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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共识

基金项目：空军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新技术新业务（编号：ＬＸ２０２１

４２７）

通信作者：孙沫逸　Ｅｍａｉｌ：ｍｏｙｉｓｕｎ＠１６３．ｃｏｍ

口腔颌面部肿瘤术后吞咽障碍的评估和康复管理专家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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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１００３２西安，口颌系统重建与再生全国重点实验室，国家口腔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陕西省口
腔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空军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医疗康复科，２．口颌系统重建与再生全国重点
实验室，国家口腔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陕西省口腔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空军军医大学第三附属

医院口腔颌面头颈肿瘤科；３．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口腔颌面－头颈肿瘤科；４．中山大
学附属口腔医院；５．中南大学湘雅口腔医院；６．口腔疾病防治全国重点实验室，国家口腔医学中心，国
家口腔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头颈肿瘤外科；７．武汉大学口腔医学院；８．徐州
市中心医院；９．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头颈外科；１０．青岛大学附属医院口腔颌面外科；１１．北京大
学口腔医学院口腔颌面外科；１２．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口腔颌面外科；１３．新疆医科大学口腔医
学院；１４．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１５．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口腔科；１６．西安交通大学口
腔医院；１７．吉林大学口腔医院口腔颌面外科；１８．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暨河北省肿瘤医院；１９．青海
大学附属医院；２０．贵州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２１．广西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２２．南昌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口腔颌面外科；２３．湖北医药学院附属太和医院口腔科

【摘要】　 手术治疗是口腔颌面部肿瘤的主要治疗手段，吞咽障碍是患者术后的常见并发症。吞咽障碍不但可导致误吸、营养不良、吸

入性肺炎等严重后果，还可能引发心理问题和社会交往障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目前国内针对口腔颌面部肿瘤术后合并吞咽障碍

的问题尚缺乏一个系统的评估和康复治疗管理方案。在前期临床实践的基础上，结合口腔颌面肿瘤患者术后吞咽障碍的特点及总结

颌面肿瘤外科和康复领域专家的临床经验，回顾和总结国内外相关文献，组织相关专家经共同讨论，从吞咽障

碍的筛查、评估和康复治疗管理的实施方案等核心内容方面达成共识，以期为临床相关工作提供参考。

【关键词】　口腔颌面部肿瘤；吞咽障碍；康复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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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ｄｍｏ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ｇｒｏｕｐｏｆ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ｘｐｅｒｔｓｒｅａｃｈｅｄｔｈｉｓ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ｔｈｅｃｏｒｅｃｏｎｔｅｎｔｓｏｆｔｈｅ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ｏｆｓｗａｌｌｏｗｉｎｇ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ｓ，ｔｈｅ
ｐｈａｓｅｄ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ｏｆｐｒｏｇｎｏｓｉｓａｎｄ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ｔｈｅ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ｐｌａｎｏｆ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ｓｕｃｈａｓ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ｓｗａｌｌｏｗｉｎｇ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ｒｅｃｏｖｅｒｙ，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ｎｕｒｓｉｎｇｄｕｒｉｎｇｒｅｈａｂｉｌｉｔａｔｉｏｎ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ｉｎｏｒｄｅｒｔｏ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ｅｖａｌｕａ
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ｅｈａｂｉｌｉ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ｗａｌｌｏｗｉｎｇ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ａｆｔｅｒｏｒａｌａｎｄｍａｘｉｌｌｏｆａｃｉａｌｔｕｍｏｒｓｕｒｇｅｒｙｉｎｃｌｉｎｉｃ．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Ｏｒａｌａｎｄｍａｘｉｌｌｏｆａｃｉａｌｔｕｍｏｒｓ；Ｄｙｓｐｈａｇｉａ；Ｒｅｈａｂｉｌｉｔａｔｉｏｎ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口腔颌面部肿瘤（ｔｕｍｏｒｓｏｆｏｒａｌａｎｄｍａｘｉｌｌｏｆａｃｉａｌｒｅ
ｇｉｏｎ）是口腔颌面外科常见的疾病。如为恶性肿瘤，治
疗上主要以手术治疗为主，辅以放疗和化疗等。其导致

