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综述

多学科协作模式在流涎症管理中的应用现状及启示

赵顺杰１ 　 王娟１ 　 白莎１ 　 王恬１ 　 郭君２

１郑州大学护理与健康学院ꎬ郑州　 ４５０００１ꎻ ２郑州大学第五附属医院康复医学科ꎬ郑州　 ４５００５２
通信作者:郭君ꎬＥｍａｉｌ:１３６３３８１６７８２＠ １３９.ｃｏｍ

　 　 【摘要】 　 对国外多学科协作模式在流涎症患者症状管理中的应用现状进行综述ꎬ包括多学科协作模式的

人员构成、职责、应用现状及不足ꎬ并提出此模式在我国流涎症患者中应用的策略ꎬ以期为相关研究提供参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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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涎症ꎬ又称流唾症ꎬ是指因延髓和 /或面部肌肉功能障碍

导致患者不能有效控制唾液和 /或吞咽无力等ꎬ进而使唾液在

口咽部聚集或外流的一种症候群[１￣２] ꎬ最常见于神经性吞咽障

碍患者ꎮ 流涎症不仅影响患者身心健康、加重照顾负担ꎬ也增

加了医护人员医疗管理的难度[１] ꎮ 因患者流涎症状存在差异

及相关并发症较为复杂ꎬ单一非侵入性(如行为治疗[３] 、抗胆碱

能药物[４]等)或侵入性(肉毒杆菌毒素注射[５] 、手术[６] 等)治疗

措施的效果有限ꎬ而多学科协作模式则提供了一种解决方法ꎬ
具有较高的疗效及经济效益[１ꎬ７￣８] ꎬ且已被英国国家健康与护理

卓越研究所[９] 和德国指南[１０] 推荐用于流涎症状的管理ꎮ 然

而ꎬ国内对神经性吞咽障碍患者的流涎症状关注较少ꎬ且临床

实践中很少基于多学科协作模式对患者进行流涎症状的管理ꎬ
故本文就国外多学科协作模式在流涎患者中的应用现状进行

综述ꎬ以期为我国流涎患者的医疗管理提供参考ꎮ

多学科协作模式在流涎症状管理中的人员构成与职责

目前ꎬ有关流涎管理中多学科成员的构成与职责尚无统一

的标准ꎬ不同研究者因纳入患者的年龄、原发疾病、流涎严重程

度和当地医疗资源、条件等不同而纳入不同专业的学科成员ꎮ
一、多学科协作模式在流涎症状管理中的人员构成

流涎症的管理需不同学科的医疗专业人员和 /或社会人员

参与ꎬ但团队成员并非固定不变ꎬ而是随着患者流涎病情的变

化而改变ꎮ 据研究报道[７ꎬ８ꎬ１１￣１３] ꎬ多学科协作的流涎管理团队成

员有医生(包含全科医生和专科医生)、护士、言语治疗师、作业

治疗师、物理治疗师、心理咨询师、营养师、患者和家属等ꎬ其中

护士是协调和维持多学科成员无缝协作的主要人员ꎬ除包括专

科护士(如儿科护士、肌萎缩侧索硬化专科护士等)外、还包括

社区护士、联络护士和学校护士等[８ꎬ１４￣１５] ꎻ随着多学科协作流涎

