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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明质酸钠复合溶液联合A型肉毒毒素治疗面部皱纹的

有效性及安全性

姜  美
（北京西美医疗美容门诊部皮肤科，北京  100044）

[摘  要]目的 探讨透明质酸钠（HA）复合溶液联合A型肉毒毒素治疗面部皱纹的有效性及安全性。

方法  纳入2023年1月-2024年2月北京西美医疗美容门诊部皮肤科收治的80例面部皱纹患者，按照治疗方式不

同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40例。对照组采用A型肉毒毒素治疗，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联合使用HA复合

溶液。比较两组治疗效果、面部轮廓指标、面部美观满意度及不良反应发生情况。结果  观察组治疗总有效

率为97.50%，高于对照组的82.50%（P＜0.05）；观察组术后∠AOB小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面部美观

满意度评分高于对照组（P＜0.05）；两组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联合

应用HA复合溶液与A型肉毒毒素治疗面部皱纹的效果良好，可改善面部轮廓，提升患者面部美观满意度，

且不增加不良反应发生风险。

[关键词] 透明质酸钠复合溶液；A型肉毒毒素；面部皱纹；面部轮廓

[中图分类号] R6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4949（2025）09-0125-04

Efficacy and Safety of Sodium Hyaluronate Compound Solution Combined with Type A 
Botulinum Toxin in the Treatment of Facial Wrinkles

JIANG Mei

(Department of Dermatology, Beijing Ximei Medical Beauty Clinic, Beijing 100044, 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icacy and safety of sodium hyaluronate (HA) compound solution combined with type A 

botulinum toxin in the treatment of facial wrinkles. Methods  A total of 80 patients with facial wrinkles admitted to the Department 

of Dermatology, Beijing Ximei Medical Beauty Clinic from January 2023 to February 2024 were included. According to different 

treatment methods, they were divided into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with 40 patient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type A botulinum toxin,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combined with HA compound solution on the basis 

of the control group. The treatment effect, facial contour index, facial aesthetic satisfaction and adverse reactions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of treatment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97.50%, which was higher than 

82.50%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 ∠AOB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after operation was small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 facial aesthetic satisfaction scor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0.05). Conclusion  The 

combined application of HA compound solution and type A botulinum toxin has a good effect in the treatment of facial wrinkles. It 

can improve the facial contour, enhance the patients' facial aesthetic satisfaction, and does not increase the risk of adverse rea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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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部老化（aging face）是一个复杂的生理过

程，其特征性表现之一便是皱纹的形成，这一现

象源于遗传背景与外部环境因素的综合作用[1]。

内源性老化过程随个体年龄增长自然演进，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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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源性因素，如紫外线暴露等环境压力等则可

能加剧这一进程，导致皮肤结构发生变化，表

现为松弛、组织减薄及不同程度的皱褶[2]。传

统的外科抗皱手段，例如面部提紧术与眉部提

升术，旨在通过组织复位与多余的皮肤切除来

纠正这些老化迹象，尽管能取得显著效果，但

此类侵入性手术伴随而来的是潜在的瘢痕形成

与较长的康复期 [3]。A型肉毒毒素通过特异性

抑制神经肌肉接头乙酰胆碱的释放，能够有效

缓解动态皱纹，同时在塑形如瘦脸、瘦腿等方

面展现出广泛的应用潜力，体现了其在医学美

容领域的重要价值[4]。透明质酸钠（HA）亦称

为玻璃酸钠，作为一种自然存在于人体的多糖

物质，在皮肤保养中扮演着核心角色[5]。HA独

特的分子结构赋予了卓越的保水能力，不仅能

够直接为皮肤提供必要的水分锁定，还能通过

刺激内源性透明质酸的合成，增强皮肤屏障功

能，维持组织的润滑与弹性 [6]。此外，不同分

子量的HA能够渗透至皮肤的不同层次，从表皮

至真皮，全方位地改善皮肤质地，对抗老化迹

象，体现了其在现代皮肤再生与修复策略中的

重要作用[7]。本研究旨在分析HA复合溶液联合

A型肉毒毒素治疗面部皱纹的有效性及安全性，

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纳入2023年1月-2024年2月北京西

美医疗美容门诊部皮肤科收治的80例面部皱纹患

者，按照治疗方式不同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

40例。对照组男4例，36例；年龄36~65岁，平均

年龄（45.90±3.51）岁；皱纹位置：额部21例，眉

间19例。观察组男5例，女35例；年龄37~66岁，

平均年龄（46.35±3.17）岁；皱纹位置：额部

22例，眉间18例。两组性别、年龄、皱纹位置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研究可比。

本研究患者知情同意，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1.2  纳入与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①符合面部皱

