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耳鸣，这一常见的耳部症状，常常被人们

忽视或误解。然而，耳鸣并非仅仅是耳朵里的

“嗡嗡”声那么简单，它可能预示着更为严重

的健康问题， 同时也可能对患者的日常生活

造成重大影响。本文将从耳鸣的危害入手，详

细解析其治疗方法， 并介绍一些常用的药物

和检查仪器， 以期提高公众对耳鸣的认识和

重视程度。

一、耳鸣的危害

1、影响听力：耳鸣常常伴随着听力下降，

严重时甚至可能导致耳聋。 这是因为耳鸣可

能是由内耳损伤、听神经病变等引起的，这些

病变会影响听觉传导通路，导致听力受损。

2、影响睡眠：耳鸣在夜深人静时尤为明

显，容易使患者难以入睡或睡眠质量下降。长

期失眠会进一步加重耳鸣，形成恶性循环。

3、影响情绪：长期耳鸣会给患者带来极

大的精神压力，导致心烦、焦虑、抑郁等情绪

问题。这些情绪问题又会反过来加重耳鸣，形

成恶性循环。

4、影响工作和学习：耳鸣不仅是一个耳

部症状，它更是一个“隐形杀手”，悄无声息地

影响着患者的工作和学习。 当耳鸣频繁发作

或声音过大时，患者往往难以集中注意力，思

绪容易被打断，这极大地影响了工作效率。

5、影响社交活动：由于耳鸣患者听力受

损，他们常常在交流中感到力不从心，无法准

确理解对方的言语，这导致他们在社交场合

中显得笨拙和尴尬。 长期下来，患者可能因

此避免参加社交活动，逐渐产生社交障碍。

二、耳鸣的治疗方法

1、一般用药：①地塞米松磷酸钠注射液：

这是一种全身用皮质激素类药物，主要用于

治疗过敏性与自身免疫性炎症性疾病引起的

耳鸣。它通过减轻和防止组织对炎症的反应，

抑制巨噬细胞和白细胞在炎症部位的集聚，

从而缓解耳鸣症状。 但需要注意的是，地塞

米松磷酸钠注射液无法治疗其他原因导致的

耳鸣，且需在医生指导下使用。 ②注射用盐

酸倍他司汀：这是一种改善内耳微循环的药

物，通过增加内耳小动脉血流量，降低毛细血

管通透性，缓解因血液循环不畅引起的耳鸣

症状。 该药物可以通过口服或注射给药，需

在医生指导下使用。 ③利多卡因注射液：利

多卡因是一种局麻药和抗室性心律失常药

物，但也可用于治疗神经性耳鸣。它通过抑制

神经传导，减轻耳鸣症状。 使用方法是将其

稀释于生理盐水中，通过静脉注射给药。 需

要注意的是， 利多卡因注射液需在医生指导

下使用，并严格控制剂量和速度。

2、非药物治疗：①耳鸣特异性治疗：包括

声光疗法、听觉生物反馈等。这些方法旨在通

过特定的声音处理技术来重新训练大脑对耳

鸣的关注程度，从而减轻其影响。在专业医师

指导下进行。 ②耳部穴位按摩：通过按压、揉

捏耳朵上的特定穴位来缓解耳鸣症状。 中医

认为，某些穴位与身体内部器官相对应，刺激

它们可能有助于调节内分泌系统功能， 进而

减少耳鸣发生频率及强度。③认知行为疗法：

由认证心理医生执行一系列面对面会议，在

评估患者思维模式后制定个性化计划并指导

实施。 通过改变患者的思维方式、 情绪状态

等，来减轻耳鸣症状对患者生活的影响。

三、检查仪器在耳鸣治疗中的应用

1、声导抗测试仪：可以同时记录声反射

曲线和鼓室图，对传导性、混合性和感音神经

性耳聋具有较高的诊断价值。在耳鸣治疗中，

声导抗测试仪可用于评估患者的听力损失程

度和类型，为治疗提供科学依据。

2、耳显微镜：是一种高分辨率的显微成

像设备，可观察耳部结构的细微变化。在耳鸣

治疗中，耳显微镜可用于检查患者的外耳、中

耳和内耳结构是否正常，发现潜在病变部位。

