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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双极多通道射频负压治疗仪在面部年轻化方面的临床疗效及安全性。 方法　 选择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授受面部紧肤去皱治疗的 ４８ 例患者为研究对象，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将每位患者左右半侧面部随

机分为治疗侧与对照侧。 治疗侧给予 ６ 次射频治疗，对照侧不治疗。 通过治疗前后临床疗效评分、面部 ＶＩＳＩＡ 照片

皱纹评分以及受试者满意度评分分析双极多通道射频负压治疗仪对面部皮肤老化的临床疗效及安全性。 结果　 治

疗后观察侧面部皮肤外观紧致细腻、细纹减少；Ⅰ级、Ⅱ级和Ⅲ级患者随访 ６ 个月后总有效率分别为 ９０ ９０％、

８８ ２６％和 ５５ ５６％，３ 种级别皮肤皱纹患者总有效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 ０５）；治疗前后两侧面部 ＶＩＳＩＡ 评分

差值分别为 ０±０ ８７、３ ７±１ ０５，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 ０５）；满意度调查显示，受试者对额部、眶周、鼻唇沟、下颌

缘及总体满意度分别为（１５ ２５±１ ２９）、（１９ ３５±０ ９９）、（１７ ９５±１ ２８）、（２０ ５５±１ ７）、（７３ １±３ ２１）分，总体满意率

为 ８５％。 整个治疗过程中均无严重不良反应发生。 结论　 双极多通道射频负压治疗仪提升面部年轻化疗效可靠、

安全，还可依据个体差异实现个性化治疗，临床应用灵活多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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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面部年轻化受

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目前，改善面部老化的手段包

括除皱手术、软组织填充、肉毒素注射等有创治疗方

法，以及化学剥脱、激光光子等微创治疗技术。 虽然

这些技术均能不同程度地提升面部年轻化状态，但
其有创性或治疗副作用影响了临床应用。 射频作为

一种新型无创治疗手段，被越来越多地用于皮肤美

容领域。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上海市皮肤病医院光医学

科引进以色列 Ｖｉｏｒａ 双极多通道射频负压治疗仪，
在皮肤美容及年轻化治疗领域取得了显著效果。 本

研究探讨双极多通道射频技术在综合提升面部年轻

化治疗中的应用价值。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于上海市皮

肤病医院接受面部年轻化治疗的 ４８ 例患者为研究

对象，其中男 １１ 例、女 ３７ 例。 纳入标准： Ｆｉｔｚｐａｔｒｉｃｋ
皮肤分型为Ⅲ～Ⅳ型；面部皮肤老化，包括眼睑部、
面颊部及下颏部皮肤松弛伴弹性下降，出现额纹、鱼
尾纹、川字纹等细小皱纹，鼻唇沟加深，下颌轮廓不