纹的诊断要求；②病历资料完整。排除标准：

①治疗依从性差；②具有过敏体质或既往过敏

史；③注射区域存在感染、创伤或其他皮肤完

整性受损情况；④患有多发性硬化、肌无力等

疾病；⑤处于妊娠、哺乳期；⑥合并有严重心

脏、肝脏、肾脏等重要器官功能障碍。

1.3  方法  在患者完成面部清洁并采取坐姿或半仰

卧位后，引导其执行皱眉及抬头动作以便明确标

记注射位置，采用标记笔标识后，对预定治疗区

域施以标准消毒程序。

1.3.1对照组  单独接受A型肉毒毒素治疗：选用

A型肉毒毒素（兰州生物技术开发有限公司，国

药准字S10970037，规格：每瓶含100 U），将

100 U A型肉毒毒素用2.5 ml生理盐水稀释至浓

度为40 U/ml，充分混匀后，改用1 m l 胰 岛 素

注 射 器 抽 取 药 液 。 针 对 额 肌 ， 依 据 额 纹 走 向

设 计 1~2排 注 射 点 ， 每 排 含 4 ~ 6 点 ， 单 点剂量

1~2 U；皱眉纹处理采用五点注射技巧，中央三处

深入肌肉中层，每点注入3~5 U，外侧两点位于肌

肉浅表，剂量为1~2 U。

1.3.2观察组  实施HA复合溶液与A型肉毒毒素联

合疗法：首先选用玻璃酸钠注射液（华熙生物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国药准字H20143093，规格：

2.5 ml∶25 mg），利用锋利针头沿皮下真皮层进

行线性注射，操作时边退针边缓慢注入，直至皮

肤褶皱平复，随后轻柔按压注射区域以促进填充

物均匀分布，额部皱纹注射量控制在0.5~1 ml，

眉间纹则为0.1~0.5 ml。注射完毕，局部冷敷

30 min。继续采用与对照组相同的A型肉毒毒素治

疗，具体操作同对照组一致。

1.4  观察指标

1.4.1评估两组治疗效果  采用面部皱纹严重度评分

系统（WSRS），该系统将皱纹自轻微至重度分

为Ⅰ至Ⅴ级。治疗有效性判定基于治疗前与术后

3个月皱纹等级的变化，其中等级差异≥2级定义

为显效，介于1~2级为有效，若无等级变化则为无

效。总有效率=显效率+有效率。

1.4.2测量两组面部轮廓指标  于术前及术后3个月，

拍 摄 患 者 正 位 面 部 照 片 ， 依 据 “ 三 庭 五 眼 ”

原则，量化分析面下宽度（WLF）、面下长度

（LLF）、WLF/LLF比率、面中部长度与∠AOB，

以评估面部轮廓的变化。

1.4.3调查两组面部美观满意度  采用自制问卷调查

表进行评估，该问卷满分为100分，评分越高表明

患者满意度越高。

1.4.4记录两组不良反应发生情况  记录患者面部

僵硬不对称、麻木肿痛、颊部凹陷的发生情况。

1.5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22.0统计学软件进行

数据分析，计量资料采用（x- ±s ）表示，行t 检

验；计数资料采用[n （%）]表示，行χ 2检验，

以P＜0.05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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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

2.1  两组治疗效果比较  观察组治疗总有效率高于

对照组（P＜0.05），见表1。

2.2  两组面部轮廓指标比较  两组术后WLF、

LLF、WLF/LLF、面中长度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P＞0.05）；观察组术后∠AOB小于对照组

（P＜0.05），见表2。

2.3  两组面部美观满意度比较  观察组面部美观

满意度评分为（95.61±2.48）分，高于对照组

的（87.42±5.90）分（t=8.093，P＜0.05）。

2.4  两组不良反应发生情况比较  两组不良反应发生

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3。

3  讨论

皮肤表面的微结构复杂，由一系列深浅不一

的纹路组成。随着年龄的增长，面部皮肤会经历

一系列衰老过程，包括纤维细胞功能衰退、保水

能力下降以及皮下脂肪组织减少，这些变化共同

促进了皮肤松弛和皱纹的形成[8]。皱纹的产生涉

及多种生物机制，比如真表皮连接带的弱化、层

粘连蛋白-5含量降低，以及胶原蛋白和氨基聚糖

等关键结构成分的损失，这些都是皮肤支撑结构

受损的表现[9]。除了自然老化过程，肌肉活动、

关节运动及重力作用也是皱纹形成的重要外部因

素。此外，个体的内在生理和遗传特性，如种族背

景、激素水平、家族遗传倾向及某些系统性疾病状

态，也在皱纹的发生和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10]。在

临床实践中，面部皱纹可分为动态皱纹和静态皱

纹。动态皱纹由面部表情肌活动引起，如额纹、

     注：* 与对照组比较，χ2=5.000，P=0.025。

表 1  两组治疗效果比较 [n（%）]

