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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吞咽障碍是指由于下颌、唇、舌、软腭、咽喉、食管等器官结

构和(或)功能受损ꎬ不能安全有效地把食物输送到胃内的过

程[１] ꎮ 脑卒中后吞咽障碍引起的误吸使患者死亡风险增加 ３
倍ꎬ其中需要肠内营养支持的患者 ３０ ｄ 内死亡率高达 ２８％ [２] ꎮ
目前ꎬ对于经积极吞咽康复治疗 ６ 个月以上仍不能经口进食的

慢性重度神经源性吞咽困难( ｓｅｖｅｒｅ ｃｈｒｏｎｉｃ ｎｅｕｒｏｇｅｎｉｃ ｄｙｓｐｈａ￣
ｇｉａꎬＳＣＮＤ)患者ꎬ仍缺乏有效的治疗方法[３] ꎮ 有研究报道ꎬ咽腔

电刺激(ｐｈａｒｙｎｇｅａｌ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 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ꎬＰＥＳ)可改善急性和恢

复期幕上卒中患者的吞咽功能ꎬ降低渗漏误吸评分[４￣６] ꎬ在重度

吞咽障碍中具有潜在疗效[７￣８] ꎮ
目前ꎬ临床上 ＰＥＳ 治疗参数为:方波ꎬ脉宽 １ ｍｓꎬ频率 ５ Ｈｚꎬ

每日１０ ｍｉｎ[５] ꎮ 该参数下ꎬＰＥＳ 的电刺激强度大于 ２０ ｍＡꎬ并存

在可能与刺激强度相关的不良反应ꎬ如恶心等[９] ꎮ 既往 ＰＥＳ 研

究对象基本均为大脑半球或幕上病变ꎬ仅有部分研究涉及了幕

下病变[７￣８ꎬ１０] ꎬ尚缺乏 ＰＥＳ 对 ＳＣＮＤ 长期作用的相关研究ꎮ 并且

ＰＥＳ 操作过程中存在定位困难的问题[９ꎬ１１￣１２] ꎮ 因此ꎬ本研究在

原有基础上对 ＰＥＳ 进行了改良ꎬ称之为咽腔感觉电刺激(ｐｈａ￣
ｒｙｎｇｅａｌ ｓｅｎｓｏｒｙ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 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ꎬ ＰＳＥＳ)ꎬ其参数为方波和三

角波的组合波ꎬ脉宽 １０ ｍｓꎬ频率 ５ Ｈｚꎬ每日 １０ ｍｉｎꎮ 本研究采

用 ＰＳＥＳ 治疗 １ 例 ＳＣＮＤ 患者ꎬ报道如下ꎮ
一、临床资料

现病史:患者ꎬ男性ꎬ３３ 岁ꎬ未婚ꎬ汉族ꎬ２０２１ 年 ５ 月 ９ 日因

“吞咽困难 ７ 月余” 入院ꎮ 患者 ７ 月前因蛛网膜下腔出血

(图 １Ａ)行左侧椎动脉瘤栓塞术ꎬ术后复查颅脑 ＣＴ 未见新发出

血(图 １Ｂ)ꎮ 后因呼吸衰竭行气管切开术ꎬ经抗感染、呼吸机辅

助呼吸、床边康复等治疗 ２ 个月后ꎬ拔除气切套管ꎮ 后经系统

康复治疗 ５ 个月仍不能经口进食ꎬ伴言语欠清、四肢活动欠

灵活ꎮ
既往史:患者 １ 岁时因右侧小脑半球星形细胞瘤行手术治

疗ꎬ术后饮食及日常活动正常ꎮ １ 年前测血压高未予诊治ꎮ
查体:神清ꎬ一般状况可ꎬ声音嘶哑ꎬ伸舌右偏ꎬ软腭抬升

差ꎬ悬雍垂偏左ꎬ咽反射消失ꎬ喉上抬不充分ꎮ 四肢肌力 ５－级ꎮ
双侧指鼻、轮替、跟膝胫试验阳性ꎮ 搀扶下可步行ꎮ

入院诊断:①左侧椎动脉瘤破裂伴蛛网膜下腔出血ꎬ吞咽

困难、构音障碍、共济失调ꎻ②高血压病 ３ 级、极高危组ꎮ
患者入院后采用功能性经口摄食量表(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ａｌ ｉｎｔａｋｅ