连贯，有求美需求且面部左右状况较一致者。 排除

标准： ６ 个月内接受过面部化学剥脱术或激光治疗

者；６ 个月内接受过面部肉毒素注射或软组织填充

者；治疗期间面部皮肤出现活动性炎症者；对射频治

疗用甘油或耦合剂凝胶过敏者。 按照随机数字表

法，以面正中线为界将每位受试者面部分为观察侧

与对照侧。 受试者年龄 ２５ ～ ６０ 岁，平均 （４２ ８５ ±
９ ７１）岁。 本研究获得上海市皮肤病医院伦理委员

会批准（ＳＳＤＨ⁃ＩＥＣ⁃ＳＧ⁃０２９⁃２．１）和患者知情同意。

１．２　 诊断标准

参照 Ｆｉｔｚｐａｔｒｉｃｋ 皮肤皱纹 ９ 分分级标准［１］：Ⅰ级

为 １～３ 分，即出现细皱纹，弹性组织轻度变性，肤质

出现细微改变伴有皮肤纹路加重；Ⅱ级为 ４ ～ ６ 分，
即出现细至中等深度皱纹，皱纹数量明显增多，伴明

显弹性组织变性和皮肤色素异常；Ⅲ级为 ７ ～ ９ 分，
出现细至中等深度皱纹，皱纹数量及皮肤褶皱较多，
伴弹性组织融合性变性或菱形皮肤。 所有患者均具

有面部皱纹表现，其中Ⅰ级 ２２ 例，Ⅱ级 １７ 例，Ⅲ级 ９ 例。
１．３　 方法

患者对照侧面部不治疗。 观察侧面部予双极多

通道射频负压治疗（图 １Ａ），受试者取仰卧位，暴露

观察侧面部，根据面部不同治疗区域选择不同的治

疗手柄及治疗参数。 治疗前常规清洗面部，在对额

部、眼 眶 周 围 区 域 进 行 治 疗 时， 选 用 ＳＴ （ ｓｋｉｎ
ｔｉｇｈｔｅｎｉｎｇ）手柄（图 １Ｂ），在操作前于治疗区域涂抹

适量耦合剂凝胶，以 １ ～ ２ ｍｍ 厚为宜，按照模式 １、
２、３ 顺序治疗，每个部位重复 ３～５ 遍，以肉眼可见治

疗区域皮肤微微发红，受试者自觉有热感但可耐受

为治疗终点。 在对下颌角区域进行治疗时，选用 ＦＣ
（ ｆａｃｅ ｃｏｎｔｏｕｒｉｎｇ）手柄（图 １Ｃ），在操作前于治疗区

域涂抹适量甘油，调节手柄方向，使之与面部皮肤紧

密贴合，从下颏部向颞部提拉，按模式 ４、１、２、３ 顺序

进行，自下而上、由内及外均匀滑动，治疗过程中需

注意探头勿在一处停留过久。 治疗过程中用体温计

持续监测表皮温度变化，使之维持在 ４０～４２ ℃为宜，
不可超过 ４３ ℃，使受试者局部有温热感为最佳。 在

对鼻唇沟、颧骨下方、眼角等区域进行治疗时，根据每

位受试者自身情况，酌情选择 ＳＴ 或 ＦＣ 手柄。 治疗

全程需保持探头端面紧贴面部皮肤，根据个人的耐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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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适度调节射频和（或）负压能量。 每次治疗约

３０ ｍｉｎ，每两周 １ 次，共治疗 ６ 次。 首次治疗前及 ６ 个

月随访时对受试者面部进行同角度正、侧位拍照（数
码相机）及 ＶＩＳＩＡ 图像采集（ＶＩＳＩＡ 面部分析仪）。

图 １　 Ｖｉｏｒａ 双极多通道射频负压治疗仪外观及治疗手柄
Ｆｉｇ．１　 Ｔｈｅ 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 ｏｆ ｂｉｐｏｌａｒ ｍｕｌｔｉ⁃ｃｈａｎｎｅｌ ｒａｄｉｏ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ｖａｃｕｕｍ ｄｅｖｉｃｅ ａｎｄ ｔｒｅａｔｉｎｇ ｐｒｏｂｅ
Ａ： 双极多通道射频负压治疗仪；Ｂ： ＳＴ 手柄；Ｃ： ＦＣ 手柄

１．４　 观察指标

评价治疗后患者两侧面部改善程度，记录患者

不良反应发生情况及满意度。
１．４．１　 临床总体疗效评价［２］ 　 按疗效不同分为无

效、有效、显效 ３ 种。 显效： 皮肤皱纹面积减少 ７５％
以上，皮肤松弛状态明显改善，皮肤白皙度和光泽度

显著提升；有效： 皮肤皱纹面积减少 ２５％ ～ ７５％，皮
肤弹性及质地有所改善；无效： 皮肤皱纹面积、外
观、质地无改善或病变消退面积少于 ２５％。 总有效

率以显效加有效病例计算，治疗过程中及治疗后观

察患者不良反应发生情况，包括皮肤发红、紫癜、水
疱、色素沉着等，并记录患者主观感受。
１．４．２　 ＶＩＳＩＡ 面部评分　 使用 ＶＩＳＩＡ 面部分析仪对

所采集 ＶＩＳＩＡ 图像进行自动分析及评定，评分为 １～
９ 分，１ 分表示无皱纹，９ 分表示皱纹较深、较多。 该

评分反映皮肤皱纹、毛孔密度以及纹理等综合情况，
分值越小，说明皮肤状态越好。
１．４．３　 主观满意度调查［３］ 　 发放治疗满意度调查

表，由受试者对不同部位的满意度分别打分，包括额

部、眶周、鼻唇沟、下颌缘 ４ 项，每项 ２５ 分，总分 １００
分，分值越高代表满意度越高，≥７０ 分即代表满意。
１．５　 统计学分析

使用 ＳＰＳＳ ２２ ０ 统计学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处

理，计量资料用 ｘ±ｓ 表示，行 ｔ 检验；计数资料用％表

示，行 χ２ 检验。 Ｐ＜０ 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观察侧临床疗效比较结果

Ⅰ级患者 ２２ 例中显效 ４ 例，有效 １６ 例，无效 ２
例；Ⅱ级患者 １７ 例中显效 ２ 例，有效 １３ 例，无效 ２
例；Ⅲ级患者 ９ 例中显效 １ 例，有效 ４ 例，无效 ４ 例。
３ 种不同级别皱纹的患者总有效率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Ｐ＞０ ０５），见表 １。 所有受试者治疗期间均未出

