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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头颈部恶性肿瘤（ｈｅａｄａｎｄｎｅｃｋｃａｎｃｅｒ，ＨＮＣ）
是我国高发恶性肿瘤之一，临床上以喉癌、鼻咽癌多

见。放射治疗在 ＨＮＣ治疗中起着重要作用［１２］，大

约８０％的ＨＮＣ患者接受过放射治疗［３］。但放疗后

出现的并发症不容忽视，吞咽困难是ＨＮＣ放疗后常
见的并发症，大约３０％～８０％的ＨＮＣ患者放疗后可
出现不同程度的吞咽困难［２，４５］。目前针对 ＨＮＣ放
疗后吞咽困难的康复治疗已有一定的研究基础，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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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也存在局限性。本文对ＨＮＣ放
疗后吞咽困难的康复治疗方法进行综述分析，以期

为临床治疗提供参考。

１　ＨＮＣ放疗后吞咽困难概况

由于大部分ＨＮＣ对放疗有较高的敏感性，因此
目前放射治疗是 ＨＮＣ的首选治疗方案。射线可造
成肿瘤细胞 ＤＮＡ损伤，干扰细胞的分裂和增长，诱
发肿瘤细胞死亡，但射线同样会造成周围正常组织、

肌肉、细胞、腺体等不同程度的损伤，造成神经损伤、

肌肉纤维化、唾液腺分泌下降等，最终引起吞咽困

难［５６］。ＨＮＣ患者放疗后出现吞咽困难的机制尚未
完全阐明，常见因素包括放射性口腔干燥症、张口受

限、颅神经损伤及肌肉组织纤维化等［７８］。吞咽困

难是ＨＮＣ患者放疗后的常见并发症，是指食物从口
腔进入胃的过程中出现梗阻停滞的感觉，可发生在

咽部或食道［９］。吞咽困难可导致患者出现焦虑和

抑郁情绪，也会导致患者饮食结构出现改变，甚至拒

绝饮食，从而出现营养不良、低蛋白血症、体重下降

等症状，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２，１０］。此外，吞

咽困难也可能导致吸入性肺炎甚至窒息，危及患者

生命［１１１３］。

２　ＨＮＣ放疗后吞咽困难康复治疗现况

据报道，仅３２％的 ＨＮＣ患者的吞咽困难症状
会随时间出现好转，而４８％的患者吞咽困难不会随
时间好转，２０％的患者吞咽困难甚至会随时间逐渐
加重［１４］。随着早期诊断、医学技术的进步，恶性肿

瘤患者的生存率明显提高。鼻咽癌的５年生存率可
达６９％［１５］，因此如何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成为康

复治疗者的重点。发达国家有专业的言语语言治
疗师（ｓｐｅｅｃｈｌａｎｇｕａｎｇｅ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ｓｔ，ＳＬＰ）开展针对吞
咽困难的临床研究及康复治疗，可有效缓解或改善

吞咽困难患者的症状［５，１６１７］。而国内仍然处于初步

阶段，从事言语治疗的人员被称为言语治疗师

（ｓｐｅｅｃｈｔｈｅｒａｐｉｓｔ，ＳＴ），但我国的 ＳＴ多为兼职或转
行人员，从事康复治疗的年限较短［１７］，其中ＳＴ的服
务对象排名中，吞咽困难排第二位（８４．７％）［１８］。但
事实上大多数患者并不知道吞咽困难可以进行康复