ｓｃａｌｅꎬ ＦＯＩＳ)评估ꎬ结果为 １ 分(完全不能经口进食)ꎬ给予间歇

胃管注食(每日 ６ 餐)ꎮ

　 　 注:图 １Ａꎬ颅脑 ＣＴ 结果示蛛网膜下腔出血(箭头所示)ꎬ枕骨

骨质缺损ꎮ 图 １Ｂꎬ颅脑 ＣＴ 结果示右小脑术后改变ꎬ右枕部硬膜下

积液ꎬ颅内动脉瘤栓塞术后改变(箭头所示)ꎬ蛛网膜下腔出血

图 １　 患者颅脑 ＣＴ 结果

视频透视吞咽检查 ( ｖｉｄｅｏｆｌｕｏｒｏｓｃｏｐｉｃ ｓｗａｌｌｏｗｉｎｇ ｓｔｕｄｙꎬ
ＶＦＳＳ) :患者在自然坐位下吞咽 ２ 号食物( １００ ｍｌ ６０％硫酸

钡混悬液与 ２ ｇ 增稠剂混合) ３ ｍｌꎬ造影显示口腔控制正常ꎬ
运送正常ꎬ吞咽启动明显延迟ꎬ渗漏￣误吸量表 ( ｐｅｎｅｔ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 ｓｃａｌｅꎬ ＰＡＳ) ８ 分(隐性误吸) ꎬ咳嗽力量弱ꎬ不
能有 效 清 除ꎮ 改 良 钡 剂 吞 咽 障 碍 评 估 (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ｂａｒｉｕｍ
ｓｗａｌｌｏｗｉｎｇ ｓｔｕｄｙ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ｔｏｏｌ ｆｏｒ ｓｗａｌｌｏｗｉｎｇ ｉｍｐａｉｒｍｅｎｔꎬ
ＭＢＳＩｍｐ) [１３] (图 ２Ａ) ꎮ

软管喉内窥镜吞咽功能检查( ｆｌｅｘｉｂｌｅ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ｉｃ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ｗａｌｌｏｗｉｎｇꎬ ＦＥＥＳ) [１４]结果显示ꎬ喉前庭分泌物持续存在(提
示 Ｍｕｒｒａｙ 分级[１５] ３ 分)ꎻ左侧声带内收外展减弱ꎬ右侧声带固

定ꎬ舌根后缩减弱ꎬ无自主吞咽ꎻ会厌谷中度残留(Ｙａｌｅ 分级[１６]

４ 分ꎬ会厌韧带不可见)、双侧梨状窦重度残留(Ｙａｌｅ 分级 ５ 分ꎬ
绿染食物溢到杓状会厌襞)ꎻ存在隐性误吸(ＰＡＳ ８ 分)ꎻ咳嗽力

量弱ꎬ不能有效清除ꎬ需吸痰(图 ２Ｂ)ꎮ
高分辨率测压 ( ｈｉｇｈ￣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ｍａｎｏｍｅｔｒｙꎬ ＨＲＭ) 结果显

示ꎬ患者吞咽 ２ 号食物 ３ ｍｌ 时ꎬ下咽峰值压力为 ２８.４ ｍｍＨｇꎬ腭
咽峰值压力为 ３２. ４ ｍｍＨｇꎬ食管上括约肌 ( ｕｐｐｅｒ ｅｓｏｐｈａｇｅａｌ
ｓｐｈｉｎｃｔｅｒꎬ ＵＥＳ) 平均静息压为 ３６. ３ ｍｍＨｇꎬ平均残余压为

３.４ ｍｍＨｇꎬ松弛持续时间 ６４０ ｍｓ(图 ２Ｃ)ꎮ 患者主动咳嗽分

级[１７]为 ２ 分(咳嗽声音微弱)ꎮ
入院后评估提示患者吞咽启动延迟ꎬ气道保护功能弱ꎬ咽

缩肌无力ꎬ环咽肌开放不完全ꎮ患者入院后行常规吞咽障碍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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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图 ２ＡꎬＶＦＳＳ 示患者进食 ２ 号食物 ３ ｍｌ 出现隐性误吸(ＰＡＳ ８ 级)(红色箭头)ꎬ不能有效清除ꎻＵＥＳ 未开放ꎮ 图 ２ＢꎬＦＥＥＳ 示患者进食 ２
号食物 ３ ｍｌ 时ꎬ会厌谷及双侧梨状窦中重度残留ꎻ存在隐性误吸ꎻ咳嗽力量弱ꎬ不能有效清除(红色箭头)ꎮ 图 ２Ｃꎬ治疗前 ＨＲＭ 示患者下咽收缩