吞咽功能障碍的原因可以是肿瘤本身，亦可以是肿瘤手

术或放疗和化疗治疗后的并发症，可能更为复杂，常常

为器质性和功能性并存，故将这类吞咽功能障碍定义为

口腔颌面部肿瘤相关的吞咽功能障碍。近年来随着口

腔颌面部肿瘤患者增加，术后受吞咽障碍困扰的患者也

逐年增加，选择合适的方法评估吞咽障碍的严重程度并

进行系统规范化的康复功能训练对提高该类肿瘤患者

术后的生活质量非常重要。

１　定义

吞咽障碍（ｄｙｓｐｈａｇｉａ，ｄｅｇｌｕｔｉｔｉｏｎ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ｓ，ｓｗａｌｌｏ
ｗｉｎｇ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ｓ）是指由于与咀嚼、吞咽有关的器官结构
和（或）功能受损，不能安全有效地把食物由口经食管输

送到胃内的一组临床表现。按解剖结构异常分类，分为

神经性和结构性吞咽障碍。口腔颌面肿瘤患者术后的

吞咽障碍多为结构性吞咽障碍。

２　口腔颌面部肿瘤对患者吞咽功能的影响因素

吞咽障碍在口腔颌面部肿瘤开始治疗前并不罕

见［１－２］。相比于治疗前，治疗后吞咽障碍非常常见。吞

咽障碍的发生和严重程度取决于肿瘤大小、部位、手术

治疗的方式等。

２．１　原发肿瘤相关因素
肿瘤大小、位置和分期影响治疗前吞咽功能。肿瘤

越大，分期越高，手术切除后缺损及重建范围越大，吞咽

功能影响越严重。与口腔其他部位（唇、口底、软硬腭

等）相比，舌癌对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最大［３］。

２．２　手术相关因素
手术切除肿瘤的同时可能还需要切除相关的吞咽

结构，涉及肌肉和神经，导致感觉运动功能障碍和吞咽

不协调。另外，手术后采用皮瓣修复重建，可能会导致

食物通过口腔时间延长，吞咽效率低下。临床观察游离

皮瓣移植术后患者进食后口腔残留物相对较少［４］。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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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柔韧的皮瓣能增加舌的功能，有助于吞咽功能恢

复［５］。前臂桡侧游离皮瓣（ｒａｄｉａｌｆｏｒｅａｒｍｆｒｅｅｆｌａｐ，
ＲＦＦＦ）的神经化重建半舌切除术缺损可降低胃管依赖
性并改善吞咽液体和固体的范围［６］。股前外侧皮瓣