管理专科门诊的开展ꎬ其人员构成日益多元化ꎬ陆续加入了社

会工作者、姑息治疗专家、整形外科医师、听力学相关专家等ꎬ
为患者及家属提供不同专业领域的建议和可供选择的治疗方

案ꎮ 但至今该团队仍未有公认的核心领导者及成员标准ꎬ这可

能与患者流涎症的病因及继发的并发症不同有关ꎮ 另外ꎬ团队

成员中缺乏流涎症状管理的专科医生和护士ꎬ这可能与目前未

开设相应的亚专业有关ꎮ
二、多学科协作模式在流涎症状管理中的人员职责

研究指出[１ꎬ７￣８] ꎬ每位团队成员均需对患者进行个性化评

估、分析流涎的原因ꎬ并与患者及家属共同制订流涎管理方案ꎮ
医生的主要职责为关注流涎症状的根本病因、危害性、可改善

性ꎬ并制订相关并发症的治疗措施[１６￣１７] ꎮ 护士除协助医生实施

相应的治疗措施ꎬ还需对患者的流涎症状进行持续动态地评

估[１５ꎬ１７] ꎬ并为患者及家属提供适宜的护理服务和相关健康教

育ꎻ护士还需协调开展多学科会议、维持团队成员之间的协作ꎬ
保证多学科团队的正常运行ꎮ

另外ꎬ康复治疗师与医生和护士相互合作ꎬ以缓解患者的

流涎症状、改善相关功能ꎬ如言语治疗师[１８] 负责评估患者的言

语、口腔、吞咽功能及安全进食状况ꎬ并对患者存在的吞咽问题

提供相应的治疗方案ꎻ作业治疗师[１７]通过实施维持患者身体姿

势、体态平衡和肌肉力量训练等措施来改善患者的流涎症状ꎮ
心理咨询师、营养师和姑息治疗专家等分别为患者及家属提供

心理、营养及姑息治疗的个性化服务[１１ꎬ１９] ꎮ
此外ꎬ社会工作者[２０]通过评估患者及其家庭和社会情况向

其提供疾病就治、心理援助和社会支持的相关信息与途径ꎬ最
大限度地为患者及家属提供物质和精神支持ꎮ 虽然上述每位

成员均有相应的职责及分工ꎬ但不同学科成员之间的信息交换

和交叉协作缺乏规范化指导ꎮ

多学科协作模式中流涎管理策略制定的原则

流涎症状管理策略的制订主要取决于患者流涎症的主要

病因、严重程度、相关并发症及目前所接受的医疗措施[１ꎬ２１] ꎬ目
前尚未有公认的标准ꎮ 理想状态下ꎬ此策略应简单无创、安全

有效ꎬ故有学者建议在患者个性化治疗的基础上ꎬ采用分级的

流涎管理策略[２２] ꎬ即从侵入性小的措施(如言语治疗、功能性

吞咽障碍治疗)渐至侵入性大的措施(如肉毒杆菌毒素注射、手
术治疗等)ꎬ并根据患者的需要ꎬ采用单一或多种的联合方式ꎮ
目前ꎬ英国国家健康与护理卓越研究所颁布的关于帕金森病患

者[２３]及运动神经元病患者[２４]的相关指南均建议对流涎症的管

理应先采取非药物管理方式ꎬ在此方式不可用或无效时则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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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药物管理ꎮ ２０１７ 年ꎬ英国 Ｐａｎ Ｍｅｒｓｅｙ 地区处方委员会颁发