治疗或到哪里寻求帮助［１７］。由于多数患者缺乏相

应的医学知识及正确的指导，出现吞咽困难后盲目

强行经口进食，容易导致误吸甚至肺部感染，给患者

带来了沉重的心理及生理负担［１９］。因此，应加大对

ＨＮＣ患者的宣教力度，及早让ＳＴ介入治疗，帮助患

者提高生活质量。

３　ＨＮＣ放疗后吞咽困难康复治疗方法

目前，吞咽困难的康复治疗有大量的研究，但针

对ＨＮＣ放疗后吞咽困难的康复治疗研究较少。总
体来说，吞咽困难的康复治疗旨在提高吞咽的效率

及安全性，治疗方法大致可分为直接锻炼、间接锻

炼、补偿策略等［５，１６１７］。通过反复的康复训练后，可

提高患者的吞咽能力，促进感觉恢复，改善患者的生

活质量。

３．１　康复宣教
康复治疗是一个长期且复杂的过程，需要患者

与治疗人员密切配合［２０］，但实际上吞咽困难康复治

疗的患者依从性并不理想［２０］。因此在康复训练开

始前，应对患者做好充分的心理干预工作，结合患者

的文化背景和心理状况，将放疗后吞咽困难的相关

知识为患者做详细讲解，包括机制、症状表现、治疗

方法、治疗后可达到的效果等，尤其是强调积极配合

治疗的重要性。

３．２　修复重建
３．２．１　吞咽器官治疗　吞咽器官的康复治疗包括
运动训练及感觉刺激训练。

３．２．１．１　吞咽器官运动训练　是通过加强下颌、
唇、舌运动及软腭、声带闭合运动控制，强化肌群的

力量及协调，从而改善吞咽的生理功能的训练方法，

目的是改善吞咽相关肌肉的力量，尽可能恢复患者

的吞咽功能［２１２２］，可分为主动锻炼及被动辅助锻

炼。简单来说，主动锻炼就是尽可能加大唇部、舌、

下颌、咽喉的活动范围，每个动作维持１～２秒，然后
放松，每个训练组应每日重复１０次以上［２３］。包括

呼吸训练，下颌、面部及腮部练习，唇部练习，舌训

练，腭咽闭合训练，咽和喉部功能训练［２４］。学者建

议在ＨＮＣ患者治疗前后均应在 ＳＬＰ指导下进行康
复吞咽训练，可有效降低或改善放疗后出现的吞咽

困难症状［１６，２１］。

临床上也已开展一些经典的吞咽辅助手法，包

括声门上吞咽、超声门上吞咽、用力吞咽法、Ｓｈａｋｅｒ
训练、下颏收拢抗阻力训练（ｃｈｉｎｔｕｃｋａｇａｉｎｓｔｒｅｓｉｓｔ
ａｎｃｅ，ＣＴＡＲ）、Ｍａｓａｋｏ训练法、门德尔松氏手法等，
每种方法针对不同的吞咽困难类型［５］。Ｓｈａｋｅｒ训练
于１９９７年由美国 Ｓｈａｋｅｒ教授及其团队开发［２５］，其

原理是通过强化口舌及舌根的运动范围，增强上食

管括约肌（ｕｐｐｅｒｅｓｏｐｈａｇｅａｌｓｐｈｉｎｃｔｅｒ，ＵＥＳ）开放的
肌肉力量，同时减少下咽腔食团内的压力，降低食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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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 ＵＥＳ的阻力，减少食物残留和误吸风险［２６］。

ＣＴＡＲ是由Ｙｏｏｎ等［２７］在Ｓｈａｋｅｒ训练的基础上改进
而来，其利用皮球弹性的抗阻来提高舌骨上肌群的

力量。尤慧玲等［２８］发现 Ｓｈａｋｅｒ训练与 ＣＴＡＲ训练
对鼻咽癌放疗后吞咽困难的康复效果差异不大，但

患者更易接受 ＣＴＡＲ训练。Ｍａｓａｋｏ训练法又被称
为舌制动吞咽法，其使咽后壁前突运动与舌根部相

贴近，增加咽部的压力，促进食物推进。门德尔松氏

手法增加 ＵＥＳ开放的持续时间，合理化吞咽时
机［２９］。

另外，尿管球囊扩张疗法是上个世纪８０年代中
期发展起来的介入治疗技术，其操作简单、损伤小，

窦祖林等创新性地将尿管球囊扩张术率先应用于治

疗环咽肌失弛缓症［３０］。随着临床上对吞咽困难机

制认识的不断深入，尿管球囊扩张疗法在吞咽困难

治疗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Ｓｔｅｅｌｅ等［３１］对 ＨＮＣ患
者放化疗后出现严重吞咽困难的患者进行直视逆行

内镜下食管扩张术后，发现患者的经口进食状况明

显改善。Ｌｏｎｇ等［３２］通过导尿管球囊扩张术结合神

经肌肉电刺激疗法（ｎｅｕｒｏｍｕｓｃｕｌａｒ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ｓｔｉｍｕｌａ
ｔｉｏｎｔｈｅｒａｐｙ，ＮＭＥＳ）可进一步提高改善治疗效果，提
高患者生活质量。周惠嫦等［３３］采用低频电刺激联