（ａｎｔｅｒｏｌａｔｅｒａｌｔｈｉｇｈｆｌａｐ，ＡＬＴ）修复术能更好的改善患
者的咀嚼、吞咽、言语及口腔闭合功能［７］。

２．３　综合疗法相关因素
与单纯手术相比，术后接受放疗和化疗的患者吞咽

障碍的发生率较高，吞咽功能恢复较慢［８］。同样，在放

疗基础上增加化疗会增加吞咽障碍的发生率［５］。另外，

张口受限、吞咽疼痛、唾液腺功能障碍及肌肉纤维化等

放疗相关并发症对吞咽功能有累积恶化的影响，会延长

胃管留置时间［８－１０］。

２．４　其他因素

年龄与肿瘤相关吞咽障碍的基线值有关［１１］。术前

有合并症的患者术后对吞咽功能会有影响［１０］，术前有

肺部感染等合并症患者术后易发生呛咳，从而引发吸入

性肺炎［１２］，常需气管切开。有糖尿病及肝肾功能损害

等全身系统性疾病时会增加手术后切口感染的发生

率［１３］，影响伤口愈合，延长吞咽功能恢复时间。

３　口腔颌面部肿瘤术后患者吞咽障碍的临床表现和
　 并发症

３．１　常见的临床表现
口腔颌面部肿瘤手术切除的部位和范围不同对吞

咽障碍的影响不同，切除影响吞咽的关键部位以及手术

切除范围越大，吞咽功能影响越严重（表 １）：
３．２　直接导致吞咽障碍的治疗引起的并发症

表１　口腔颌面肿瘤部手术切除的部位和范围不同对吞咽障碍的影响

手术切除部位 吞 咽 问 题

唇部 流涎，口腔前部食物流失

舌 　舌尖 食物控制、口腔清除能力下降、咀嚼困难

　舌体 食物控制、食团向后推送能力下降

　舌根 喉上抬及舌运动受限、食团推送困难及误吸风险增加

上颌骨 食物鼻腔反流，影响咬合和咀嚼

下颌骨 残留物增多，张口困难，影响咬合和咀嚼

软腭 影响食团推送、腭咽闭合不全、鼻咽反流

舌骨上肌群 舌骨喉复合体位移减少［１４］，误吸增加

颊部 张口受限、食物流失，食物残渣留存、咀嚼困难

注：如涉及多部位切除，可能导致多种吞咽问题

　　手术治疗后可能出现感染、出血、呼吸困难、皮瓣
坏死、瘘管形成、味觉和嗅觉的改变、黏膜炎等并发症。

放射治疗引起皮肤软组织的纤维化、唾液分泌的质和

量、持续的口干、口腔运动和清洁不良、张口困难、牙齿

放射性龋及残缺、脱落等并发症会导致吞咽障碍。

４　吞咽障碍的筛查和评估

４．１　筛查与评估时机
患者住院期间的评估一般在入院后２４ｈ内、术后

７～１０ｄ、拔除胃管前、吞咽治疗前后。出院后的评估
一般在术后半年内１次／月，半年后１次／３月，１年后
３～４次／年。３～５年后１～２次／年。但如患者自我感
觉或自我筛查有吞咽变化时，应随时评估。对于放疗

患者，放疗前及放疗后的前 ３个 月，每月评估一次。
放疗半年后根据患者吞咽障碍的情况和训练的效果进

行评估［１５］。

４．２　筛查与评估方法

吞咽障碍的治疗始于准确的评估。评估包括吞咽

功能筛查，临床评估和（或）仪器评估。筛查和评估由

经过接受理论和操作技能培训的医生、护士或治疗师

来完成，以保证评估结果的一致性。

４．２．１　吞咽障碍筛查　评估流程由筛查开始。其主
要目的是筛查出存在吞咽障碍的高危人群，然后根据需

要做进一步的临床功能评估和（或）仪器检查（表２）。
　　要点１：临床常用的筛查工具（或方法）因敏感性
和特异性不同，可以采用不同的组合并结合相关的临

床体征综合分析，以确保得到更为准确的判断。同时

要考虑筛查工具（方法）的便利性和患者的接受度，并

且能识别出核心问题。但同时我们应知道吞咽筛查在

口腔颌面部肿瘤术后患者应用的局限性。

４．２．２　吞咽障碍临床评估（床旁检查）（表 ３）
　　要点２：口腔颌面部肿瘤术后吞咽障碍评估是非
常重要的。其中吞咽障碍评估量表包括临床医务人员

测量量表和患者自评量表。因各种量表评估的侧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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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吞咽障碍的筛查

筛　查 方法和结果

初步筛查
用吞咽障碍简易筛查表进行筛查。如有一项症状经常出现及多个症状偶尔出现，即为高风险摄食

－吞咽障碍患者

吞咽功能临床筛查

反复唾液吞咽试验：是评估患者反复吞咽能力的一种安全的检查方法，与误吸的相关性高，可作为

术后进行饮水试验的预测工具。观察和计数患者３０ｓ内吞咽次数和喉上抬的幅度。
９０ｍＬ饮水试验：确定患者是否能够经口进食。若患者通过了 ９０ｍＬ饮水筛查，可以推荐经口进

食，不必进行额外的检查［１６］。

多伦多床旁吞咽筛查试验：该试验主要是观察舌的活动、咽部敏感度、饮水试验前后是否有发声困

难以及５０ｍＬ吞水试验［１７－１８］。

安德森吞咽困难量表：该量表分别从总体、生理、社会及情绪４个维度评估头颈肿瘤患者的吞咽困
难严重程度及其给患者造成的影响。分数越低，吞咽困难越严重。

表 ３　吞咽障碍的临床评估

评　估 评估内容

病史评估
了解患者的既往史、现病史、治疗经过，重点针对吞咽相关的病史及治疗经过进行详细询问。结

合相关量表评估患者全身情况和吞咽障碍情况。

颌面部查体及量表测定

口腔面肌／脑神经功能评估：评估唇、腭、舌、颊部、上下颌骨等与吞咽有关的解剖结构是否对称
完整、运动和感觉功能、咀嚼肌的力量，如闭唇和鼓腮、张口度和舌运动功能等，应在静止和功能