压 ２８.４ ｍｍＨｇ (正常值范围 １１０~２００ ｍｍＨｇꎬ红色箭头)
图 ２　 患者 ＰＳＥＳ 治疗前 ＶＦＳＳ、ＦＥＥＳ 及 ＨＲＭ 结果

复治疗[１]１５ ｄ 仍无好转ꎬ考虑加用 ＰＳＥＳ 治疗ꎮ 患者及家属签

署知情同意书后ꎬ开始行喉镜和肌电定位下 ＰＳＥＳ 治疗(图
３Ａ)ꎮ 采用德国 Ｚｉｍｍｅｒ 公司产 ＰＳＥＳ 仪对患者进行治疗ꎬ参数

为方波和三角波的组合波ꎬ脉宽 １０ ｍｓꎬ频率 ５ Ｈｚꎬ每日 １０ ｍｉｎꎬ
刺激强度按每次 ０.５ ｍＡ 的幅度增加ꎬ患者开始感受到刺激时为

感受阈ꎬ感到疼痛不适、不想再增加刺激强度时为耐受阈ꎬ最终

刺激值＝感受阈＋７５％(耐受阈－感受阈)(图 ３Ｂ)ꎮ
经 ２８ 次 ＰＳＥＳ 治疗后(总周期 ３９ ｄ)ꎬ患者可右转头进食高

稠食物ꎬ每次约 ２００ ｍｌ(ＦＯＩＳ ３ 分)(图 ３Ｃ)ꎮ ＰＳＥＳ 强度随刺激

次数增加而减小ꎬ并稳定在 ８ ｍＡ 以下(图 ３Ｄ)ꎮ 治疗 ２８ 次后

复查:①ＶＦＳＳ 示患者自然坐位进食 ２ 号食物 ３ ｍｌ 时ꎬ口腔控制

正常ꎬ运送正常ꎬ吞咽启动延迟ꎬ可有效清除(ＰＡＳ ３ 分)ꎻＵＥＳ
开放情况好转(ＭＢＳＩｍｐ 评分 １ 分)(图 ４Ａ)ꎻ②ＦＥＥＳ 示患者右

转头进食 ２ 号食物 ３ ｍｌ 时ꎬ喉前庭分泌物持续存在(Ｍｕｒｒａｙ 分

级 ３ 分)ꎻ左侧声带内收外展正常ꎬ右侧声带活动减弱ꎬ舌根后

缩减弱ꎬ吞咽频率为每分钟 ３ 次ꎻ会厌谷及双侧梨状窦微量残

留(Ｙａｌｅ 分级 ２ 分ꎬ可见微量绿染食物痕迹)ꎻ偶有渗漏可自主

清除(ＰＡＳ ３ 分)ꎻ咳嗽力量好转ꎬ可有效清除(图 ４Ｂ)ꎻ③ＨＲＭ
示患者右转头吞咽 ２ 号食物 ３ ｍｌ 时ꎬ 下咽峰值 压 力 为

９７.７ ｍｍＨｇꎬ腭咽峰值压力为 １２０.１ ｍｍＨｇꎬＵＥＳ 平均静息压为

５３.３ ｍｍＨｇꎬ平均残余压为 ３.３ ｍｍＨｇꎬ松弛持续时间为 ６９０ ｍｓ
(图 ４Ｃ)ꎮ 患者吞咽启动、协调性、咽缩肌收缩、气道保护、环咽

肌开放均较前改善ꎮ 主动咳嗽分级[１７]５ 分(可连续较大力量咳

嗽)ꎮ 相关功能评估结果见表 １、表 ２ꎮ

随访 ９０ ｄꎬ患者可右转头进食饺子、香蕉、粥ꎬ每次 ３００ ~
４００ ｍｌꎬ每日 ２~３ 次(ＦＯＩＳ ６ 分)ꎮ 无发热、咳痰等感染症状ꎮ

二、讨论

本研究采用 ＰＳＥＳ 治疗慢性重度幕下出血后吞咽障碍ꎬ取
得了良好的治疗效果ꎮ 患者经常规吞咽治疗 ７ 月余无好转

(ＦＯＩＳ １ 分)ꎬ经 ２８ 次 ＰＳＥＳ 治疗后ꎬ其下咽收缩压力、残留、渗
漏、误吸、咳嗽能力均得到明显改善ꎬ可经口进食中稠食物

(ＦＯＩＳ ３ 分)ꎬ后停用 ＰＳＥＳꎬ仅进行常规的吞咽康复训练ꎬ９０ ｄ
后随访时ꎬ患者可进食多种性状食物(ＦＯＩＳ ６ 分)ꎮ 因前 ７ 个月

的常规治疗未见明显疗效ꎬ故该例 ＳＣＮＤ 患者吞咽功能明显好

转的原因可能与 ＰＳＥＳ 有关ꎮ 虽有好转ꎬ但患者后续吞咽功能

的整体协调还需配合常规吞咽治疗ꎮ 表明延长治疗周期的

ＰＳＥＳ 对幕下病变引起的 ＳＣＮＤ 可能具有积极疗效ꎮ ＰＳＥＳ 结合

喉镜及肌电采集设备可快速准确定位ꎬ操作者经培训后ꎬ可在

