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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面瘫动物模型的制备与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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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对面瘫动物不同模型相关文献进行检索，分析各种模型制备方法的优缺点，探寻适合不同研究类型模

型的制备方法，从而为面瘫动物模型的制备提供实验依据。方法 检索近十年来面瘫动物模型制备的相关文献，

对各种实验动物及造模方法进行归纳总结。结果 目前面瘫模型制备使用较多的动物有大鼠、小鼠、日本大耳白

兔等，造模方法有面神经切断法、压榨法、牵拉法等。结论 目前面瘫模型的制备方法较多，各有优缺点，根据研究

目的不同选择不同的造模方法，才能给针灸治疗面瘫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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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瘫是针灸临床常见病和多发病，是针灸治疗

的优势病种。面瘫的诱发原因目前尚未确定，且存

在各种假说［1-7］包括血管痉挛学说、病毒感染学说、
免疫学说、神经源性学说、遗传学说、妊娠学说等，但

都缺乏高质量的证据支持，给临床研究带来了很大

的困难，尤其是对动物实验的机制探讨出了难题。
在动物模型的选择上，如何选择最真实模拟现实面

瘫发病情况的造模方法成为研究成败的关键。目前

面瘫模型较多使用的动物有: 大鼠、小鼠、日本大耳

白兔等。造模方法［8-12］有面神经切断、压榨、牵拉、
结扎、撞击、爆破冲击、激光照射、冷热刺激、接种病

毒等，这些造模方法各有特点。如何恰当地选择不

同类型面瘫动物模型，对探讨针灸治疗不同类型面

瘫的作用机制尤为重要，本文对各种实验动物及造

模方法进行归纳总结，现综述如下:

1 造模动物

在实验中多选用啮齿类动物为造模动物，其中

大鼠、小鼠、兔在面瘫研究中最常使用。
1. 1 大鼠

大鼠来源十分广泛，价格相对便宜，易于调教和

捕捉，再生能力和抗感染能力都很强，其面神经主干

较浅且粗大，与人类较为相似，故大鼠较多地用于神

经损伤性面瘫的造模。Jang 等［13］选取大鼠暴露左

侧面神经主干，用微血管钳钳夹一分钟，最后建立左

侧面部面神经麻痹模型。虞彬艳等［14］用 10%水合

氯醛腹腔注射麻醉大鼠后，参考王杰等［15］制备缺血

性面瘫大鼠模型的方法，于右颈侧切口，暴露颈外动

脉，结扎颈外动脉，以制备缺血性面瘫大鼠模型。苏

莉莎等［16］用乌拉坦腹腔注射麻醉大鼠，暴露右侧颈

乳孔外的面神经主干，并将其于远侧神经干处切断，

切除 5 mm 防止其再生，止血、缝合伤口，术后可见

术侧触须即刻失去拂动能力，并向尾侧垂下，瞬目反

射表现较迟钝，闭眼幅度变弱甚至不能诱发，周围性

面瘫模型复制成功。
1. 2 小鼠

小鼠体型小，性情温顺，不主动咬人，易于饲

养管理，较多地用于病毒性面瘫造模。Hato 等［17］

在研究 HSV-1 感染导致贝尔麻痹发病机制实验

中，采用于小鼠耳后接种 HSV-1 病毒液建立贝尔

氏麻痹模型。古林涛等［18］腹腔注射 10%水合氯

醛麻醉小鼠，搔刮小鼠左侧近耳根部耳廓皮肤，取

25 μL HSV-1 病毒液接种于小鼠耳廓创面，接种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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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后第三天，通过观察小鼠瞬目反射及胡须运动