3、耳声发射：是一种通过记录和分析耳

蜗内产生的声波来评估听觉系统功能的检查

方法。在耳鸣治疗中，耳声发射可用于评估患

者的听力损失程度和类型， 以及了解耳蜗功

能是否正常。

4、ABR（听觉脑干反应）：是一种通过记

录和分析听觉脑干对声音刺激的反应来评估

听觉传导通路功能的检查方法。 在耳鸣治疗

中，ABR可用于评估患者的听觉传导通路是

否正常，以及是否存在听神经病变等问题。

5、内耳磁共振检查：是一种高分辨率的

影像学检查方法， 可观察内耳结构的细微变

化。在耳鸣治疗中，内耳磁共振检查可用于发

现内耳病变、听神经瘤等潜在问题，为治疗提

供重要依据。

耳鸣虽然常见，但其危害不容小觑。通过

了解耳鸣的危害和治疗方法， 我们可以更好

地应对这一耳部症状。在治疗过程中，选择合

适的药物、结合非药物治疗方法，并利用现代

医疗设备进行准确的诊断和治疗是非常重要

的。 同时， 患者也应积极配合医生的治疗方

案，保持积极乐观心态，尽快摆脱耳鸣困扰。

（作者单位：广西钦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针灸康复中西医结合治疗脑卒中

□

唐福霞

脑卒中，作为高发病率、高致残率的疾

病，严重威胁人类健康。随着医学研究的深

入，中西医结合治疗脑卒中成为重要策略。

其中，针灸康复作为中医特色疗法，在脑卒

中康复中扮演着关键角色。 本文旨在探讨

针灸康复的基本原理、 中西医结合治疗方

法及其在脑卒中康复中的优势与实践应

用，以期为患者提供更全面的康复选择。

一、针灸康复的基本原理

针灸作为中医特色疗法之一， 具有疏

通经络、调和气血、平衡阴阳的作用。 在脑

卒中康复中，针灸可以通过刺激穴位，调节

患者的神经系统功能，改善局部血液循环，

促进脑组织修复和重建。具体来说，针灸可

以刺激大脑皮层，激发神经细胞的活性，促

进神经纤维的再生和重塑；同时，针灸还可

以改善脑部的血液循环， 加速代谢废物的

排出，为脑组织的修复提供有利的环境。

二、中西医结合治疗脑卒中的方法

（一）急性期治疗：在脑卒中急性期，治

疗的首要目标是尽快恢复脑部供血， 减少

脑组织损伤。西医治疗常采用溶栓、抗血小

板聚集、降纤等方法，这些方法旨在溶解堵

塞脑血管的血栓，减少血小板的聚集，以及

降低纤维蛋白水平， 从而让脑部恢复充足

的血液供应。 同时，中医治疗则注重祛邪，

采用活血化瘀、清热解毒的中药，如丹参、

红花、赤芍等，这些中药能够改善脑部血液

循环，减轻脑部水肿，为脑部恢复创造更好

的环境。 针灸治疗在这个阶段主要用于缓

解患者的不适症状，如头痛、恶心、呕吐等，

常用的穴位如百会、人中、内关等，通过刺

激这些穴位，能够调节患者的神经系统，缓

解脑部压力。

（二）恢复期治疗：脑卒中恢复期是患

者康复的关键时期。 西医治疗在这个阶段

继续控制血压、血糖、血脂等危险因素，以

减少脑卒中的复发风险。同时，根据患者的

具体情况， 西医还会进行必要的药物治疗

和物理治疗，以促进神经功能的恢复。中医

治疗则以扶正祛邪为主，采用补气养血、通

经活络的中药，如黄芪、当归、川芎等，这些

中药能够改善患者的气血状况， 为神经纤

维的再生和重塑提供营养支持。 针灸治疗

在这个阶段则主要用于改善患者的肢体功

能和语言障碍，常用的穴位如曲池、合谷、

足三里等，通过刺激这些穴位，能够激活患

者的神经细胞，促进神经功能的恢复。

（三）后遗症期治疗：脑卒中后遗症期，

患者可能面临肌肉萎缩、 关节僵硬等多种