性运动过程中观察结构。其次还包括吞咽反射、咳嗽反射等检查。

口腔颌面部肿瘤评估：口腔颌面部肿瘤术前术后主要从肿瘤位置、大小、分期、对周围组织的浸

润程度，是否影响舌、颊肌、软腭、咽喉肌等参与吞咽的解剖结构、神经反射以及预期手术或放化

疗治疗、功能重建技术后对患者吞咽功能的影响等。

临床评估

床旁进食评估（容积－黏度测试）：容积－黏度测试（ｖｏｌｕｍｅｖｉｓｃｏｓｉｔｙｓｗａｌｌｏｗｔｅｓｔ，ＶＶＳＴ）。主要
是对吞咽安全性和有效性的风险进行评估，帮助患者选取最合适的液体容积和稠度。

直接摄食评估：重点观察患者安全进食和吞咽的食物量、进食吞咽时间、呼吸和吞咽的协调情

况、安全吞咽的食物性状以及患者可否安全吞服药物。

注：吞咽障碍评估量表包括临床医务人员测量量表和患者自评量表。临床医务人员测量量表有：舌活动度量表、下颌活动度量表、

功能性口腔进食量表、头颈部行为状态量表。患者自我评估量表有：安德森吞咽困难量表、饮食评估量表、吞咽障碍指数、悉尼

吞咽问卷、吞咽生命质量量表

不同，在实际运用过程中，建议患者尽可能完成全部量

表以准确评估患者存在的吞咽问题。

４．２．３　吞咽障碍仪器评估　对咽期进行可视化的影
像学评估是非常必要的［１９］。对于仪器的选择，应基于

评估的原因、需要获取的重点信息、患者因素及仪器本

身的优缺点。吞咽造影评估（ｖｉｄｅｏｆｌｕｏｒｏｓｃｏｐｉｃｓｗａｌｌｏ
ｗｉｎｇｓｔｕｄｙ，ＶＦＳＳ）的好处是可以更好了解吞咽过程中
的情况，可对口腔期、食管期进行评估，也是唯一直接

确定吞咽障碍患者发生误吸的途径，可评估术后渗漏。

软式喉内窥镜吞咽功能评估（ｆｌｅｘｉｂｌｅ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ｉｃｅｘａｍ
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ｗａｌｌｏｗｉｎｇ，ＦＥＥＳ）可评估肿瘤或结构异常对
吞咽的影响、进餐过程中的吞咽情况、手术后是否适合

开始用口进食以及评估分泌物的管理，对饮水试验时

误吸的敏感性较高。评估在仪器使用过程中我们可以

用一些测量工具来帮助我们把测量结果标准化。测量

工具有：渗漏误吸量表、吞咽动态成像等级、咽喉水肿

量表和吞咽可视化分析。

要点３：ＶＦＳＳ和 ＦＥＥＳ是确定吞咽障碍的金标
准，依据患者情况与评估的目的针对性选择，两者均可

用于评估代偿性吞咽策略。ＶＦＳＳ可指导吞咽障碍的
康复管理。ＦＥＳＳ常用于评估治疗前基线吞咽功能和
治疗后长期监测。

４．２．４　其它评估方法　除了影像评估外，非影像评估
吞咽功能的方法有舌压测量（判断舌肌力量）、咽腔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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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咽腔和食道压力变化）和肌电图（可观察皮瓣修复

