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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耳鸣是一种常见临床病症，人在没有任何外界刺激下所产生的异常声音感觉，如感觉耳内有蝉鸣声、
嗡嗡声等，可暂短或持续存在，扰得人心神不得安宁。
其发病原因较为复杂，对人体健康影响很大。
耳鸣的发病率女性高于男性，从发病年龄上看以老年妇女居多，常为持续性的，与环境噪音损害有密
切关系。
学龄儿童也有自觉耳鸣者，尤以14岁左右者为主。
除了耳硬化、迷路疾病等听分析器各部疾病引起的耳鸣外，属于癫痫、脑肿瘤等神经外科的疾病约13
％伴有耳鸣。
80％的耳鸣起因是来自外、中和内耳病变。
长期以来，各国专家对耳鸣的分类、病因、发病机制、诊断与治疗等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及探讨
，报道材料很多，结论不一。
在各届耳鸣国际研讨会上专家们在交流各自的看法和经验，很多专家都认为在详询病史资料的基础上
，结合局部检查和现行的听力等各种检查结果，对于诊断和鉴别诊断是比较客观的。
耳鸣的药物疗法包括利多卡因液离子导人法或口服肌肉松弛药，均有良好效果。
同时有些人注意到很多病人在噪音环境下自觉耳鸣可减轻这一现象，积极主张采用蒙蔽音进行对抗性
治疗。
佩戴助听器、耳鸣蒙蔽器和同类的其他治疗仪器等，大约有1／3的患者可获得满意疗效。
手术疗法的新动态提出了鼓索神经切断、鼓室神经丛切断及听神经微循环减压术，对部分因血管压迫
引起的顽固性耳鸣很有效。
其他如身心疗法、肌电图松弛反馈、理疗、气功、电刺激或电刺激器植入、或针刺、中药疗法等也各
有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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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作者根据医学基础理论，并结合多年的临床经验和国内外相关的研究资料，对耳鸣的病因、诊断
、治疗等做了综合介绍。
内容包括耳鸣发病机制、诊治中应注意的问题、耳鸣与全身性疾病、祖国医学对耳鸣的论述、老年性
耳鸣的防治、治疗耳鸣的主要方法等。
内容简明实用，重点突出。
适于基层医疗单位宣教及耳鸣患者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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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一、听觉过程及机制声音传人内耳有气导和骨导两条途径。
骨导是声波经颅骨传导，使外淋巴发生相应振动，再激动耳蜗的终器产生听觉。
对正常耳来说此途径并无重要意义。
气导是声波传人内耳的主要途径，下面就气导途径及机制简要介绍。
中耳的传声途径及阻抗匹配：声波由中耳的空气传人内耳的液体时，由于声波在两种介质中传播时阻
抗不匹配，即空气中阻抗低，液体中阻抗高，将使能量大量损失。
有人计算声波从空气直接传至内耳液体时，声波中的能量要损失30-34分贝。
然而中耳作为阻抗匹配装置，使声波并不直接由空气过渡到内耳，而是分别经过鼓膜、昕骨链的作用
后才传入内耳。
鼓膜的面积约比卵圆窗膜大20倍，可以收集较多能量，听骨链的杠杆作用使传递的声波得到增加，因
此，中耳的阻抗匹配作用可使其获得25分贝的补偿。
二、声波在耳蜗中的传导当镫骨底板和卵圆窗膜的振动推动前庭阶内的外淋巴时，声波便开始以液体
介质周期性压力变化的方式移动，其前进方向一是以卵圆窗开始，沿前庭阶推向蜗顶，经过蜗孔后再
沿鼓阶推向圆窗。
另一前进方向是前庭阶外淋巴压力的变化横向地通过蜗管壁传至鼓阶。
由于内、外淋巴在压力变化时体积不变，圆窗膜在这里起重要的缓冲作用。
当镫骨底板及卵圆窗膜向内推时，它向外鼓出，当镫骨底板及卵圆窗膜向外拉时，它向内收。
由于声波的传导需要时间，在每一瞬间前庭阶和鼓阶各段内的压力便各不相同。
蜗管夹在前庭阶和鼓阶之间，二阶内的瞬时压力差使得蜗管的基底膜在不同段内随时间而上下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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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耳鸣》是由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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