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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奕涵 杨泠

今年 65 岁的李大爷，左侧
面部经常不由自主地“挤眉弄
眼”，经药物治疗两年有余，不
但未见明显效果，发作范围和
频率还显著增加了。情急之
下，李大爷来到江大附院就诊，
谁承想，神经外科谢正兴主任
团队仅用一招，就解决了困扰
李大爷许久的面肌痉挛问题。

老人反复发作抽搐
范围从眼角覆盖至左脸

两年多以前，在没有任何
诱因的情况下，李大爷左侧面
部反复出现发作性抽搐。最
初，抽搐范围集中于眼角，后来
范围逐步扩大，严重影响到他
的日常生活。其间，李大爷试
图通过口服卡马西平等药物缓
解症状，但疗效均不佳。

最近，李大爷发现自己的
症状越发严重，不仅眼角抽搐，
就连面颊和口角也会发作性抽
搐，而且发作频率显著增加。
情急之下，他来到江大附院神
经外科主任医师谢正兴博士的
门诊就诊，查头颅MR提示，左
侧面神经REZ区与血管关系密
切，诊断为左侧面肌痉挛，建议
入院治疗。

专家介绍，面肌痉挛主要
以一侧面部肌肉阵发性的、不
自主的抽搐为特点，多局限于
单侧，是一种临床常见的、缓慢
进展的周围神经疾病。通常在
患者情绪激动或紧张时，症状
会进一步加重。

尽管面肌痉挛是良性疾
病，但由于它严重影响患者的
日常生活和社交，部分患者甚
至因此出现焦虑、抑郁，因而，
及时诊断和治疗非常重要。

谢正兴介绍，药物治疗、肉

毒素注射和微血管减压术是面
肌痉挛的主要手段。药物治疗
对于早期改善症状有一定作
用，但长期效果欠佳，且易出现
药物副作用。肉毒素局部注射
治疗是常用的非手术治疗方
法，但需反复注射，随着注射次
数的增多，疗效逐渐减退，部分
患者可出现“面具脸”。微血管
减压术是唯一能彻底治愈面肌
痉挛的方法。根据患者病情及
提高生活质量的迫切要求，谢
正兴建议李大爷采用手术治
疗。

左侧耳后开骨窗
“一招”告别面肌痉挛

谢正兴团队为李大爷完善
了相关的检查后，迅速安排了
微血管减压手术。该手术为功
能性手术，可有效缓解患者的
症状。由于手术部位解剖复

杂，位于面神经脑干发出端，位
置深且至关重要，手术通道狭
窄，操作自由度受限，周围遍布
各类重要的神经血管，对医生
手术操作的精细程度及手术经
验都有着极高要求。

术中，谢正兴在李大爷的
左侧耳后开了一个 3×3厘米的
骨窗，释放脑脊液后松弛小脑，
予以神经内镜无牵拉状态下解
剖蛛网膜暴露面神经 REZ 区，
可见一动脉血管压迫明显。在
保护好后组颅神经及血管后，
谢正兴游离该动脉，并垫入 tef⁃
lon垫片，使血管和面神经REZ
区完全隔离。术后，李大爷面
肌痉挛彻底消失，无新增相关
并发症。

“原以为术后要调理一段
时间才会恢复，没想到麻醉苏
醒后，面部抽搐的症状也消失
了，真的不可思议。”术后，李大
爷不禁感叹。

日常做到“四个注意”
能有效预防面肌痉挛

谢正兴提醒，面肌痉挛是进
展型疾病，随着时间推移，病情
会不断加重。生活中，做到“四
个注意”，可以有效预防该病。

注意保暖。不开窗睡觉，
面部不直接对着空调吹。外出
时做好面部防寒保暖措施，避
免面部肌肉组织受凉。

注意饮食。饮食上多以清
淡食物为主，避免烟、酒、浓茶、咖
啡等刺激性食物，多吃新鲜蔬菜，
适当补充维生素及蛋白质，提高
免疫力，进而有效预防面肌痉挛。

注意锻炼。适当进行体育
锻炼，如慢跑、打球等，增强体
质，抵御疾病侵袭。

注意休息。保持生活作息
规律，尽量少熬夜，适时放松身
心，避免身体过度劳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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