的处方指南[２５]也建议遵循流涎分级管理策略为患者提供多学

科协作的医疗服务ꎮ 目前ꎬ此管理策略已有效地用于指导临床

实践ꎮ

多学科协作模式在流涎症状管理中的应用现状

一、多学科协作模式在儿童流涎症状管理中的应用现状

Ｆａｉｒｈｕｒｓｔ 等[１２]指出ꎬ对儿童流涎症状的评估与管理需要依

靠多学科团队ꎬ在不损害儿童口腔健康的条件下ꎬ团队成员除

与儿童和家长共同制订个性化的流涎管理方案以改善儿童的

生活质量外ꎬ还需关注儿童的心理健康和社交互动ꎮ 加拿大学

者 Ｃｒｙｓｄａｌｅ 等[２０]组建包含儿科耳鼻喉科医生、言语治疗师和儿

科专家等成员的多学科团队ꎬ并规定每位学科成员对患儿单独

评估后ꎬ于固定时间点会面ꎬ集中为患儿(最多 ８ 位患儿 /次)制
订治疗方案ꎬ且在将治疗方案告知家属的同时ꎬ向家属提供一

份包含成员联系方式的手册ꎬ以便家属与团队成员联系ꎻ对需

行手术治疗的患儿ꎬ此团队向家属提供手术说明手册和术后护

理指导手册ꎬ便于家属了解手术相关事项和术后护理的重点ꎻ
此外ꎬ此团队还向团队成员提供转诊说明手册以指导团队成员

对患者进行跨学科转诊ꎮ 此种管理模式不仅改善了患儿的生

活质量、促使其参与社交互动ꎬ也为临床实践提供了参考ꎮ
Ａｌｉ 等[１８]报道表明ꎬ组建以儿科耳鼻喉科医生、言语治疗师

和儿科护士为核心成员的多学科团队ꎬ并联合物理治疗师、康
复科和呼吸科等医生和专家ꎬ为病情复杂的患儿提供多学科协

作的流涎治疗措施ꎬ可有效改善患儿的流涎症状和生活质量

等ꎮ 但由于此研究为回顾性研究ꎬ缺乏相关随访的数据ꎬ无法

评估此种管理方式对儿童流涎症的远期治疗效果ꎮ
另外ꎬＤａｎｉｅｌ[２６]组建了包含医疗、康复专业人员及社会工作

者的多学科团队ꎬ通过发挥不同学科人员的专业知识和技能ꎬ
与家属共同制订患儿的流涎治疗方案ꎬ不仅改善了流涎患儿的

生活质量、提高其社会参与度ꎬ也减轻了家属的照顾负担ꎮ
综上ꎬ在儿童流涎管理的多学科团队中其核心成员以儿科

医生和言语治疗师为主ꎬ多学科团队关注的重点是解决流涎症

状对儿童心理健康和社交活动的负性问题ꎬ但少有研究报道此

管理模式对流涎患儿家属照顾能力的影响ꎬ且目前针对不同生

长发育阶段流涎患儿适宜采取的流涎管理措施尚不清楚ꎮ
二、多学科协作模式在成人流涎症状管理中的应用现状

成人流涎症状管理的多学科团队成员类型及人数依患者

流涎的病因和并发症而定ꎬ其成员可包括医生(全科医生、牙
医、耳鼻喉科医生、康复科医生、呼吸科医生和神经学专家等)、
专科护士、言语治疗师、物理治疗师、营养师等[１] ꎬ团队成员在

对患者提供医疗服务时侧重对病因治疗及相关并发症的预防

和处理ꎮ
一项针对运动神经元病患者多学科干预的综述[２７]指出ꎬ组

建包含神经科医生、运动神经元病专科护士和物理治疗师等人

员的多学科团队ꎬ通过采取对症管理(流涎症状、呼吸道、营养

等管理)的措施可改善患者的流涎症状、降低呼吸道感染等并

发症和提高其生活质量ꎮ 另外ꎬ一篇关于卒中后流涎患者多学

科协作治疗的个案报道[２８] 指出ꎬ针对患者流涎病因及特点ꎬ康
复医生与患者共同制订治疗方案ꎬ并在当前治疗措施无效时ꎬ
依据流涎分级管理策略可将患者转诊至其它学科以接受进一

步的流涎治疗措施ꎬ此种多学科管理模式不仅可改善患者的流

涎症状、生活质量ꎬ也能提高患者的就医体验ꎮ
虽然多学科协作模式对流涎患者及家属具有较好的益处ꎬ

且相关指南[１０] 也提供了流涎症状评估、诊断及治疗的相关建

议ꎬ但多学科团队成员对成人患者的流涎症状仍缺乏重视ꎬ特
别是对肌萎缩侧索硬化患者ꎮ 尽管研究已证实ꎬ对肌萎缩侧索

硬化患者采取多学科协作模式具有较高的医疗和经济效益[２９] ꎬ
但团队成员常因关注肌萎缩侧索硬化患者的运动症状ꎬ而忽视

对流涎等非运动症状的重视[３０] ꎮ 最新一项关于多学科团队成

员对老年患者流涎症管理体验的质性研究[１７]中也再次指出ꎬ临
床医护人员对成人的流涎症状关注不足ꎬ且团队成员流涎症状

管理的相关知识和技能有待提升ꎮ 这提示除应提高多学科团

队成员对成人流涎症的重视度外ꎬ还需对其开展流涎症状管理

相关知识和技能的培训ꎬ提高其服务质量ꎮ

促进我国多学科协作流涎症管理模式发展的策略

一、制订并完善相关指南和专家共识

以德国多学科协作流涎症管理模式的发展为例ꎬ自 ２０１３ 年

德国制订相关的流涎管理指南[３１] 并倡导对流涎患者进行多学

科协作的管理模式后ꎬ德国流涎症的诊断和治疗等领域均得到

快速拓展ꎬ并随后进行了指南的更新[１０] ꎮ 由此可见ꎬ多学科协

作流涎管理模式要想在我国快速发展ꎬ相关权威组织或机构应

尽早制订相应的临床实践指南或专家共识ꎬ并明确该管理模式

的人员构成与职责、服务范围、服务内容、团队成员交叉协作的

规范标准、临床路径以及效果评价指标等内容ꎬ为推动多学科

协作流涎症管理模式的发展指明方向ꎮ
二、提高团队成员对流涎症管理的相关知识和技能水平

虽然国外多学科协作流涎管理模式已取得了一定成效ꎬ但
研究表明[１７]团队成员的流涎症管理知识与技能仍有待提高ꎮ
患者从就诊到接受多学科服务的时间常取决于医务人员对流