后的肌电活动）。

４．２．５　吞咽障碍评定记录、报告及诊断　经过上述筛
查和评估流程，我们可以了解患者吞咽障碍是处于口

腔前期、口腔期、咽期还是食管期以及造成吞咽障碍的

可能的原因、发生障碍时导致的问题，进而从临床评

估、量表评估和仪器评估结果等方面记录患者存在的

吞咽问题并做出功能诊断，以此为依据制定康复治疗

的策略、预期达到的近远期目标、康复计划的实施等，

从而得到一个完整的吞咽障碍病例报告。

要点４：评估的目的是了解吞咽障碍的严重程度、
预后；找出吞咽过程中存在的解剖和生理异常；预防并

发症；为制定治疗方案、评价康复治疗效果、指导安全

进食和吞咽健康宣教提供客观依据。早期识别和阶段

性评估可减少口腔颌面部肿瘤术后患者吞咽障碍的发

生率。评估应由多学科评估开始，应在肿瘤治疗前、治

疗后以及长期观察三个阶段分别评估。通过术前评估

了解患者基线吞咽功能，帮助患者制定康复目标，提供

有关手术预期吞咽的影响和康复治疗的教育，提高治

疗后的依从性吞咽康复的成功率。术后评估可以了解

患者手术涉及的肌肉和神经、是否有气切管，制定康复

目标，选择康复训练或代偿性策略。术后评估通常在

切口愈合后尽早开始。长期观察主要针对放疗后软组

织纤维化、淋巴水肿等慢性并发症。同时检查患者吞

咽训练的效果，督促患者坚持锻炼，减缓吞咽功能障碍

的发展，提高生活质量。

４．２．６　吞咽障碍筛查和评估流程　筛查与评估应贯
穿于患者治疗的整个环节。从入院开始首先进行初步

筛查，对筛查有问题的患者即进行临床评估和仪器评

估。在治疗前、治疗中、治疗后根据患者的反应制定或

调整方案。具体流程见图 １。

图 １　吞咽障碍筛查和评估流程

５　吞咽障碍的康复管理

吞咽障碍康复管理在于通过综合治疗改善吞咽功

能，应按计划分阶段实施，每个阶段有不同的治疗侧重

点和目标，应循序渐进进行，但可根据患者状况的改变

相应调整。

５．１　吞咽代偿策略
通过对吞咽行为的调整或者吞咽姿势、吞咽技术

的改变、食物调整，改善食团摄入。

５．１．１　吞咽姿势的调整　吞咽时通过头颈等部位的
姿势调整，可改善吞咽时的误吸和残留，消除呛咳等症

状［２０－２１］。通过吞咽造影检查，先确定有效的吞咽姿

势，再根据有效姿势指导患者进行安全吞咽。常用的

姿势有、仰头吞咽、低头吞咽、转头或头旋转吞咽、空吞

咽及交互吞咽（表 ４）。
５．１．２　食物调整　食物性状常对患者的吞咽过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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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口腔颌面部肿瘤术后吞咽障碍的代偿策略

吞咽障碍的表现 代偿策略

前侧食物流失 头部向未受影响的一侧倾斜

舌后推进不良 头向后侧倾斜；直接吞咽；特殊管

饲（专用工具）

清除口腔残留物困难 头部向未受影响的一侧倾斜

后侧食物流失 低头

张口困难 将食物切成小块；使用浅碗勺；用

吸管喝液体

咀嚼困难 将食物切成小块；改变食物性状

误吸 健侧半卧位

影响。为了保证患者安全有效的进食，可以通过调节

食物的性状来实现。例如，向液体中添加增稠剂可减

缓流速，减少误吸和呛咳的机会［２２］。固体食物通过软

化、搅拌或切碎，达到需要较少咀嚼能力及更容易在口

中控制的程度。调整每口量，利于食团在口腔形成、向

咽腔推送后顺畅进入食道。其次还可以对进食工具和

进食环境进行调整。

　　要点５：口腔颌面部肿瘤手术后吞咽障碍的管理
从术后伤口充分愈合即可开始介入康复治疗，越早越

好。术后无重建的患者，术后２周左右即可开始训练。
有重建者康复训练的时间依重建的范围和手术愈合的

时间由医生评估后进行。其中预康复（指在肿瘤诊断

后治疗前进行康复干预）非常重要。它在维持经口进

食方面有显著优势，从而改善患者吞咽相关的生活质

量和治疗后吞咽功能的恢复。康复手段包括吞咽代偿

策略（吞咽姿势改变、食物调整）、吞咽功能训练。干

预目标在于通过最小的限制和调整获得安全有效的吞

咽。吞咽功能训练应贯穿于吞咽康复的整个过程。另

外，功能重建技术对于维持吞咽功能起到重要作用。

５．２　吞咽训练
　　吞咽功能训练的各种方法根据患者吞咽障碍的不
同表现而选择，常常是在吞咽康复操的基础上增加针

对性训练，多种方法互补促进，协同发挥作用（表 ５）。
　　手术后部分患者的吞咽功能可自行恢复或通过自
行矫正恢复，但大部分患者吞咽功能仍有影响。在保

证患者安全的情况下，可通过早期康复训练发挥残留

吞咽组织的补偿运动功能，促进吞咽功能的恢复。

５．２．１　口腔运动训练
５．２．１．１　吞咽康复操　借助小工具或徒手做唇、下
颌、面颊部、舌、软腭、咽部等的牵拉、伸展等练习，提高

吞咽肌肉的协调性，从而增加吞咽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表 ５　口腔颌面部肿瘤术后吞咽障碍的功能训练策略

