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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吞咽障碍是颅脑外伤后常见的症状之一，发生率高达 ７０％，亦是颅脑外伤预后的独立危险

因素，严重者可引起患者窒息、噎食。 早期有效的康复护理可以促进颅脑手术后吞咽障碍患者吞咽功能的

康复。 作者通过回顾总结颅脑外伤术后吞咽障碍的早期识别、吞咽功能训练、Ｋ 点刺激联合吞咽摄食管理

的临床使用情况及研究进展，论述颅脑外伤术后吞咽障碍患者最佳康复护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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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吞咽障碍是食物不能正常经口摄入而使机体

不能获得维持生理功能所需的足够营养物质和水

分［１］，是颅脑外伤后常见的症状之一，发生率高达

７０％，亦是颅脑外伤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严重者可

引起患者窒息、噎食［２］。 颅脑外伤术后吞咽障碍的

发生与皮质吞咽中枢、延髓中枢模式发生器、吞咽

颅神经核团和小脑 ４ 个支配吞咽的神经有关［３⁃４］。
颅脑外伤术后吞咽障碍的发生机制主要是中枢神

经系统受到损伤，进而引起吞咽功能一连贯多阶段

损伤而出现的各种症状［５］。 颅脑外伤患者吞咽功

能障碍部位主要在口腔、咽喉部，咀嚼肌和舌肌训

练、吹气训练、发声练习、吞咽反射能力训练和喂食

训练等早期康复护理可以促进颅脑术后吞咽障碍

患者吞咽功能的康复［６］。 我们通过查阅文献，对颅
脑外伤术后吞咽障碍训练及 Ｋ 点刺激联合吞咽摄

食管理在颅脑外伤术后吞咽障碍的应用研究进展

进行综述，为患者的康复护理提供科学的参考依据。

１　 吞咽障碍早期识别

早期识别吞咽障碍能有效预防患者因吞咽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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