如何在最佳时机挽救更多脑细

胞，促进神经功能恢复，仍然是医学界亟待攻

克的难题。

二、中医智慧：源远流长，独树一帜

在这样的背景下， 中医以其独特的理论

体系和治疗方法， 为脑梗塞患者提供了新的

治疗思路和康复路径。中医认为，脑梗塞属于

“中风”范畴，其发生与气血运行不畅、脏腑功

能失调密切相关。 通过辨证施治，调和阴阳，

扶正祛邪， 中医能够为患者量身打造个性化

的治疗方案，促进受损大脑的修复与再生。

1.�

辨证施治，精准治疗

中医强调“辨证论治”，即根据患者的具

体病情、体质、年龄等因素，综合分析病因、病

机，制定相应的治疗方案。 对于脑梗塞患者，

中医会根据其病情轻重缓急， 分为中经络和

中脏腑两大类，进一步细分为风痰阻络、气虚

血瘀、阴虚风动等多种证型，分别采用活血化

瘀、祛风化痰、益气养血、平肝熄风等中药方

剂进行治疗。

2.�

针灸疗法，疏通经络

针灸作为中医的传统疗法之一， 在脑梗

塞康复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通过刺激人体特

定的穴位，针灸能够疏通经络，调和气血，促

进受损神经细胞的修复与再生。对于偏瘫、失

语等后遗症， 针灸疗法能够显著改善患者的

症状，提高生活质量。

3.�

推拿按摩，活血化瘀

推拿按摩是中医外治法的一种， 通过手

法作用于人体体表特定部位或穴位， 以达到

疏通经络、活血化瘀、调整脏腑功能的目的。

对于脑梗塞患者， 推拿按摩有助于缓解肌肉

紧张、促进血液循环、加速康复进程。

4.�

中药康复，整体调理

中药在脑梗塞康复中的应用，不仅限于

急性期的治疗，更贯穿于整个康复过程。 通

过服用中药汤剂、中成药或中药制剂，可以

持续调理患者的脏腑功能，增强体质，预防

复发。同时，中药还具有多靶点、多途径的治

疗优势，能够全面改善患者的神经功能和生

活质量。

三、中医智慧与现代医学的融合创新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医学模式的转

变， 中医与现代医学的融合发展已成为大势

所趋。在脑梗塞的治疗与康复中，中医智慧与

现代医学技术的有机结合， 为患者带来了更

加全面、高效的治疗方案。

1.�

中西医结合，优势互补

在脑梗塞的急性期， 现代医学的溶栓治

疗、介入手术等手段能够迅速恢复脑部血流，

挽救濒死的脑细胞。而中医的辨证施治、针灸

疗法等则能在此基础上， 进一步调理患者的

身体状态，促进神经功能的恢复。两者相辅相

成，共同构成了脑梗塞治疗的多维度体系。

2.�

康复理念的更新

中医强调“治未病”和“整体观念”，认为

疾病的发生与人体内外环境的失衡密切相

关。 这一理念为脑梗塞的康复提供了新的思

路。 在康复过程中，中医不仅关注患者肢体功

能的恢复，更注重患者心理状态、生活质量等

多方面的调整和提升。 通过综合干预手段，帮

助患者重建信心，提高社会适应能力。

3.�

科研创新的推动

近年来，随着中医药现代化研究的不断深

入，越来越多的中药有效成分被提取出来并应

用于临床实验。 这些研究成果不仅验证了中医

理论的科学性，也为脑梗塞的治疗提供了更多

有效手段。 同时，基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

的中医辅助诊疗系统也在不断发展完善中，为

中医诊疗的精准化和智能化提供了有力支持。

四、结语

在抗击脑梗塞这场没有硝烟的战役中，中

医智慧如同一束穿透阴霾的阳光，为患者带来

了新生的希望。 通过辨证施治、针灸疗法、推拿

按摩以及中药康复等手段的综合运用，中医不

仅能够有效缓解患者的症状、 改善生活质量，

更能在现代医学的支持下实现优势互补、协同

创新。 未来，随着医学科技的不断发展和中医

智慧的不断挖掘传承，我们有理由相信：那枚

隐藏在中医智慧中的“重启键”定能为更多脑

梗塞患者带来生命的奇迹与重生的喜悦。

（作者单位：广西贵港市人民医院）

治疗脑梗塞，中医智慧带来新希望

□

钟燕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