组别

观察组

对照组

n

40

40

有效

12（30.00）

15（37.50）

显效

27（67.50）

18（45.00）

无效

1（2.50）

7（17.50）

总有效率

39（97.50）*

33（82.50）

表 2  两组面部轮廓指标比较（ ）

观察组

对照组

t

P

40

40

术前

14.15±2.23

14.20±2.20

0.101

0.920

术前

7.39±1.30

7.37±1.25

0.070

0.944

术前

1.88±0.25

1.89±0.24

0.182

0.856

术后

13.20±0.99

13.58±1.11

1.616

0.110

术后

7.52±1.06

7.43±1.23

0.351

0.727

术后

1.73±0.50

1.81±0.38

0.806

0.423

 组别       n
   WLF（cm）                                  LLF（cm）              WLF/LLF

观察组

对照组

t

P

术前

6.19±1.03

6.13±1.13

0.248

0.805

术前

130.62±5.48

130.98±5.39

0.296

0.768

术后

6.21±1.25

6.16±1.00

0.198

0.844

术后

122.81±5.07

125.33±4.21

2.418

0.018

 组别                    
                面中长度（cm）                                    ∠ AOB（°）

表 3  两组不良反应发生情况比较 [n（%）]

组别

观察组

对照组

面部僵硬不对称

1（2.50）

1（2.50）

颊部凹陷

1（2.50）

0

麻木肿痛

1（2.50）

1（2.50）

发生率

3（7.50）*

2（5.00）

n

40

40

     注：* 与对照组比较，χ2=0.213，P=0.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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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尾纹、鼻梁纹及皱眉纹，这些皱纹在无表情状

态下会减轻或消失。而A型肉毒毒素是治疗动态

皱纹的方法之一，通过阻断乙酰胆碱的释放，使

目标肌肉暂时性失去张力，从而减少皱纹，使皮

肤平滑[11]。A型肉毒毒素的作用时效为3~6个月，

之后需周期性重复注射以维持效果[12]。静态皱纹

则是在无面部表情时依然可见的皮肤褶皱，如

口周纹、鼻唇沟（法令纹）及下颌缘皱纹等[13]。

HA注射是治疗静态皱纹的有效方法，具有优异的

生物相容性、高黏弹性和可逆的体积填充能力，

能够为软组织提供支撑与容量补充，实现面部轮

廓的改善与年轻化[14]。

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治疗总有效率高于

对照组（P ＜0.05）；观察组面部美观满意度评

分高于对照组（P＜0.05）。分析认为，HA复合

溶液富含透明质酸，能够高效补水并增强皮肤保

水能力，从而提升皮肤的饱满度。A型肉毒毒素

则通过抑制神经肌肉接头处乙酰胆碱的释放，达

到暂时性肌肉松弛的效果，减少动态皱纹[15]。两

者联用共同作用下提升了皮肤年轻化效果，因此

患者满意度较高。此外，HA还能促进胶原蛋白

和弹性纤维的合成，进一步强化皮肤弹性和紧

致度，减少皱纹。观察组术后∠AOB小于对照

组（P ＜0.05），这表明联合治疗不仅减少了皱

纹，还改善了面部轮廓。A型肉毒毒素通过抑制

特定肌肉群的过度活跃，实现了肌肉体积的缩

减，从而减轻了动态皱纹并修饰了面部轮廓。

HA则通过填充静态皱纹和改善皮肤松弛，进一

步提升了面部的整体紧致度。两组不良反应发

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HA

作为一种人体内天然存在的物质，具有高生物

相容性和低免疫原性，注射后较少引发过敏反

应。A型肉毒毒素通过精确剂量控制和局部注

射，尽可能避免了不良反应和全身副作用，即使

出现不良反应，如面部疼痛或肌肉乏力，通常在

数周内自行消退，且其作用的暂时性降低了长期

不可逆损害的风险。

综上所述，联合应用HA复合溶液与A型肉

毒毒素治疗面部皱纹的效果良好，可改善面部轮

廓，提升患者面部美观满意度，且不增加不良反

应发生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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