是否减弱、鼻尖是否偏向对侧，以判断面瘫造模是

否成功。
1. 3 兔

实验动物兔体形大，性情温和，面神经粗大，面

肌功能相对强大，便于观察，且与人类解剖及生理接

近，头面部较大，易于取穴治疗。卫彦和寇吉友［19］

选用日本大耳白兔，3%戊巴比妥钠静脉麻醉，取耳

屏前至下颌角下缘“S”形切口，钝性剥离皮肤、皮下

组织，在腮腺筋膜表面向前剥开皮瓣，用小号持针器

钳夹面神经，造模成功标准为兔的胡须由直立变为

偏向后方，触须运动消失，面运动神经传导速度减

慢。王宇娟等［20］选用新西兰兔，用戊巴比妥钠耳缘

静脉推注麻醉，暴露面神经颞外段，在进入颈乳孔前

1 cm 面神经总干处切断神经，术后第七天肌电图检

查发现，实验兔患侧肌出现失神经肌电图表现，即单

侧周围性面瘫兔模型成功。

2 造模方法

在实验中面瘫造模多选用面神经切断法、面神

经压榨法、面神经牵拉法、寒冷刺激法、阻断血管法、
接种病毒法，研究者根据面瘫模型的适用范围选用

相应的面瘫造模方法。
2. 1 面神经切断法

面神经切断法即将暴露的实验动物的神经上颊

支切除其中的一段，任其回缩，造成神经缺损的动物

模型造模法。面神经切断法是直接切断面神经来模

拟面瘫发生时面神经的瘫痪状态。朱鴷［21］、孙健

等［22］采用面神经切断法，将面神经切断，模型成功

体现了面瘫时神经功能缺损的特点，符合外伤造成

面神经瘫痪的特点。
2. 2 压榨法

压榨法即将麻醉后的动物解剖并暴露实验侧面

神经出颅后的面神经总干，并用丝线在紧靠茎乳孔

处紧密牢固地结扎面神经总干的面神经瘫痪的造模

方法。目前在针刺治疗面神经麻痹的实验研究中最

常用的动物模型是压榨损伤性动物模型［23］。王恺

等［24］用压榨法进行造模，成功后观察病理改变，电

镜下髓鞘形态、轴索形态出现病变，模型成功模拟了

因各种原因造成的神经被压迫导致的面瘫，此模型

重点侧重面瘫时神经本身的改变，符合血管痉挛导

致的神经缺血的学说。

2. 3 牵拉法

牵拉法即神经延长法，是外科领域如肢体牵引、
下颌骨延长、组织扩张及创伤等所出现的一种现象，

根据这种神经延长的现象发明的一种面瘫模型的造

模方法，具体方法是将延长器置于神经所在的平面

上，通过旋转螺帽使牵引轮与支撑轮处于同一高度，

将已解剖游离的神经套入支撑轮及牵引轮的槽沟

中，进行匀速牵拉，最终造成实验动物面神经缺血的

造模方法。牙祖蒙等［25］以弦式加载的方式对面神

经进行延长，观察延长前后面神经的病理形态学及

电生理变化，此模型良好地体现了神经缺损后神经

的损伤与修复，但应用范围局限性较大。
2. 4 寒冷刺激法

寒冷刺激法即通过冷空气刺激的方式造成面瘫

模型的方法。Zealear 等［26］通过冷空气刺激动物鼓

膜造成面瘫的方法，观察面神经的传导，复合动作电

位，神经内膜、轴索、髓鞘和轴索的改变研究面瘫的

机制。此模型良好地模拟了自然环境下面瘫的诱

发，符合血管痉挛说，但此模型造模成功率差，受个

体健康因素影响严重，实际操作难度很大。
2. 5 阻断血管法

面神经血管痉挛、面神经缺血是面瘫学说之一，

因此选择性切断面神经供血，建立面神经麻痹的动

物模型，此方法主要阻断小脑前下动脉、耳后动脉的

分支茎乳动脉、脑膜中动脉的岩浅支等面神经的血

管，此方法主要用于面神经病因学的研究。Kumoi
等［27］通过栓塞猫的颌内动脉、耳后动脉和颌外动

脉，实验动物都出现面瘫症状。王杰等［28］扎闭大鼠

的面动脉、舌动脉、颞浅动脉和近端颈外动脉，并注

入栓塞剂后，实验动物立即出现同侧面瘫，此模型良

好地模拟了神经缺血的情况，符合面瘫的血管痉挛

缺血学说。
2. 6 接种病毒法

最近的研究显示，单纯疱疹病毒 1 型是贝尔氏

麻痹的一个主要病因因素［29］。Jiang 等［30］ 使用由

26 号针头将双边耳廓表面划伤并进行 HSV-1 滴度，

结果面部神经麻痹的发病率为 50%。Wang 等［31］对

BALB /c 小鼠四周进行双边耳廓表面划伤并进行

HSV-1 滴度，结果接种小鼠之间出现不同程度的面

瘫。相关研究中发现物理及缺血模型与临床上面神

经麻痹的病理生理过程不尽相同，并不能完全反应

机体的病理变化，采用病毒感染造模的研究能更贴

近面神经麻痹发生的病理生理改变，使得实验结果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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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临床更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3 讨论与展望

综上所述，面瘫动物模型已经成为面瘫研究中

使用广泛且重要的手段之一。面瘫造模的动物种类

繁多，造模方法各具特色，神经损伤性面瘫模型最为

常用，其应用范围也最为广泛，适用于研究面神经损

伤后的恢复情况、病理生理变化、失神经支配后肌肉

的运动、面神经核和神经元的结构、功能的变化以及

面神经营养因子与神经损伤关系等。缺血性面瘫模

型适用于血管痉挛缺血所致的面神经麻痹的研究，

该模型的建立主要用于面神经病因学的研究，为进

一步研究面瘫的病位提供了科学依据。病毒性面瘫

模型不仅说明了 HSV-1 感染能够导致面瘫，也为进

一步深入研究贝尔麻痹的发病机理和治疗提供依

据。然而目前仍有许多待解决的问题，动物模型的

制备未能完全贴近人面瘫的实际发病情况，其发病

机制还未能完全阐释清楚，动物模型只能间接反映

人类疾病。造模时对动物年龄、面神经卡压时间、神
经切断长度等缺乏统一的标准，不能较为精准地模

拟动物面瘫实际情况。中医认为急性周围性面瘫有

风、寒、热、外伤等病因，病机方面多因脉络空虚，风

寒、风热之邪乘虚侵袭面部筋络导致气血阻滞、经络

不通而发病，但目前未能紧扣中医辨证辨病，未能客

观模拟中医不同证型的面瘫。在未来的研究中如何

解决诸如此类的问题，有待于广大临床及科研工作

者进一步广泛深入地研究，在今后的研究中我们应

重点将中医理论与现代临床研究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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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paration and Comparison of Facial Paralysis Animal Model

LI Xiaojuan，ZHAO Zhongting，CAO Zhaoxia，WEI Yuting，YAN Xingke
( Gansu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Lanzhou 73000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search the relevant literature of different models of facial paralysis，analyze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various models，and explore the production method suitable for different types of
models，so as to provide experimental evidence for making animal models of facial paralysis． Method The related
literatures about animal models of facial paralysis have been searched in the past decade，and various experimental
animals and modeling method have been summarized． Result At present，most animals used in facial paralysis
model are rats，mice and Japanese white rabbits． The method of facial nerve transection，compression and traction
are the method of modeling． Conclusion There are many ways to make facial paralysis model，each has its own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According to different research purposes，it is possible to explain the acupuncture
treatment of facial paralysis．
Key words: Facial paralysis; animal modeling; modeling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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