合导尿管球囊扩张术治疗放射性颅神经损伤所致吞

咽障碍的患者，发现患者的吞咽困难症状明显改善，

大部分患者恢复经口进食。周惠嫦等［３４］进一步研

究发现表面麻醉的应用可提高球囊扩张治疗的治疗

效果。其他研究人员［３５３６］也发现在环咽肌失迟缓

引起吞咽障碍的患者中应用球囊扩张术有明显的治

疗效果。导尿管球囊扩张术操作简单，损伤小。但

是治疗过程中可能发生呛咳、误吸，甚至喉头水肿，

因此治疗需在充分准备及具有有效抢救措施的前提

下进行。

３．２．１．２　吞咽器官感觉刺激训练　通过改变温度、
味道、压力等方式提高吞咽器官的感觉能力，包括冷

热刺激、酸刺激、电刺激、针灸等。

低频电流疗法是用低频脉冲电流治疗疾病的方

法，可达到兴奋神经肌肉组织、镇痛及促进局部血液

循环的作用，常用的方法包括ＮＭＥＳ、功能性电刺激
疗法（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ｒａｐｙ，ＦＥＳ）、
经皮神经电刺激疗法（ｔｒａｎｓｃｕｔａｎｅｏｕｓ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ｎｅｒｖｅ
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ＴＥＮＳ）等。实际临床中，康复治疗多以
低频电流疗法结合康复吞咽训练，可提高吞咽训练

的治疗效果。Ｒｙｕ等［３７］发现对 ＨＮＣ患者放疗后使
用ＮＭＥＳ结合传统吞咽训练的训练效果优于单传统

吞咽训练。Ｐａｔｔａｎｉ等［３８］对ＨＮＣ患者咽部肌肉使用
ＮＭＥＳ治疗后，发现可以增加患者唾液分泌，缓解口
干症状，进而改善吞咽困难。Ｌｉｎ等［３９］对鼻咽癌放

疗后吞咽困难患者进行ＦＥＳ治疗，发现ＦＥＳ治疗可
提高舌骨的移动速度，同时减小食物在梨状窦的淤

滞量，有效改善鼻咽癌患者的吞咽功能和生活质量。

楚婷等［４０］发现对鼻咽癌放疗后吞咽困难患者舌骨

上肌群和咀嚼肌进行 ＦＥＳ刺激，可改善患者的吞咽
功能。Ｂｈａｔｔ等［４１］对 ＨＮＣ放疗后吞咽困难患者进
行ＴＥＮＳ治疗，发现 ＴＥＮＳ治疗组的吞咽障碍评分
明显下降。但值得注意的是，Ｌｏｎｇｍｏｒｅ等研究发现
电刺激联合吞咽康复训练的效果并未高于单独康复