吞咽障碍的表现 康复训练策略

唇无力、流涎 唇部力量训练；抗阻训练

张口困难 张口伸展；开口训练；下颌伸展训练

面颊无力，咽腔清理困难 口腔运动训练；舌肌运动即抗阻训练

呛咳、误吸 声门上吞咽训练

颈肩灵活度减低 头颈部伸展训练

局部组织纤维化／瘢
痕形成

按摩；主动和被动拉伸

淋巴水肿 徒手淋巴引流；肌筋膜释放

呼吸吞咽不协调 呼吸吞咽协调训练（ＲＳＣＴ）
咳嗽减弱 自主咳嗽技能训练（ＶＣＳＴ）
口鼻漏、腭咽闭合不全 赝复体修复或口腔组织瓣修复手术

包括：唇部训练、夹舌吞咽、下颌伸展训练、软腭训练、

鼓腮训练、用力吞咽、头颈部伸展运动、舌伸展运动等。

５．２．１．２　舌肌运动康复及抗阻训练　通过舌肌康复
训练器被动牵拉或做抗阻运动，提高舌活动能力的一

种训练方法，是一种正反馈训练技术［２３－２４］。其作用是

提高舌肌力量和灵活性，增强舌的运动和感觉功能，从

而改善对食团的控制能力。

５．２．１．３　张口困难　可以进行基本张口伸展、堆叠压
舌板、开口训练器械、Ｔｈｅｒａｂｉｔｅ／ＯｒａｓｔｒｅｔｃｈＰｒｅｓｓ的方法
进行。

５．２．１．４　舌制动法（Ｍａｓａｋｏ训练法）　吞咽时通过对
舌的制动增加舌根力量，使咽后壁前突与贴近舌根部，

延长舌根与咽喉壁的接触时间，促进咽后壁肌群代偿

性向前运动［２５－２６］。

５．２．１．５　Ｓｈａｋｅｒ训练法　通过提高舌骨喉复合体向
上向前移动，增强食道上段括约肌开放的力量，降低下

咽腔压力，减少咽部食物残留和改善误吸［２７－２８］。

　　一般情况下，口腔内切除术后的治疗训练包括舌
活动度训练和牵拉训练。咽切除后患者可以采用

Ｍａｓａｋｏ训练、门德尔松手法训练、用力吞咽法、用力滑
音训练和Ｓｈａｋｅｒ训练增加舌、咽肌和喉上抬肌群的力
量。除此之外，下颌运动训练和ＴｈｅｒａＢｉｔｅ张口训练装
置在预防和治疗张口受限方面具有价值。

５．２．２　口腔感觉训练　口腔吞咽器官感觉训练包括：
触觉刺激、舌根及咽喉壁冷刺激与空吞咽、味觉刺激。

主要是增强患者口腔期的感觉及运动功能，对吞咽失

用、食物感觉失认、口腔期和咽期启动延迟患者尤为重

要。另外，早期开展呼吸训练也可增强吞咽器官对呼

吸气流的感知，从而改善吞咽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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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３　气道保护方法　气道保护方法主要是通过增
加吞咽器官的运动范围，提高患者对感觉和运动协调

控制，避免误吸和安全有效吞咽。

５．２．３．１　Ｍｅｎｄｅｌｓｏｈｎ吞咽法　通过增加喉和舌骨的
运动，延长环咽肌开放的时长，增强喉上抬的幅度，从

而改善吞咽的协调性［２９－３０］。

５．２．３．２　声门上吞咽法　在吞咽前及吞咽时通过屏
气使气道关闭，防止食物误吸，吞咽后立即咳嗽，清除

声带处残留食物的一项呼吸道保护技术。该法适用直

接进食有残留和误吸的患者和喉部感觉减退及咽段对

食团控制差的患者［３１－３２］。

５．２．３．３　超声门上吞咽法　适应症同声门上吞咽法。
也适用做过喉声门上切除术和颈部器官做过放疗的患

者［３３］。

５．２．３．４　用力吞咽法　通过用力使吞咽相关的肌肉
收缩，增加咽腔压力，促进咽喉的残留食物排空［３２，３４］。

５．２．４　呼吸功能训练　对于吞咽治疗，主要运用呼气
肌训练（ｅｘｐｉｒａｔｏｒｙｍｕｓｃｌｅ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ＥＭＳＴ）。通
过训练，提高呼吸肌压力，可显著提高吞咽的安全性。

