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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耳鸣,古称为“聊啾”,《内经》亦以“耳中鸣” “耳苦鸣”
称之,《外科证治全书》载:“耳中有声,或若蝉鸣,或者钟鸣,
或若火熇熇然,或若流水声,或若簸米声,或睡着如打战鼓,
如风入耳。”现代中医学将“自觉耳内鸣响,妨碍听觉”的症

状定义为耳鸣。 耳鸣发病不外乎实证与虚证两类:实者多

为风邪外袭、痰瘀阻滞、肝胆火盛,导致清窍被扰;虚者则因

脾胃虚弱、肾精亏损、心血不足而致耳窍失养。 据统计,耳
鸣人群中 30 岁发生率约 7%,80 岁达到 21%,发生率与年龄

增长及疾病状态相关,与性别、职业等关系不大[1] 。 基于中

医辨证论治下的传统针灸疗法治疗耳鸣疗效佳,但部分可

以进一步提高临床疗效或对于难治病例有奇效的特殊针刺

方法却被忽略。 笔者检索近 10 年关于单纯运用针刺治疗耳

鸣的相关文献,对其中的特殊方法进行如下综述。
1　 特殊选穴法

1. 1　 腹针选穴 　 腹针疗法主要是以针刺腹部穴位为主要

方式,在中医学整体观念的指导下诊治全身疾病,其以“神

阙布气假说” [2] 为核心,强调腹部与周身气血循环相关之

外,还存在一个被人们忽略的全身高级调控系统[3] 。 祝天

翔等[4] 将 200
 

例患者随机均分为 2 组,治疗组采用薄氏腹针

[以引气归元方(中脘、下脘、气海、关元),气旁(气海旁开

0. 5 寸患侧),大横(双),滑肉门(患),商曲(健)为主],对照

组予口服氟桂利嗪与谷维素。 治疗 30
 

d,2 组总有效率分别

为 92%、73%,提示腹针治疗肾精亏虚型神经性耳鸣疗效突

出,能改善病情程度,缓解抑郁状态,提高听力级别。 曹莉

等[5] 将《针灸大成》中的杨氏耳内虚鸣方(患侧听会,双侧肾

俞、足三里、合谷、太溪)与薄氏腹针结合治疗耳鸣,相比于

单用耳内虚鸣方治疗,联合法治疗的总有效率达 93. 55%。
1. 2　 头针选穴 　 头针疗法在耳鸣临床诊疗过程中应用较

多。 经典穴位主要涉及晕听区(耳尖直上 1. 5
 

cm 处,向前后

各引 2
 

cm 的水平线)、四神聪、颞后线(由率谷向曲鬓穴)、
颞三针等。 焦氏头针晕听区是大脑皮层听觉功能定位对应

头皮区,主治耳鸣、皮层性听力障碍等[6] 。 郑伟莉[7] 对 60
 

例耳鸣患者采取晕听区长留针配体针治疗,取穴晕听区、听
宫、风池、风府、后溪、金门,强调飞针刺入,缓慢推进双侧晕

听区,快速捻转后留针 1h,结果:治愈 25
 

例,显效 28
 

例,好
转 4

 

例,总有效率为 95%。 四神聪首见于《银海精微》,百会

四方各取一穴,外位巅顶,内应大脑,有健脑聪神之功。 江

彬等[8] 将 60
 

例老年性耳鸣患者随机均分为针刺组、对照

组,针刺组选穴四神聪、耳门、听会,对照组口服西比灵,治
疗 6 周(每周 5 次),2 组总有效率分别为 83. 33%、73. 33%,
在听阈、症状改善方面,针刺组优于对照组。 百会为督脉要

穴,主一身之阳气,通达全身经络,连贯周身气血,临床多选

此穴与其余配合运用。 冯爱春等[9] 将 88
 

例耳鸣患者随机

分成 2 组,治疗组 43
 

例针刺颞后线、耳三针(患侧完骨、听
宫、听会),对照组 45

 

例仅用耳三针,治疗 40 次,2 组总有效

率分别为 69. 8%、44. 4%。 颞三针是靳三针疗法中的一组选

穴,以耳尖直上入发际 2 寸处取第一针,以第一针为中点,向
同一水平线前后各旁开一寸取第 2、3 针[10] 。 敖学艳等[11] 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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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法用于治疗 15
 