问题。 中医治疗在这个阶段以调理脏腑功

能为主，采用调补肝肾、健脾化痰等中药，

如枸杞子、熟地黄、茯苓等，这些中药能够

改善患者的肝肾功能， 为肌肉和关节的恢

复提供必要的营养支持。 针灸治疗在这个

阶段则主要用于缓解患者的各种症状，如

肌肉萎缩、 关节僵硬等， 常用的穴位如环

跳、阳陵泉、秩边等，通过刺激这些穴位，能

够促进肌肉和关节的血液循环， 加速代谢

废物的排出， 为患者的康复创造更好的条

件。同时，针灸治疗还能够调节患者的神经

系统，缓解患者的心理压力。

三、中西医结合治疗脑卒中的优势

（一）疗效优势：中西医结合治疗可以

充分发挥中医和西医各自的优势， 达到协

同增效的目的。 在急性期， 西医的溶栓治

疗、抗凝治疗等方法可以有效缓解症状，改

善脑部供血； 而中医的针灸治疗和中药治

疗则可以通过调节人体的气机和脏腑功

能，提高患者的康复速度和治疗效果。

（二）安全性优势：中西医结合治疗可

以降低药物的不良反应和副作用。 在使用

西药时，可以同时使用中药进行调理，从而

减轻西药对肝肾功能的损害。另外，中医的

治疗方法如针灸、推拿等也比较安全，对患

者身体的副作用较小。

（三）个体化治疗优势：中西医结合治

疗可以根据患者的具体病情和体质制定个

体化的治疗方案。 针灸治疗可以根据患者

的具体病情和体质选择穴位和刺激方法，

提高治疗效果。同时，中药治疗也可以根据

患者的体质和病情进行个体化配伍， 更好

地发挥药效。

四、结语

针灸康复中西医结合治疗脑卒中是一

种具有显著优势的治疗方法。 通过充分发

挥中医和西医各自的优势，结合针灸、中药

等特色疗法进行综合治疗， 可以提高患者

的康复速度和治疗效果， 降低药物的不良

反应和副作用。同时，针灸康复中西医结合

治疗还可以根据患者的具体病情和体质制

定个体化的治疗方案， 更好地满足患者的

治疗需求。因此，在脑卒中康复中应积极推

广应用针灸康复中西医结合治疗的方法。

（作者单位：四川省雅安市名山区永兴

街道卫生院）

胃癌的症状、致病因素及预防措施

□

骆敏

胃癌， 作为消化系统常见的恶性肿瘤之

一， 其发病率和死亡率在全球范围内均居高

不下。随着医学研究的深入，我们对胃癌的认

识也越来越深入。本文将从胃癌的症状、致病

因素及预防措施三个方面进行科普， 旨在提

高公众对胃癌的认知水平， 促进胃癌的早期

发现、早期诊断和早期治疗。

一、胃癌的症状

1、上腹疼痛：这是胃癌最常见的症状之

一，表现为持续性或间歇性的上腹疼痛，与饮

食无明确关系，或餐后加重。部分患者疼痛与

消化性溃疡相似，但抗酸药治疗效果不佳。

2、消化不良：患者可能出现食欲减退、早

饱、嗳气等消化不良症状。这些症状在胃癌早

期较为常见，但往往被患者忽视。

3、呕血和黑便：部分胃癌患者可能出现

呕血和黑便的症状。呕血多为少量出血，血液

与胃酸混合后呈咖啡色。 黑便则是由于血液

在肠道内停留时间较长，经消化后呈现黑色。

4、体重减轻和贫血：胃癌患者由于食欲

减退和消化吸收功能下降， 可能出现体重减

轻和贫血的症状。 晚期胃癌患者往往呈恶病

质状态，极度消瘦。

5、转移症状：当胃癌发展到晚期时，癌细

胞可能通过淋巴、 血液等途径转移到其他器

官和组织，引起相应的症状。如转移到肝脏可

能引起黄疸、腹水等症状；转移到肺部可能引

起咳嗽、呼吸困难等症状。

二、胃癌的致病因素

1、饮食因素：长期摄入高盐食品，如咸

菜、咸鱼等，会增加胃黏膜受到的刺激，导致

胃黏膜损伤，进而可能诱发胃癌。腌制和熏烤