２０ ｍｉｎ 内完成操作ꎬ且 ＰＳＥＳ 治疗强度多小于 １０ ｍＡ(咽部感觉

神经可能对 ＰＳＥＳ 具有更高的敏感性)ꎬ副作用小ꎮ ＰＳＥＳ 在

ＳＣＮＤ中的有效性和安全性ꎬ尚需大规模多中心临床实验进一步

验证ꎮ
目前ꎬＰＳＥＳ 的作用机制尚未阐明ꎬ可能与 ＰＥＳ 的作用机制

相似ꎬ如通过增加吞咽皮质的兴奋性及兴奋范围ꎬ增强咽部的

感觉输入ꎬ进而提高脑损伤后的神经可塑性、促进功能恢复[１８] ꎻ
或通过提高唾液中促进吞咽反射的神经肽—Ｐ 物质[１９] 水平ꎬ
“正反馈”促进吞咽反射等ꎮ 上述机制是否与 ＰＳＥＳ 有所关联ꎬ
尚需进一步研究ꎮ

表 １　 治疗前、后患者的吞咽评估结果

ＦＯＩＳ(分) ＰＡＳ(分) ＭＢＳＩｍｐ(分) Ｍｕｒｒａｙ 分级(分) Ｙａｌｅ 分级(分)
会厌谷 梨状窦(左 / 右)

主动咳嗽分级
(分)

治疗前 １ ８ ３ ３ ４ ５ / ５ ２
治疗后 ３ ３ １ ３ ２ ２ / ２ ５

表 ２　 治疗前、后患者的咽腔测压结果

腭咽峰值压力
(ｍｍＨｇ)

下咽峰值压力
(ｍｍＨｇ)

ＵＥＳ 平均静息压
(ｍｍＨｇ)

ＵＥＳ 平均残余压
(ｍｍＨｇ)

松弛持续时间
(ｍｓ)

治疗前 ３２.４ ２８.４ ３６.３ ３.４ ６４０
治疗后 １２０.１ ９７.７ ５３.３ ３.３ ６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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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图 ３ＡꎬＰＳＥＳ 首次喉镜下定位可见导管刺激电极与咽缩肌接触良好时ꎬ咽部肌电信号稳定在 ２０ μＶ 以下ꎬ当患者吞咽时肌电信号明显升

高ꎮ 图 ３ＢꎬＰＳＥＳ 治疗参数ꎻ图 ３Ｃꎬ随时间变化ꎬ患者每次进食量情况ꎮ 图 ３ＤꎬＰＳＥＳ 强度随刺激次数增加而减小ꎬ并稳定在 ８ ｍＡ 以下

图 ３　 患者 ＰＳＥＳ 治疗参数及进食量变化

　 　 注:图 ４ＡꎬＶＦＳＳ 示患者进食 ２ 号食物 ３ ｍｌ 无误吸(ＰＡＳ ３ 级)ꎻ可有效清除ꎻＵＥＳ 开放好转(红色箭头)ꎮ 图 ４ＢꎬＦＥＥＳ 示患者进食 ２ 号食物

３ ｍｌ时ꎬ会厌谷和双侧梨状窦微量残留(红色箭头)ꎬ偶有渗漏可自主清除(ＰＡＳ ３ 级)ꎮ 图 ４ＣꎬＨＲＭ 示患者下咽收缩压 ９７.７ ｍｍＨｇ(红色箭头)
图 ４　 患者 ＰＳＥＳ 治疗后 ＶＦＳＳ、ＦＥＥＳ 及 ＨＲＭ 结果

６３１１ 中华物理医学与康复杂志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第 ４３ 卷第 １２ 期　 Ｃｈｉｎ Ｊ Ｐｈｙｓ Ｍｅｄ Ｒｅｈａｂｉｌꎬ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２１ꎬ Ｖｏｌ. ４３ꎬ Ｎｏ.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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