例耳鸣患者,结果:痊愈 1
 

例,显效 7
 

例,有
效 3

 

例,无效 4
 

例,3 个疗程后其有效率为 73. 3%,高于银杏

达莫注射液治疗的 66. 7%。 颞三针经过诸穴均为阳明、太
阳、少阳经交汇之处,而该三经循行均有过耳,因此对于耳

鸣的治疗确有依据。
1. 3　 腕踝针选穴 　 腕踝针是在经络皮部理论指导下的针

法,《素问·皮部论》中提到经络十二皮部将人体皮肤分为

十二个皮肤带,严红在研究腕踝针时发现其分区与十二皮

部分区几乎吻合[12] 。 倪素兰[13] 运用腕踝针结合体针随证

加减治疗 37
 

例耳鸣患者,腕踝针主要取上 4(拇指侧的桡骨

缘上,腕横纹上两横指)、下 4(胫骨前缘与腓骨前缘的中点,
外踝最高点上三横指) 2 个分区,针刺 10 次后总有效率达

91. 9%,其中痊愈 11
 

例,显效 17
 

例,好转 6
 

例。
1. 4　 颈四针选穴　 陈洪文等[14] 根据临床经验发现,风池穴

和风府穴中点以及该穴直下 1. 5 寸处穴,对于老年性耳鸣敏

感性较大,笔者认为可能与颈四针位于颈后部,刺之可以改

善颈部及耳内血液循环有关。 其以此四穴加耳前三穴、翳
风、百会治疗 64

 

