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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一

40餘歲女性，平常雙耳長時間高頻耳鳴，耳鳴原因不知，經耳部與頭皮針

針灸配合理氣活血化瘀的藥物數週後覺耳鳴音量變小，持續時間縮短，意

外發現對於周遭聲音聽得更加清楚。

案例二

68歲男性，長時間雙耳低頻耳鳴如雷聲，未經檢查，嘗試耳部與頭皮針針

灸數週後耳鳴發作時間縮短，音量變小聲，覺得自己容易煩躁的情緒也跟

著穩定下來。

耳鳴是指患者在沒有外界刺激的狀況下，自覺聽到聲音
的狀況。這聲音可以如蟬鳴，如雷轟，如鐘聲，如溪水，如
拍翅，各樣的聲音型態都有過。目前耳鳴的發生率大約在10-
15%，每7-10人中就有一人受其困擾。
耳鳴的產生有許多的可能性，從外耳道到聽神經，只要

是聽覺傳導路徑上的任何一個位置發生問題，都有可能造成
耳鳴。

常見的發生原因，與耳朵相關的如外耳道的耳垢阻塞與
發炎，中耳的鼓膜穿孔、中耳炎、耳硬化症，內耳的梅尼爾
氏症、藥物性損傷、噪音性損傷，聽神經的腫瘤，耳咽管障
礙，或是整體的退化；非耳朵相關的疾病則包含像肌肉抽搐，
血管異常，腦幹血管硬化，顱內壓過高，腦中風，情緒疾病
等等。耳鳴可以單獨存在，但也常合併聽力障礙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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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發作的時間長短，三個月以內稱為急性耳鳴，
超過三個月以上稱為慢性耳鳴，一般來說，發作時間
越長，所需的治療時間也較長。
在中醫治療前或治療的過程中，我們建議患者能

配合現代醫學的檢查，仔細評估發生耳鳴的背後原因，
掌握根本的問題。從中醫的角度來看耳鳴，要辨虛實、
辨臟腑，發病新久、聲音型態、全身合併症狀、舌象
脈象等都是觀察的指標。治療上則是根據標本病機，
透過中藥與針灸，調補氣血陰陽之虧虛，清瀉風火痰
瘀之阻滯，隨著病情的不同，治療時間可長可短。
在治療之外，建議耳鳴的患者應盡量維持良好的

生活作息，健康的飲食習慣，適當的休閒運動，避免
環境過度吵雜與過分的安靜，透過舒適的音樂或白噪
音轉移耳鳴的干擾，避免耳毒性的藥物或菸、酒的刺
激，若有需要，亦可透過聽覺輔具獲得聽力的幫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