训练组，而且对于中重度吞咽困难患者，康复训练对

恢复吞咽功能的长期效果也非常有限［４２］，这可能低

频电流疗法无法改善放疗后所致的长期慢性咀嚼肌

纤维化有关。

中医针灸在改善吞咽功能方面取得了一定的疗

效，可改善患者的吞咽功能和生存质量［４３４６］。因放

疗导致的肌肉纤维损害，可通过针灸作用于颞颌关

节局部，使得僵硬的局部肌肉纤维放松，促进局部血

液循环，从而增加颞颌关节活动度达到治疗效

果［４７］。邓乐燕［４６］使用切脉针灸结合吞咽康复训

练、中药治疗鼻咽癌放疗后的吞咽障碍，结果显示可

改善患者的吞咽功能，减少呛咳、误吸的概率。黄伟

淳［４５］发现舌三针治疗对于假性球麻痹导致的吞咽

障碍具有较好的效果。刘诗丹等［４３］、夏昆鹏等［４４］

均研究发现针刺联合康复训练可有效缓解鼻咽癌放

疗后吞咽障碍，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侯加运等［４８］

研究使用电针治疗可显著缓解鼻咽癌患者的吞咽困

难症状。总体来说，采用针灸防治ＨＮＣ放疗后吞咽
困难有一定的研究积累，但总体研究较少，尤其缺乏

大量临床随机对照试验和相关机理的研究，因此针

灸是否值得大力推广有待进一步的探讨。

目前关于ＨＮＣ放疗后吞咽困难的康复治疗研
究多采用综合系统性的吞咽训练方法［４９５２］，但训练

方法的统一可能导致患者的治疗效果存在差异性，

因为每位患者的吞咽困难情况不同，康复治疗师应

根据患者的自身情况量身定制训练方法，包括训练

动作、重复次数、间隔时间等［１６］，这就对康复治疗师

的专业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３．２．２　非吞咽器官治疗
３．２．２．１　经颅直流电刺激（ｔｒａｎｓｃｒａｎｉａｌｄｉｒｅｃｔｃｕｒ
ｒｅｎｔ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ｔＤＣＳ）和经颅磁刺激（ｔｒａｎｓｃｒａｎｉａｌ
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ＴＭＳ）　临床工作中，吞咽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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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是治疗ＨＮＣ放疗后吞咽困难的主要方法，但由
于锻炼时需要患者有良好的配合，因此实际工作中

患者的依从性欠佳。近年来一种新技术—非侵入性

脑刺激技术（ｎｏｎｉｎｖａｓｉｖｅｂｒａｉｎ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ＮＩＢＳ）兴
起，由于ＮＩＢＳ的安全、无创、易操作等优势，逐渐被
广泛关注，开始应用于吞咽困难患者康复治疗［５３］。

ＮＩＢＳ主要包括 ｔＤＣＳ和 ＴＭＳ，两者各有优缺点。但
目前ｔＤＣＳ和ＴＭＳ主要被应用于脑卒中吞咽困难患
者中，且疗效尚有待进一步验证［５４］。

３．２．２．２　体位维持　改变进食部位及头部或身体
姿势，也可有助于患者吞咽，治疗者可根据检查结

果，指导患者采用合适的进食姿势［５］。比如会厌谷

的食物残留则提示可能舌根运动或咽壁收缩不良，

在这种情况下，可采用下颌内收姿势可有助于打开

会厌谷空间，使得食物更安全地通过喉部［５５］。头部

旋转到受损的侧面，关闭虚弱的咽部，可帮助食物通

过完整的对侧［５６］。在吞咽延迟或气道保护不良的

情况，可使用侧卧位使食物缓慢通过咽部。

３．３　补偿适应
３．３．１　食物准备

欧洲吞咽障碍协会发布白皮书指出增加食物粘

稠度是干预吞咽困难的有效措施，可明显提高患者

吞咽的有效率和安全性［５７］。范丽婵等［５８］研究发现

改变食物性状（使用凝固粉或藕粉增加食物的粘稠

度，将固体生物使用搅拌机搅碎，将食物性状单一

化）可有效降低患者误吸的风险。但也有学者提出

饮食结构的改变可能会影响患者的正常社交，产生

焦虑抑郁情绪［１０］。

３．３．２　环境改善
由于康复训练的繁杂、耗时长，可能导致患者出

现不耐烦、依从性差等，可通过环境改善提高患者的

配合度，如在常规康复训练基础上配合音乐治疗，可

增加康复过程的趣味性，同时舒缓的音乐可以缓解

患者的紧张、焦虑情绪。

３．４　其他方法
近年来学者们依然在尝试其他的方法改善吞咽

困难患者的症状，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于红等［５９］

使用单唾液酸四己糖神经节苷脂联合血栓通治疗鼻

咽癌放疗后吞咽障碍有较好的疗效，这可能与药物

改善微循环、促进神经修复有关。叶欣等使用鼠神

经生长因子治疗鼻咽癌放疗后吞咽困难有较好效

果，可能与药物改善放疗后颅神经损伤有关。黎伟

雄等［６０］使用超声波联合球囊扩张术治疗鼻咽癌放

疗后吞咽障碍，可进一步改善吞咽功能。

４　总　结

目前针对ＨＮＣ放疗后吞咽困难康复训练的研
究较少，且存在局限性，包括样本量小、方法学缺陷、

缺乏标准化的吞咽困难评估方法、随访时间较短等，

导致研究的可靠性不高［６１］。而ＨＮＣ放疗后吞咽困
难的机制复杂，急需一些新兴且更加系统性的治疗

方法。目前的研究仍未解决一些问题，包括如何针

对不同机制导致的吞咽困难选择合适的康复治疗方

法，如何在合适的时间点开展合适的治疗，如何开展

更加个性化的康复治疗，这些问题给康复治疗师带

来了更大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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