现严重不良反应。

表 １　 受试者面部疗效评估
Ｔａｂ．１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ｏｆ ｄｅｖｉｃｅ ｉｎ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ｆａｃｉａｌ ｒｅｊｕｖｅｎａｔｉｏｎ

皱纹级别 侧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Ⅰ级 ２２ ４ １６ ２ ９０ ９０

Ⅱ级 １７ ２ １３ ２ ８８ ２６

Ⅲ级 ９ １ ４ ４ ５５ ５６

χ２ 值 — — — — ５ ７６

Ｐ 值 — — — — ０ １４

２．２　 典型病例展示

受试者治疗前观察侧面部外观较为松弛且眼眶

周围有较明显的细纹，治疗后皮肤外观紧致、细腻且

眶周细纹明显减少，见图 ２。

图 ２　 典型病例展示
Ｆｉｇ．２　 ＶＩＳＩＡ ｐｈｏｔｏｓ ｏｆ ａ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ｃａｓｅ

Ａ： 右侧面部治疗前；Ｂ： 右侧面部治疗后 ６ 个月

２．３　 治疗前后两侧面部 ＶＩＳＩＡ 评分结果

两侧面部 ＶＩＳＩＡ 评分结果显示，治疗后两侧评

分差值较治疗前显著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 ０５），见表 ２。
２．４　 随访结果

随访 ６ 个月，受试者对额部、眶周、鼻唇沟、下颌
·７７５·

　 第 ５ 期 申抒展　 等： 双极多通道射频负压治疗仪提升面部年轻化的自身对照研究



缘及总体满意度分别为 （ １５ ２５ ± １ ２９）、 （ １９ ３５ ±
０ ９９）、（１７ ９５±１ ２８）、（２０ ５５±１ ７）、（７３ １±３ ２１）
分，总体满意率为 ８５％。

表 ２　 治疗前后两侧面部 ＶＩＳＩＡ 评分比较
Ｔａｂ．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ＶＩＳＩＡ ｓｃｏｒｅ ｏｎ ｂｏｔｈ ｓｉｄｅｓ ｏｆ

