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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病诊治

  - 感音性耳聋 - 

概  述  

    感音性耳聋，是指听觉障碍或听力减退的一种疾病。多由于先天或后天性原因引起

的耳蜗、听神经和听中枢的病变，使传入内耳的声波不能感受而致，尤其是暴聋者，病

势急骤，可于片刻内达全聋，病变亦往往为不可逆性。近年来患病率似有上升趋势，因

此，如 何积极寻找致聋原因以防止耳聋发生，及时有效地控制耳聋病变的发展；希冀保

存较佳听力，仍是目前耳科学中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重点课题之一。  

    耳聋之病名最早见于马王堆出土的《足臂十一脉灸经》。在《黄帝内经》中亦多有

论述，并已把耳聋之病因分为外感和内伤两大类，还提及多种耳聋的针刺辨治。嗣后，

历代医家多有发挥。在病因上隋代巢元方在《诸病源候论》中认为耳聋虽有外感、内伤

之别，但无不与肾虚有关，指出无论何因，皆“损伤肾藏而精脱”。宋代严用和在《济

生方·耳论治》中补充了七情所伤之因。金元之后，认识更趋深入。如朱丹溪从“热”

立论，张景岳则以“闭”立论，把耳聋分为火闭、气闭、邪闭、窍闭、虚闭五种。从不

同角度阐述和补充了耳聋的脉因证治。在治疗上，历代医家根据各自临床经验，用方遣

药有所侧重。如徐春甫从“虚”论治，喻昌主从“痰”论治，王清任则多从“瘀”论

治，从而丰富了耳聋的病因病机学说及辨证论治内容，延至今日，仍具有较大的临床借

鉴意义。   

    近代中医治疗耳聋首先发端于针灸，早在1927年就有这方面的文章发表，并于5o年

代和60年代末70年代初，曾两次掀起以针灸为主治疗耳聋病的热潮。自70年代以来，中

医中药治疗耳聋亦取得可喜进展，在继承古代传统经验的基础上，结合现代发病特点，

对病因病机，治法方药等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在一定程度上发展了耳聋中医病因病

机学说。在治法上亦趋向系统化，有补肾法、解毒法、化瘀开窍法等。目前的辨证分

型，虽未达到统一，但已渐趋向集中。在临床实践中，医家们体会到耳聋为难治之病，

非一方一法而能获效，当运用传统医学中诸多疗法，如针灸、气功、按摩、单方验方、

食疗等法综合施治，特别是针灸疗法，在耳聋的治疗中有着独特的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在机理研究上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动物实验证实了醛固酮是联系

“肾”与耳之间的一种物质基础。通过测定，发现患者的血清铁含量均有不同程度下

降，其中以肾虚者更为明显，从而为临床从肾论治及重用含铁量很高的磁石提供了理论

依据。同时发现六味地黄丸具有调节内耳感受器细胞的自身代谢，增强内耳的防御能

力，可防止链霉素对“肾”与“耳”的损害。其次，针灸治疗耳聋机制探讨也发现，可

能是通过内耳血管渗透性的增强，改善听觉末梢营养，使未完全损害部分得以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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