例老年性耳鸣耳聋患者,另 62
 

例单用除颈

四针以外的诸穴治疗,经过 6 个疗程(60 次)治疗后,前者能

缓解耳鸣程度,改善听力。
1. 5　 董氏奇穴　 《陈渡人针灸医案》载:“驷马穴强心活血,
可治耳鸣耳聋。”驷马上中下穴对治疗耳、面、鼻等相关疾病

有着重要作用。 张鹏祥等[15] 分别应用董氏要穴(董氏针刺

患侧耳迷根、双侧上中下驷马及肾关)与常规取穴(耳前三

穴加三焦经俞合两穴及太冲)治疗 44
 

例耳鸣患者。 2 周后

对愈显率和耳鸣分级评分进行判定,结果显示,董氏选穴疗

效优于常规取穴。
1. 6　 特殊单穴　 针灸腧穴系统中,不少穴位对一些疾病表

现出其特殊的敏感性,如健耳穴。 此穴是由周允娴教授经

《千金翼方》启发而提出的。 刘洋等[16] 通过一经典验案论

述了健耳穴的临床治疗价值。 马立新[17] 临床经验总结发

现,在运用传统方法治疗耳鸣疗效不佳时,单刺风市穴可获

奇效,且经过 30
 

例临床验案总结强调针刺风市穴时方向应

为逆经向上,得气后顺时捻转 4~ 5 周出现滞针,再沿胆经循

按,更易使针感上传。
1. 7　 经典理论选穴

1. 7. 1　 标本根结理论选穴　 标本根结理论作为针灸的重要

理论基础,根据大自然特征取类比象,以此指导选穴,能更

好地疏通耳周局部气血,沟通机体周身经脉,达到行气活血

消鸣的作用。 张敏等[18] 以 60
 

例肝胆火盛型耳鸣为例,运用

标本根结理论选穴(患侧足窍阴、听会、听宫、中封、肝俞、大
敦、玉堂、肾俞),玉堂穴施直刺(以达胸骨为度),背俞穴行

补法。 以上诸穴聚集性分布于四肢末端、头面胸腹,好比源

流沟通、根枝相连。 对照组 30
 

例根据《针灸学》 耳鸣病选

穴。 结果显示,治疗组总有效率、耳鸣评分均优于对照组。
1. 7. 2　 “八珍方”针补法 　 “八珍方”由 20 世纪 30 年代针

灸名家李老所创,处方包括双合谷、三阴交四穴,针刺补法,
与经方“八珍汤”有异曲同工之妙。 胡志学[19] 用此方治疗

耳鸣患者 21
 

例,结果显示,痊愈 16
 

例,显效 3
 

例,总有效率

达 90%;认为此方“益气血、补脾肾、和营卫、调阴阳、通经

络,因症施治,配伍得当”,疗效较佳。
1. 7. 3　 壮医脐内环穴法　 壮医理论是以脐部为中心,对全

身功能系统进行的一个全息投影,以另一种方式对周身脏

腑组织进行密切的联通。 通过刺激脐部相应的穴位和道路

系统,作用于相应组织器官,针到病除。 李秀娟等[20] 以该法

治疗肾虚型神经性耳鸣患者,治疗组在对照组(太溪、照海、
听宫、外关)的基础上加用壮医脐内环穴理论选穴(以脐为

中心,分别向 1. 5、3、6、10. 5 和 12 时方向与皮肤呈 10°放射

状平刺约 20
 

mm),3 个疗程( 30
 

d) 后,总有效率治疗组为

93. 3%,对照组为 73. 3%;2 组治疗后耳鸣程度评分、耳鸣程

度分级均较治疗前改善,且治疗组均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

统计学意义(P<0. 05)。
1. 7. 4　 “左病右治”法　 《内经》中有提及缪刺法的重要意

义和选穴要点,言明其治疗疾病的目的是为了调整阴阳平

衡。 人体作为一个整体,有其自身的运行轨迹和内部平衡。
正所谓“左右者阴阳之道路”,阴阳的盛衰需要通过对另一

方的补泻调节才能恢复阴平阳秘。 马广昊等[21] 对 45
 

例耳

鸣患者采用左病右治调心通督针刺法(选取对侧后溪与内

关以及同侧翳风、听会、侠溪、中渚),另 43
 

例仅选上述后四

穴,结果显示, 总 有 效 率 治 疗 组 为 93. 33%, 对 照 组 为

81. 39%。 于川[22] 总结缪刺泻络通窍法治疗耳鸣的经验,取
对侧商阳、中冲穴以及足中指末端、耳前血络突显处,点刺

放血,升清降浊,疏通耳窍,达到治疗目的。
2　 特殊刺法

2. 1　 开窍三段合刺法 　 张良登等[23] 根据临床经验总结出

治疗耳鸣的“开窍三段法”取穴法:包括头部(百会、双侧通

天)、耳区(患侧听宫、听会、翳风,双侧风池)、手阳部(双侧

合谷、外关),耳为宗脉汇聚之所,手足少阳、足阳明、手太阳

经脉均循行过耳,在耳部疾病治疗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

用。 以上诸穴遵循三大选穴原则,运用经络脏腑辨证,分三

部取穴,每部穴位之间联系紧密,各部协作整体有效。
2. 2　 子午流注针法　 子午流注针法最早是由何若愚老先生

提出来的,是在天人相应的整体观和阴阳五行学说指导下,
结合经络五腧穴以及天干地支气候时辰等相关理论,利用

人体经脉气血运行的规律按时选穴的一种特殊针法[24] 。 陈

有明等[25] 采用甲子法并用治疗肺肾气虚型耳鸣,获得显效。
其认为肺属金,金生水,结合“耳鸣治肺,鼻塞治心”之训,提
出治当补益肺肾。 具体针刺方法为:于当日(辛日) 下午 2
时 30 分(乙未时),先开肺经原穴太渊,次针肾经原穴太溪,
次日又按纳子法于下午 7 时(戍时)先针补太溪、复溜,次针

补经渠、太渊,奇效可观。
2. 3　 针向神经点法　 蔡琼珊[26] 将 41

 

例神经性耳鸣患者分

为治疗组与对照组。 治疗组 20
 

例患者选穴耳和髎、下关、牵
正,分别针向耳颞神经点、下颌神经点、面神经点,强调出现

放电感或肌肉跳动感后即为得气;对照组 21
 

例针刺耳前三

穴加肾俞、中渚治疗。 结果发现 2 种治疗手段均有其独特的

疗效,故推论耳鸣治疗方法中除常规取穴法外,选取位于神

经点上的要穴且针向神经点也不失为一种可行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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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特殊手法