常用的呼吸训练方法有：呼吸放松训练、口鼻呼吸分离

训练方法、缩唇呼吸、咳嗽训练等。对于吞咽与呼吸不

协调采用吞咽气道保护机制训练，训练程序为：吸气－
屏气－吞咽－咳嗽。吞咽时气道关闭不足的患者，可采
用声门上吞咽法、超声门上吞咽法、用力吞咽法和门德

尔松手法等方法。

５．２．５　功能重建技术　功能重建技术对口腔颌面肿
瘤术后患者吞咽功能的恢复有重要作用。主要目的是

通过功能重建，修补或重建残缺组织，以辅助吞咽和构

音。皮瓣修复重建的主要优势是能够对移植的组织量

有更高的选择性，从而预防组织不足或过多，两者均可

能对吞咽功能结局产生负面影响。骨肌皮瓣移植可以

改善下颌骨切除后患者的言语和吞咽功能［３５］。

５．２．６　呼吸吞咽协调训练（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ａｎｄｓｗａｌｌｏｗｉｎｇ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ＲＳＣＴ）和自主咳嗽技能训练（ｖｏｌ
ｕｎｔａｒｙｃｏｕｇｈｓｋｉｌｌ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ＶＣＳＴ）　ＲＳＣＴ目的是训练
最佳的呼吸和吞咽模式。ＶＣＳＴ目标是增加自主咳嗽
强度。

５．２．７　通气吞咽说话瓣膜　该法主要在气管切开患
者中使用。不但可使患者恢复语言交流外，还可以改

善咳嗽反射、提高呼吸功能、减少肺部感染、加快拔管

的进程［３６－３８］；改善患者的焦虑和躁动等情绪。但在使

用时应注意有意识障碍、气道梗阻等情况时应禁用或

慎用。

５．２．８　生物反馈训练和其他辅助吞咽治疗　生物反
馈训练常用的方法包括高分辨率咽测压生物反馈、

ＢｉｏＦＥＥＳ生物反馈和表面肌电生物反馈，这些必须配
合正确的吞咽练习来完成对肌肉的训练。其他辅助吞

咽包括徒手淋巴引流、肌筋膜释放、按摩、被动和主动

拉伸，主要通过施加压力并拉伸结缔组织和关节以恢

复灵活度，针对组织纤维化／瘢痕形成。光生物调节
（ｐｈｏｔｏｂｉｏｍｏｄｕｌａｔｉｏｎ，ＰＢＭ）作为一种非侵入性，具有
消炎镇痛作用的方式，用于放疗后口腔并发症的治疗。

　　要点 ６：在口腔运动训练中要坚持超负荷、渐进
性、特殊性原则，其目的是使训练具有挑战性，增加负

荷并不断调整以及针对特殊的肌肉训练；恢复性和倒

退性原则是让患者适当休息和维护性训练。吞咽训练

主要是针对不同手术部位的患者进行适合的力量、耐

力和灵活度训练。

５．３　吞咽康复管理流程
吞咽康复分为预康复、术后康复和长期康复。预

康复是指在肿瘤诊断后治疗前进行康复干预，其在肌

肉维护、功能吞咽及维持用口进食方面有显著优势。

术后康复根据患者吞咽障碍的类型采取不同的训练和

代偿策略。长期康复主要是在预康复和术后康复的基

础上长期坚持训练，维持治疗的连续性，巩固疗效及预

防吞咽功能恶化。每个阶段相互交叉，又各有不同的

侧重点，应个体化实施和调整。具体见图 ２。

６　吞咽障碍并发症的处理

６．１　营养不良和脱水
吞咽障碍常见的并发症包括营养不良、脱水、误吸

及吸入性肺炎、窒息。营养不良和脱水是由于肿瘤的

生长消耗和手术、放疗和化疗等多种因素影响进食所

致。对于经口进食安全的患者，首选早期通过食物调

整、代偿姿势等方式经口进食以获取营养，以利长期吞

咽功能的康复。但部分患者因术后伤口未愈及各种原

因造成吞咽功能尚未恢复，可以采用间歇经口至食管

管饲法（ｉｎｔｅｒｍｉｔｔｅｎｔｏｒｏｅｓｏｐｈａｇｅａｌｔｕｂｅｆｅｅｄｉｎｇ，ＩＯＥ）进
食，可减少吞咽活动，降低伤口撕裂的风险，同时可以

减少误吸和吸入性肺炎的发生。同时鼓励患者坚持吞

咽康复训练，减少带管时间。避免预防性使用胃饲管，

坚持经口进食对长期吞咽功能康复有更好效果。脱水

可通过ＩＯＥ或静脉补液。
６．２　误吸和吸入性肺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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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吞咽障碍康复管理

