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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型肉毒素在治疗面部动力性皱纹中的应用体会

沈　 1,戴传昌2

[ 摘要] 目的:观察 A 型肉毒素治疗面部皱纹的美容效果。方法:对以美容为首要目的的面部皱纹患者采用 A 型肉毒素注射

治疗。结果:A型肉毒素治疗面部皱纹效果好,创伤小。结论:A 型肉毒素治疗面部皱纹安全 、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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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tulinum A toxin in treatment of dynamic facial lines:A report of 240 cases
SHEN Yan, DAI Chuan-chang

(Department of Burn and Plastic Surgery , General Hospi tal of Maansan Iron and S teel Company , Anhui

24300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 present the cosmetic use of botulinum A toxin in t reatment of dynamic facial lines.

Methods:Botulinum A toxin w as injected for treatment of dynamic facial lines.Results:The ef fect was

satisfactory, leaving lit tle t rauma.Conclusions:It is safe and effective to t reat dynamic lines of the face w ith

botulinum A tox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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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部皱纹的形成除与皮肤松弛,紫外线损伤及

重力等因素有关外,更重要的是面部表情肌肉的长

期收缩造成皮肤皱折,并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加深 。

2000年 3 月 ～ 2003年 5月, 我科应用 A 型肉毒素

治疗动力性皮肤皱纹,效果良好。现作报道。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组 240 例, 男 28例, 女 212例;

年龄 24 ～ 65岁 。其中额纹 、眉间纹 、鱼尾纹 166例;

眉下垂 12例,咬肌肥大 30例,其它 32例。

1.2　方法 　( 1)注射液的配制:国产 A 型肉毒素

(卫生部兰州生物制品研究所产品)系冻干结晶品,

低温( -5℃～ -20℃)储藏,用生理盐水稀释成 50

IU/ml, 放置于 OT 皮试注射器内, 配制后即可使

用,放置不宜超过 6 h。 ( 2)注射方法 。①额纹:多个

注射点 。在中线两侧各注射 3 ～ 5 点, 每点平均

2 IU,两点间距 1 ～ 2 cm,最初定点位于眉尖纵轴与

内眦水平轴交界点上 1 cm, 附加点向后外侧延伸至

颞部,向上形成“V”字型轮廓,注射时根据个体差异

还可在中线及颞侧各追加 1 ～ 3针。 ②眉间皱纹:注

射前要求患者皱眉,可描出皱纹注射区 。第一针距

眶缘 1 cm ,在皱眉肌的起始纤维处插入, 触到骨后

轻轻退出少许;第二针在眶上缘近内侧 1 cm, 垂直

进针;第三针在两眉中间于鼻根部交汇处,边后退边

注射。在男性,可于眶上缘纵向眉中点上 1 cm 处各

追加一针注射。③鱼尾纹:于眶缘外 1 cm 处皱纹最

明显处注射 3 ～ 4点,每个点 2 ～ 3 IU;每点间隙隔

线呈纵向或弧形, 间距 0.5 ～ 1 cm, 注射时应避免注

射到眶缘边界内 。 ④眉下垂:在眉外侧 1/3 下方的

眶区眼轮匝肌处注射 3 ～ 5 IU 。 ⑤咬肌肥大:由下

颌角进针,呈扇形均匀注入咬肌内,注射前端不宜超

越咬肌前缘,亦不可将药液注入到咬肌下层,平均每

侧注射量为 50 IU。 ⑥口角下垂:在下颌角上 1 cm,

疗工作,更多地 、更久地保存患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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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腔联合纤维组织旁及降口角肌处,每侧 2 ～ 5 IU,