3. 1　 子午捣臼针法 　 《金针赋》云:“五日子午捣臼……落

穴之后……九入六出,左右转之。”子午捣臼法是一种强调

提插捻转结合使用的行针手法。 赵明华[27] 运用此法治疗

30
 

例气滞血瘀型神经性耳鸣患者,选穴气海、血海、听宫、外
关、翳风、足三里,得气后行子午捣臼针法,10

 

min 行针 1 次,
留针期间行针 3 次;对照组口服卡马西平及维生素 B 治疗。
3 个疗程(30

 

d)后,结果显示,治疗组痊愈 6
 

例,显效 15
 

例,
有效 7

 

例;对照组痊愈 2
 

例,显效 13
 

例,有效 7
 

例,且治疗组

睡眠时间及焦虑状态的改善程度也优于对照组。
3. 2　 特殊补泻法　 “九六补泻法”源于《周易》,针刺时根据

病情程度选择三部深浅,同时施行“九六补泻法”捻转提插,
补泻刺激量以九六数及其倍数为准。 马向丽等[28] 报道其导

师运用该补泻手法治疗耳鸣,获得显效。 选耳前三穴、瘈
脉、晕听区以及远端中渚、太溪、太冲穴,太溪与太冲分别行

补泻手法,耳前三穴行透刺法,一针透手足少阳、太阳多经,
各经同时得气,经气连通,从而达到治疗目的。 李绍荣等[29]

认为耳鸣的发病不外乎肝胆实证与肾精亏虚证两大类,故
治疗 30

 

例耳鸣患者时将针刺补泻手法与“五行生克”相结

合,取穴风市、肾关、风池、听会,强调风市穴得气后摇大针

孔行泻法,肾关行提插补法,15 次治疗后所有患者均有不同

程度好转。 笔者由此思考,临证之时,补泻之法多样,可与

本经及他经“子母补泻法”结合而用之。
4　 小结与展望

　 　 针刺治疗耳鸣的古文献依据和临床疗效均能得到查证

和验证,临床对于针灸治疗耳鸣的研究方法大多过于常规

化,对于特殊思路的探究总结与优化创新甚少。 诸如腹针、
头针、腕踝针等亦为针灸体系中完整而特殊的一支,应当与

主流针刺方法交叉应用;针灸经络腧穴多而效各有不同,临
床常用乃各穴常规作用,其另有奇效,偏僻而难得,须后人

多多探索发掘;针灸理论体系包含甚广,今用之恐其千分之

一,冰山一角,须多阅读经典古籍,勤于思考,将中医针灸各

论皆深思之,创新用针选穴之法;随着现代医学的发展,诸
如平衡针、针向神经点法、颈源性耳鸣针法(颈椎间盘整固

针法、从“筋”论刺法、针刺激痛点法)等具有特色的新方法

层出不穷,我们当博闻广进,紧跟时代发展,积极学习并将

其与古文经典相结合,探寻其作用机制;民间尚有诸多针灸

特色治疗方法,流传至今,当探索学习总结,以求针灸治疗

体系之丰盈。
上述各种特殊的治疗手段或从选穴、刺法、手法等方面

进行深入研究,或从经年累月的临床经验中整理总结,笔者

以此为引,期望能激发大家探索新思路的灵感。

参考文献

[1] 　 王越,马哲函,郭宇,等 . 208
 

例主观性耳鸣患者发病规律及临

床特征调查[J] . 中国临床研究,2010,23(5):435-436.
[2] 　 李黄彤,黄泳 . 薄氏腹针治疗慢性失眠 62

 

例临床观察[ J] . 中
国现代医药杂志,2009,11(5):73-74.

[3] 　 冯骅,丁敏,曹莉,等 . 腹针治疗耳鸣伴发神经衰弱 50
 

例疗效

观察[J] . 中国中医药科技,2011,18(3):236.

[4] 　 祝天翔,周士华,陈华平,等 . 腹针结合补肾开窍丸治疗肾精亏虚

型神经性耳鸣的临床研究[J]. 针灸临床杂志,2016,32(4):38-41.
[5] 　 曹莉,金瑛 . 《针灸大成》耳内虚鸣方结合腹针治疗肾虚型神

经性耳鸣临床研究[ J] . 浙江中西医结合杂志,2019,29( 4):
290-292.