涎症的认识和重视程度ꎬ当医务人员缺乏相关知识和技能时ꎬ
不仅阻碍其向患者及家属提供多学科协作流涎管理的相关信

息ꎬ也会延迟患者的治疗时机ꎬ进而影响患者的治疗效果和生

活质量等[２９] ꎮ 因此ꎬ国内学者需先了解临床工作者对流涎症相

关知识和技能的掌握程度ꎬ再针对其薄弱点构建针对性的培训

课程ꎻ在培训阶段ꎬ培训者应注意培训对象对培训方式、效果等

内容的反馈ꎬ从而及时调整和完善培训内容ꎬ保障其服务质量ꎮ
三、加强流涎症状管理证据的汇总

尽管有临床指南[３２]建议ꎬ对所有受流涎症影响的患者均应

采取相应的治疗措施ꎬ但 Ｇａｌｖｉｎ 等[２９] 研究指出ꎬ仅有 ５２.７％的

患者接受了流涎治疗ꎬ这可能与缺乏相关高质量循证证据的支

持及无标准化的临床管理路径等有关[１７ꎬ３３] ꎮ 这亦提示需开展

更多大样本、随机对照研究进一步探索多学科协作流涎管理模

式的应用效果ꎬ并加强对国内外已有研究结果的证据推荐ꎬ为
临床实践提供科学依据ꎮ

四、研发决策支持工具和联合互联网＋ 以提高患者及家属

的参与度

患者及其家属是多学科协作流涎管理模式中关键的利益

相关者和决策者[１９] ꎬ促使其参与临床决策制订的过程ꎬ不仅便

于其了解治疗方案的相关内容ꎬ还可加强其与医务人员之间的

沟通ꎬ进而参与医疗决策[３４] ꎮ 目前ꎬ国外已有针对肌萎缩侧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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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化症患者的相关决策支持工具[３５] ꎬ帮助患者及其家属在面临

复杂临床决策处境时做出适宜的选择ꎮ 因此ꎬ国内学者亦可借

鉴国外经验ꎬ结合国内实际情况ꎬ制订本土化的决策支持工具ꎬ
提高患者及其家属的医疗决策参与度ꎮ

另外ꎬ互联网＋在医疗服务中的作用日渐突出[３６] ꎬ可通过远

程医疗为偏远地区的居家患者及家属提供流涎症相关内容的

健康指导和诊疗信息ꎬ协助其做好决策制定的准备和减少其不

良就医体验等ꎮ
综上所述ꎬ多学科协作的流涎管理模式可为流涎患者及家

属提供系统、优质的医疗服务ꎬ但基于国内多学科协作的流涎

管理模式尚不成熟ꎬ因此可借鉴国外先进经验ꎬ并结合国内实

际情况ꎬ构建和完善多学科协作的流涎管理模式ꎬ为临床实践

提供指导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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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作者编者
中华医学会杂志社对一稿两投问题处理的声明

为维护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的声誉和广大读者的利益ꎬ现将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对一稿两投和一稿两用问题的处理声明如下:
１ 本声明中所涉及的文稿均指原始研究的报告或尽管 ２ 篇文稿在文字的表达和讨论的叙述上可能存在某些不同之处ꎬ但这些

文稿的主要数据和图表是相同的ꎮ 所指文稿不包括重要会议的纪要、疾病的诊断标准和防治指南、有关组织达成的共识性文件、新
闻报道类文稿及在一种刊物发表过摘要或初步报道而将全文投向另一种期刊的文稿ꎮ 上述各类文稿如作者要重复投稿ꎬ应向有关

期刊编辑部做出说明ꎮ
２ 如 １ 篇文稿已以全文方式在某刊物发表ꎬ除非文种不同ꎬ否则不可再将该文投寄给他刊ꎮ
３ 请作者所在单位在来稿介绍信中注明文稿有无一稿两投问题ꎮ
４ 凡来稿在接到编辑部回执后满 ３ 个月未接到退稿ꎬ则表明稿件仍在处理中ꎬ作者欲投他刊ꎬ应事先与该刊编辑部联系并申述

理由ꎮ
５ 编辑部认为文稿有一稿两投嫌疑时ꎬ应认真收集有关资料并仔细核实后再通知作者ꎬ同时立即进行退稿处理ꎬ在做出处理决

定前请作者就此问题做出解释ꎮ 期刊编辑部与作者双方意见发生分歧时ꎬ应由上级主管部门或有关权威机构进行最后仲裁ꎮ
６ 一稿两用一经证实ꎬ期刊编辑部将择期在杂志中刊出其作者姓名和单位及撤销该论文的通告ꎻ对该作者作为第一作者所撰

写的一切文稿ꎬ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 ２ 年内将拒绝其发表ꎻ并就此事件向作者所在单位和该领域内的其他科技期刊进行通报ꎮ
中华医学会杂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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