应避免注入口轮匝肌和降下唇肌。

1.3　疗效评定标准　显效:面部皱纹完全消失, 形

态饱满;有效:面部皱纹基本消失, 形态有所改善;无

效:面部皱纹未消失,形态无改善。

2　结果

2.1 　疗效 　显效 179 例 ( 74.58%) ;有效 61 例

( 25.42%) ;无效 0例 。本组随访显示, 注射后 1 ～ 3

天局部肿胀皱纹消失, 5 ～ 7 天治疗显效。可维持

4 ～ 6个月;6月后可再次注射,连续注射 3次后可见

明显肌肉萎缩现象。

2.2　副作用　A 型肉毒素的副作用为暂时的,本组

病例皆于术后 1 ～ 2 周自行消失 。注射后面部表情

不自然 11例,畏光流泪 4例, 局部肿胀 、瘀斑 、注射

部位麻木 9 例, 邻近部位皱纹加深 4 例, 眉型改变

2例,未出现有中毒 、过敏 、局部炎症 、暴露性角膜

炎 、视力模糊及面肌麻痹等现象。

3　讨论

　　肉毒素是肉毒杆菌繁殖时产生的外毒素, 为一

种强烈的神经毒素, 根据其抗原性不同, 分为 A 、B 、

C( C1 、C2) 、D 、E 、F 、G 7型,其中 A 、B 、E 、F 型能引起

人类中毒[ 1] 。A 型肉毒素作用机制是被人类认知较

清楚的最具神经毒性的蛋白, 通过干扰乙酰胆碱从

运动神经末梢释放,作用于胆碱能运动神经末梢的

神经-肌肉接头处, 产生一种化学去神经作用, 抑制

突触前膜的乙酰胆碱释放,致使肌肉麻痹[ 1] 。一段

时间后,不活动的末端,依赖神经末梢发芽和运动终

板恢复连结,重新激发神经传导和肌肉之间的活动 。

传统的面部除皱方法是通过手术提紧皮肤及相

应的组织, 相对复杂,损伤大, 恢复时程过长。利用

胶原蛋白及非生物材料进行填充难以获得稳定 、持

久的疗效 。本组病例多为青 、中年,面部表现为动力

性皱纹, A型肉毒素局部治疗应为首选方法 。掌握

面部表情肌和周围软组织的关系及功能特点是获得

良好治疗效果的基础[ 2, 3] 。额肌是额部唯一活动的

肌肉;眼轮匝肌环绕在睑板和眶隔前为眼睑的括约

肌,其功能为眼睛的闭合, 它的对抗肌是提上睑肌,

眼轮匝肌眶部的用力收缩引起外眦部放射状的皱

纹;眼眶上内侧的部分肌纤维的功能可降低眉内侧

部分,眶上外侧眼轮匝肌的收缩可降低眉尾;皱眉肌

向下内侧牵拉产生垂直方向的眉间纹;降眉肌向下

牵拉眉头产生横行的鼻背部皱纹,而对抗所有眉毛

下垂的肌肉是额肌。口轮匝肌的功能为口的闭合,

此肌肉的收缩产生唇周放射状的皱纹, 它的对抗肌

是提唇肌。

面部表情肌解剖特点是起于骨膜而止于皮肤和

皮下组织,肌肉收缩皮肤即在与它收缩的方向成直

角处出现一条或数条皱纹。随着年龄的增长,皮肤

细胞水分减少,皮下组织萎缩,真皮弹力纤维数量减

少,皮肤层变薄并渐失去弹性,表情肌的活动更容易

加深皱纹,因此, 要延缓皱纹的产生, 控制表情肌的

过度收缩是必要的。通过 A 型肉毒素产生的化学

性支配肌肉的肌力减弱或麻痹可使面部表情肌过度

活动产生的皱纹得到明显改善。

临床并发症的发生时有报道 。因额肌中间部分

肌纤维较两侧肌纤维丰富,我们采用中间剂量大于

两侧剂量 1 ～ 2 IU, 有效地防止了眉下垂和丧失表

情等并发症的发生;为防止额部注射后眉体上抬成

角,于眉弓中部上方 5 mm 处注射 A 型肉毒素

1.25 IU 。Paloma等报道一例注射治疗鱼尾纹时眼

袋于术后一周出现,未经任何治疗5个月后消退[ 4] 。

曾有报道
[ 5]
强调在治疗鱼尾纹时应避免注射到眶

缘边界内,以免眼外肌 、下直肌 、下斜肌麻痹产生复

视,我们赞同上述观点 。

A型肉毒素愈来愈多地应用于面部及其它部位

的美容整形中,如提眉, 减轻鼻唇沟的皱折,减缓纵

向的唇纹 、颏的皱折及因颈阔肌收缩而产生的纵向 、

横向的皱纹,治疗上齿外露,最近有报道[ 6] A型肉毒

素在面部不对称治疗中的应用(面肌痉孪 、面瘫等) ,

由此可见 A 型肉毒素注射临床应用的范围正在不

断扩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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