[6] 　 焦顺发 . 焦顺发头针[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9:43.
[7] 　 郑伟莉 . 头针晕听区长时间留针配合体针治疗神经性耳鸣

60
 

例[J] . 中医临床研究,2011,3(1):28-29.
[8] 　 江彬,汪志良,王磊,等 . 针刺治疗老年性耳鸣 30

 

例临床观

察[J]. 江苏中医药,2010,42(6):52-53.
[9] 　 冯爱春,李桂敏,殷建权 . 头针配合耳三针治疗老年性耳鸣

43 例[J]. 浙江中医杂志,2010,45(5):356.
[10] 　 彭增福 . 靳三针疗法[M]. 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2000:14-16.
[11] 　 敖学艳,宋一惠,祖明旭 . 颞三针电针结合药物治疗神经性耳鸣

20
 

例疗效观察[J]. 云南中医中药杂志,2013,34(12):62-63.
[12] 　 严红 . 腕踝针治疗坐骨神经痛 700

 

例临床观察[ J] . 中国针

灸,1998,18(7):421.
[13] 　 倪素兰 . 体针加腕踝针治疗神经性耳鸣 37

 

例[J] . 中华实用

中西医杂志,2008,21(23):1761.
[14] 　 陈洪文,李园春,王翠玉 . 针刺颈四针治疗老年性耳鸣耳聋

64
 

例临床观察[J] . 中国民族民间医药,2012,21(19):104.
[15] 　 张鹏祥,冉文菊,老锦雄 . 针刺董氏奇穴结合耳振颤法治疗

神经性耳鸣 44
 

例疗效观察 [ J] . 湖南中医杂志, 2015, 31
(10):82-83.

[16] 　 刘洋,郑丽丽,诸丹维,等 . 针刺经外奇穴健耳穴治疗耳鸣浅

述[J] . 浙江中医杂志,2017,52(8):606.
[17] 　 马立新 . 单刺风市穴治疗耳聋耳鸣体会[ J] . 中国中医药信

息杂志,2006,13(1):80-81.
[18] 　 张敏,文洪 . 根据标本根结理论选穴治疗肝胆火盛型耳鸣临

床观察[J] . 四川中医,2018,36(2):174-175.
[19] 　 胡志学 . “八珍方”针补法治疗耳鸣症 21

 

例[J] . 中国民间疗

法,2009,17(7):12.
[20] 　 李秀娟,李婕,韩海涛,等 . 壮医脐内环穴配合常规针刺治

疗肾虚型神经性耳鸣疗效观察 [ J] . 中国针灸, 2015, 35
(4) :345-348.

[21] 　 马广昊,陈婷婷,孙常俊 . 左病右治调心通督针刺法治疗耳

鸣 45
 

例[J] . 针灸临床杂志,2014,30(8):46-48.
[22] 　 于川 . 浅析缪刺泻络通窍法治疗耳鸣[ J] . 中国中医药现代

远程教育,2014,12(3):125-126.
[23] 　 张良登,于秀琴 . 开窍三段合刺法辨证治疗耳鸣的临证心

得[J]. 针灸临床杂志,2008,24(6):27-28.
[24] 　 刘润茂. 子午流注针法源流梗概[J]. 中国针灸,1987(1):37-38.
[25] 　 陈有明,许亚兵,杨鹏年 . 子午流注针法临床运用举隅[ J] .

中医研究,2012,25(6):57-58.
[26] 　 蔡琼珊 . 针刺治疗神经性耳鸣的临床观察[ D]. 福州:福建

中医药大学,2014.
[27] 　 赵明华 . 子午捣臼针法治疗气滞血瘀型神经性耳鸣疗效观

察[J] . 按摩与康复医学,2016,7(5):22-23.
[28] 　 马向丽,李永峰 . 李永峰教授“九六补泻法”在针灸临床中的

运用[J] . 中医药导报,2014,20(10):85-87.
[29] 　 李绍荣,方永江,韩励兵,等 . “泻南补北法”电针治疗神经性

耳鸣耳聋的临床观察[J] . 中国民族民间医药,2011,20(18):
104. (收稿日期:2020-10-15)

·791·　 　 　 　 第 6 期　 　 　 　 　 　 　 　 吴　 赛,毛红蓉,张　 蔚:针刺治疗耳鸣的特殊方法研究概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