误吸及吸入性肺炎常与多种原因引起的口腔运动控制

差、吞咽反射降低或消失、环咽肌功能障碍有关，对于

经口进食者，加强口腔护理及改变姿势或调整食物性

状。对于不能进口进食者，首选ＩＯＥ进食。
６．３　窒息的处理

康复训练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窒息的风险，应在治

疗前告知患者及家属，经知情同意后开始。在训练时

应在医护监管下进行，同时应配备负压吸引器处理。

必要时可酌情采用海氏急救法、环甲膜穿刺、气管插

管、气管切开等方法急救。

要点７：口腔颌面部肿瘤术后吞咽障碍的管理强
调个体化原则，主要目标是重建安全有效的经口进食，

预防营养不良和脱水，减少误吸风险。康复治疗原则

是介入时机越早越好，包括治疗前后评估和手术后康

复。通过术前咨询和教育，评估患者预期效果、康复时

长和策略。术后紧密跟进，加强吞咽训练。出院后持

续指导患者居家长期训练，定期随访，观察维护。该类

患者吞咽障碍的治疗与评估一样，需要多学科团队合

作。根据该类吞咽障碍的特征制定全面的、最佳的个

体化综合治疗方案。

７　小　结

针对口腔颌面部肿瘤术后造成的吞咽障碍的评估

和康复治疗开展现状，结合国内外目前临床上相对成

熟的吞咽障碍评估和治疗方法及我们临床实践，围绕

口腔颌面部肿瘤患者术后存在吞咽障碍的相关问题，

制订了此评估和康复治疗管理方法。随着以加速患者

康复为目的的全新外科理念治疗模式的发展，即术后

加速康复，是基于循证医学为依据的一系列围术期优

化处理措施，加强康复宣教、早期评估和介入康复训

练，将康复理念渗透到治疗的各个环节，有效延缓吞

咽障碍的进展及降低障碍程度。在临床实践过程中我

们不断积累总结经验，探索新的治疗方法，如整合呼

吸和吞咽功能、刺激吞咽相关临近肌肉发挥其吞咽替

代功能、数字化模拟吞咽相关组织制作赝复体等，为

口腔颌面部肿瘤术后吞咽障碍患者吞咽功能的恢复提

供切实可行的技术支持，为吞咽障碍的康复管理提供

可靠的临床路径和循证依据，维持治疗的整体性和序

贯性，从而提高患者治疗的满意度和生活质量。

（声明：本文是参与讨论的专家经验，结合相关指南、文献

而撰写，仅作为日常诊疗活动的参考，不作为医疗纠纷及诉讼

的法律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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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体牙髓牙周病学杂志》征稿启事

　　《牙体牙髓牙周病学杂志》是全国公开征稿和发行的口腔专业学术期刊，月刊。于１９９１年９月由我国著名

口腔医学专家史俊南教授创刊，并担任主编，至今已出２００余期。

本刊于２０１９年１月因机构调整暂时休刊，休刊前《牙体牙髓牙周病学杂志》为中国科技核心期刊（源期刊）。

被美国《化学文摘》（ＣＡ）、《剑桥科学文摘（自然科学版）》（ＣＳＡ）；波兰《哥白尼索引》（ＩＣ）；英国《国际农业与生

物科学研究中心》（ＣＡＢＩ）等国际检索系统收录。为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中国科学

技术信息研究所《中国科技核心期刊》指定的统计分析源期刊，武汉大学《中国学术期刊评价报告》源期刊、清华

大学《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源期刊，入选北京大学《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揽》（第４版）。多次获得医学期

刊质量评比优秀期刊、陕西省优秀科技期刊一等奖等奖项。

２０２４年１月，《牙体牙髓牙周病学杂志》被正式批准复刊。特别感谢广大作者和读者对本刊的长期关心与支

持。复刊后，本刊继续秉承促进和提高中国龋病学、牙体修复学、牙髓病学、牙周病学的基础理论和临床技术水平

的宗旨，为从事口腔专业的医疗、教学、科研工作者提供发表学术论著、学术观点和学术经验交流的良好平台。

本刊设有口腔基础研究与临床研究论著、临床经验总结、流行病学、短篇报道、病案报道、综述、治疗与应用、

口腔医学教育、技术革新等栏目，内容包括龋病学、牙体修复学、牙髓病学、牙周病学以及儿童牙医学、老年牙医

学、牙病预防学等许多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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