ｆａｃｅ ｂｅｆｏｒｅ 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时间 ｎ 左右半侧面部评分差值

治疗前 ４８ ０±０ ８７

治疗后 ４８ ３ ７±１ ０５

ｔ 值 — ４ ９８８

Ｐ 值 — ０ ００１

３　 讨　 　 论

面部皮肤老化状态从 ３０ 岁后较为明显，主要表

现为皮肤松弛、下垂及细小皱纹出现等，而持续皮肤

松弛又会导致额头出现川字纹或横纹等细小皱纹、
上下眼睑松弛、鱼尾纹出现、泪沟和鼻唇沟加深、口
角下垂、颏下脂肪堆积、下颌缘不清晰等现象。 出现

面部皮肤老化的原因主要包括皮脂腺和皮肤汗腺功

能的自然衰退，弹力纤维变性，真皮层胶原合成减

少、降解加速，机体新陈代谢减缓等内在因素及地心

引力、日光辐照、环境污染等外在作用。 及早干预是

延缓衰老的重要方法，因此面部老化是当今皮肤美

容治疗领域的热点问题。 针对面部老化状态的治疗

包括肉毒素注射、化学剥脱、激光光子、手术填充等

多种手段，但因创伤大、风险大、易产生色素沉着、遗
留瘢痕、治疗后稳定性及美观度不佳等因素影响，其
临床应用均受到限制［３⁃５］。 而大众对于面部年轻化

治疗的要求趋向于微创或者无创。 近年来，射频作

为一种非侵入性的治疗技术，在面部年轻化方面的

应用愈发广泛。
本研究所采用的双极多通道射频负压治疗仪首

次实现射频与负压系统合二为一，将负气压体系融

入射频治疗装置中，可显著增强其对双电极间区域

的作用强度，扩大射频能量的穿透范围和深度，使血

液微循环明显改善，淋巴引流增多。 双极配置改善

了单极射频容易产生疼痛、烧伤等不良反应的弊端，
通过限制两个电极之间的距离，可使射频电流在组

织内部的分布变得易于控制，也较为安全；在大多数

情况下能更快地加热目标组织，使热量更均匀地分

布，疗效更好。 多通道设置可以通过调节包括 ０ ８、

１ ７、２ ４５ ＭＨｚ 在内的不同电磁波频率，精准锁定

３ ９～１８ ６ ｍｍ 的穿透深度，对真皮浅层、真皮深层、
皮下脂肪组织进行分层治疗，实现精准化定位。 第

４ 维通道模式由浅至深同时穿透皮肤全层，而后再

分别应用第 １、２、３ 维通道实现逐层穿透、分层加热，
从而实现全方位治疗。 同时仪器又自带电子冷却功

能，可实现表皮温度维持在 ３９ ～ ４２ ℃时，真皮温度

可达 ４０～５０ ℃，此时局部产生的热能作用于真皮深

层组织，产生容积性热化效应（ｖｏｌｕｍｅｔｒｉｃ ｈｅａｔｉｎｇ），
部分胶原蛋白会变性、降解，释放出一些肽段，这些

肽可以刺激胶原蛋白的再生和胶原纤维的收缩拉

紧，从而达到皮肤紧致的年轻化效果［６⁃９］。
在进行面部年轻化的综合治疗中，本研究没有

选择单一固定的治疗方案，而是根据每位受试者不

同的面部皮肤状态和个体差异进行个性化、多元化

治疗。 针对面部脂肪含量较少的患者，仅选择不含

负气压模式的 ＳＴ 手柄进行面部紧致治疗，而对于

面部脂肪较多的患者，则选用含有负气压的 ＦＣ 手

柄进行溶脂、紧致为一体的面部综合治疗。 对于额

部、眶周区域，皮肤较为菲薄，皮下血管、神经较为丰

富，仅选择射频治疗较为可靠安全，而对于下颌角附

近、颧骨下方区域，较多脂肪堆积，传统射频模式深

度不够，结合负气压模式可增加穿透深度，刺激真皮

胶原增生。 需注意的是，在使用 ＳＴ 手柄时，治疗区

域应涂抹耦合剂凝胶，而在使用 ＦＣ 手柄时，则选用

甘油外涂，且在操作过程中需根据患者感受及时调

整射频能量和（或）负压等级。
本研究结果显示，对于不同级别皮肤皱纹患者，

射频治疗后 ６ 个月均逐渐出现渐进而持久的改善，
且 ３ 种级别皱纹患者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 ＞
０ ０５），但Ⅲ型患者总有效率较低，总体疗效欠佳；
因此射频负压治疗仪更适用于细至中等程度表浅皱

纹。 满意度调查结果显示，受试者总体满意率为

８５％，但对额纹的治疗效果满意度最低，可能与额部

骨骼突出，胶原含量较少，热耐受程度较低有关。 在

治疗后 ６ 个月随访期间，本研究观察到皮肤菲薄、皮
肤屏障功能欠佳的患者疗效通常不理想，由于射频

负压治疗仪主要作用机制为容积性热化效应，而皮

肤屏障功能缺失会导致皮肤过于敏感，可耐受的射

频能量过低，无法达到预期效果。 射频负压技术的

应用是建立在良好皮肤屏障的基础上，因此皮肤保

·８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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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防护措施必不可少。
综上所述，双极多通道射频负压治疗仪提升面

部皮肤年轻化疗效确切，能显著改善皮肤细纹、皮肤

松弛症状，促进皮肤紧致，综合提升面部外观，尤其

适用于细至中度皱纹及伴有面部脂肪堆积的轻度松

弛现象，且操作温和，舒适度好，安全可靠。 此外，本
仪器可依据患者不同肤质特征及美容需求实现个性

化、多样化治疗，临床应用更为灵活、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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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５７４ 页）

［１１］　 ＦＡＮ Ｙ Ｈ， ＺＨＡＯ Ｌ Ｙ， ＺＨＥＮＧ Ｑ Ｓ， ｅｔ ａｌ． Ａｒｇｉｎｉｎｅ
ｖａｓｏｐｒｅｓｓｉｎ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 ｉＮＯＳ⁃ＮＯ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ｉｎ ｃａｒ⁃
ｄｉａｃ ｆｉｂｒｏｂｌａｓｔ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ＮＦ⁃ｋａｐｐａＢ 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ｔ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ｍｙｏｃａｒｄｉａｌ ｆｉｂｒｏｓｉｓ［Ｊ］ ． Ｌｉｆｅ Ｓｃｉ， ２００７，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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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１５８４ １５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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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ｉｔｈ ｐｒｅｓｅｒｖｅｄ ｅｊｅｃｔｉｏｎ ｆｒａｃｔｉｏｎ ｖｅｒｓｕｓ ｒｅｄｕｃｅｄ ｅｊｅｃ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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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ＫＡＹＡ Ｍ， ｅｔ ａｌ． Ｈｙｐｏｎａｔｒｅｍｉａ ｉｓ ａｎ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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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功能的相关性［Ｊ］ ．同济大学学报（医学版），２０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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