食品在加工过程中可能产生致癌物质， 如亚

硝酸盐和多环芳烃， 这些物质进入人体后可

能转化为致癌物，增加胃癌的风险。 此外，新

鲜蔬菜和水果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 这些营

养素对胃黏膜有保护作用， 缺乏这些营养素

可能导致胃黏膜受损，增加胃癌的风险。

2、生活习惯：长期熬夜会打乱人体的生

物钟，影响内分泌和免疫系统的正常功能，可

能导致胃黏膜受损。饮食不规律，如暴饮暴食

或过度节食，会打乱胃的消化节奏，导致胃黏

膜受损。过度劳累则会使身体处于应激状态，

免疫力下降，也可能增加胃癌的风险。

3、遗传因素：如果家族中有胃癌患者，特

别是直系亲属， 那么其他家庭成员患胃癌的

风险会相应增加。 这可能与家族成员共享的

遗传基因有关， 这些基因可能影响到胃细胞

的生长和分裂，使其容易发生癌变。

4、幽门螺杆菌感染：幽门螺杆菌是一种

能够在胃黏膜上生长的细菌， 它的感染与胃

癌的发生密切相关。 长期感染幽门螺杆菌会

导致胃黏膜慢性炎症， 这种炎症可能导致胃

黏膜萎缩、肠化生等病变，这些病变进一步发

展就可能演变为胃癌。

5、其他因素：除了上述因素外，环境因

素、 职业因素和精神因素等也可能对胃癌的

发病产生一定影响。例如，长期接触某些化学

物质或放射性物质可能增加胃癌的风险；长

期处于紧张、 焦虑等负面情绪状态也可能影

响身体免疫力，增加胃癌的风险。

三、胃癌的预防措施

1、定期体检：建议 40 岁以上的人群每年

至少进行一次胃镜检查， 以便及时发现和治

疗胃部病变。 胃镜检查能够直接观察胃黏膜

的情况，发现早期胃癌或癌前病变，从而进行

及时干预。

2、控制幽门螺杆菌感染：对于已经感染

幽门螺杆菌的人群，应及时进行治疗，以降低

胃癌的发病风险。 治疗幽门螺杆菌感染可以

采用抗生素联合疗法，通过杀灭细菌，减轻胃

黏膜的炎症和损伤，从而降低胃癌的风险。

3、遗传咨询：通过遗传咨询，我们可以了

解家族中胃癌的发病情况和遗传规律， 从而

评估自己的患病风险。 如果基因检测结果显

示存在高风险基因变异， 我们可以采取相应

的预防措施，如加强体检、调整生活方式等，

以降低患胃癌的风险。

4、其他预防措施适量运动：保持适度的

运动习惯， 如每周至少 150 分钟的中等强度

有氧运动，以促进血液循环和身体健康，增强

免疫力，从而预防胃癌。同时，积极调整心态，

避免长期陷入紧张、焦虑等不良情绪中，保持

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 有助于降低胃癌的风

险。 此外，还应尽量避免接触有害物质，如工

业废水、 废气等， 以减少对胃黏膜的潜在损

害，从而保护胃的健康。

胃癌作为一种常见的消化系统恶性肿

瘤，其发病率和死亡率均较高。通过了解胃癌

的症状、致病因素及预防措施，我们可以提高

对胃癌的认知水平，促进胃癌的早期发现、早

期诊断和早期治疗。同时，保持健康的生活方

式和饮食习惯也是预防胃癌的重要手段。 让

我们共同努力，降低胃癌的发病风险，为健康

中国贡献自己的力量。

（作者单位：广西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耳鸣的危害和治疗

□ 宁家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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