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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观察针刺内听宫穴对庆大霉素致聋大鼠听力的改善作用& 方法? $% 只成年大

鼠平均分为 K 组$庆大霉素组每日上午腹腔注射庆大霉素 !%% Q7D:7$连续 !K W(内听宫组庆大霉素给

药方法同庆大霉素组$自腹腔注射庆大霉素第 ! 天开始$隔日下午进行针刺内听宫穴$共 !% 次(听宫组

庆大霉素给药方法同庆大霉素组$自腹腔注射庆大霉素第 ! 天开始$隔日下午进行针刺听宫穴$共

!% 次(对照组每日上午腹腔注射等剂量生理盐水$共 !% 次& 分析实验前'实验 !K W 及 $% W 各组大鼠听

性脑干反应阈$评价各组大鼠听力情况& 结果?庆大霉素组的听性脑干反应阈明显高于内听宫组'听宫

组及对照组$内听宫组与听宫组听性脑干反应阈比较无明显差异& 结论?针刺内听宫穴及听宫穴均可

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庆大霉素致聋大鼠听性脑干反应阈$减轻庆大霉素耳毒性$缓解药物对听力的损害作

用$是治疗药物性耳聋的有效穴位&

关?键?词!穴位(内听宫(庆大霉素(药物性聋(针灸疗法(听性脑干反应

中图分类号!]$KG (]B&K=K#??文献标识码!H??文章编号!!%%B 8!G$%#$%!#%%# 8%$K$ 8%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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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Q0+,X.*,+

??针灸治疗耳聋近年来有较大进展$被认为

疗效较为理想$且无毒副作用& 从涉及文献的

内容来看$临床治疗耳聋常用的穴位是听宫

穴& 樊玉林通过考察古代医学文献发现真正

的听宫穴位并不在面部耳屏前$而是在鼓膜中

央部鼓室内& /针灸甲乙经 0 及 /灵枢=经脉 0

提到+听宫$在耳中珠子$大如赤小豆 , $ +小肠

手太阳之脉起于小指之端$其支者$从缺盆循

颈上颊$至目锐眦$却入耳中 , $也就是说古时

听宫穴位于 +耳中,#鼓室 % & 为区别于目前公

认的听宫穴$樊玉林将耳内的穴位命名为内听

宫穴& 本研究观察针刺内听宫穴及听宫穴对

大鼠 H;]阈值的影响$探讨针刺内听宫穴治疗

耳聋的作用和机制$为治疗耳聋提供更有效的

穴位和方法&

BC材料与方法

B=BC动物来源

9X017/+F@1Z2+6大 鼠$ 雌 雄 不 拘$ $G% h

#G% 7$耳廓反射灵敏$耳道通畅$鼓膜完整$无

噪音及耳毒性药物使用史& 饲养条件一致$实

验动物和饲料由西安交通大学动物实验中心

提供&

B=DC造模与针刺

$% 只大鼠分笼饲养$自由摄食$大鼠按照

随机数字表法分为 K 组$每组 G 只 # !% 耳 % &

庆大霉素组'内听宫组'听宫组每日腹腔注射

硫酸庆大霉素#江苏康宝制药有限公司$批号!

!!%B!% 号% !%% Q7D:7$连续 !K W& 内听宫组

及听宫组分别选内听宫穴及听宫穴$在给药的

第 ! 天开始隔日进行针刺治疗$共针刺 !% 次&

针灸针常规进行消毒& 内听宫穴参照樊玉林

的/听宫初考 0 $位于鼓膜脐周$在电耳镜直视

下$直刺鼓膜脐周$深度 %=$ UQ$以刚触及鼓岬

为宜$留针 #% Q)*(听宫穴的定位参照 /实验针

灸学0 $位于大鼠耳屏正前方凹陷处$捻转进针

刺入皮下$针刺深度 %=K UQ$平补平泻捻转行

针$每隔 !% Q)* 行针 ! 次$每次约%=G Q)*$留针

#% Q)*& 对照组每日腹腔注射等量生理盐水 $

共 !% 次 & 每次用药前重新测量体重 $调整药

量 $对照组与各实验组同样抓取 & 见图 ! $$ &

!"#$

图 BC针刺内听宫示意图

图 DC针刺治疗示意图

B=EC听性脑干反应

所有大鼠在实验前'实验 !K W

)!*及 $% W

)$*

分别进行听觉脑干诱发电位 # 1/W)5.06\01)*F

,5+Q0+,X.*,+$H;]%测试)#*

& 受试大鼠腹腔注射

!%e水合氯醛#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陕

药管制字 ) $%%! *第 !K%C 号 % %=# Q2D!%% 7施行

全身麻醉& 测试仪器用丹麦 A'9 'aH]M] IN

脑干诱发电位仪& 采用直径%=#G QQ'长#G QQ

针灸针作为电极$记录电极置于颅顶矢状正中

与双侧外耳道连线的交点$针灸针斜向前刺入

皮下 %=G UQ$参考电极置于双侧耳后皮下$接

地电极置于鼻根$电极阻抗 k# l

/

& '2)U: 音刺

激$周期 !%%

"

,$速率$!=!$扫描时间为!G Q,$滤

波范围 !%% h# %%% aS$ 叠加 ! %$K次$ 测试自

!%% W;9Ǹ 以 G W;9Ǹ 为梯度向低强度进行$若

出现
+

波消失$则以 G W;9Ǹ 上升重复两次判断

波形阈值& 阈值小于 G W;9Ǹ 记为G W;9Ǹ $大

于 !%% W;9Ǹ 记为 !%% W;9Ǹ #图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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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EC大鼠 H;]测试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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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FC统计学处理

采用 9N99 !B=% 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处

理$实验数据计量资料以
!

Ej:表示& 实验前大

鼠 H;]阈值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实验 !K W'

$% W 大鼠 H;]阈值采用配对 &检验及单因素

方差检验& Dk%=%G 认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

DC结果

D=BC正常大鼠 H;]波形及反应阈值

实验前各组大鼠 H;]波形稳定$主要由

-

'

*

'

+

'

,

'

.

波等组成$各波分化好$以
+

波振幅最大$为主波$各组大鼠 H;]反应阈值

约 G W;h$% W;$见图 K & 各组大鼠 H;]反应

阈值经方差齐性检验$见表 ! & 对照组在整个

实验过程中 H;]反应阈值相对稳定$各时间点

H;]阈值无显著性差异#&m%=C$ $Dm%=K# % &

D=DC实验前与实验 !K W 各组大鼠 H;]反应阈

值比较

实验 !K W$除对照组外各组大鼠 H;]反应

阈值均有不同程度升高$与实验前 H;]反应阈

值进行比较$其中庆大霉素组大鼠 H;]反应阈

值增加至 # $%=G% j&=CG % W;& 故采用非参数检

验(实验 !K W$经检验庆大霉素组 H;]反应阈值

明显高于内听宫组'听宫组及对照组$见表 !&

!!!

!"#

!""$

!"%$

!"&$

!'($

!)*+

!",$

!)-$

图 FC正常大鼠 H;]波形图

表 BC实验前与实验 !K W各组大鼠H;]反应阈值#

!

Ej:$W;9Ǹ%

组别 鼠数#只% 实验前 实验 !K W 阈值差 & D

庆大霉素组 !% "=G% jG=G% #%=%% j&=&B $%=G% j&=CG "=K& %=%%

内听宫组 !% !%=%% jG=$B $!=%G j!%=%! !!=%G j!$=%# #=%$ %=%!

听宫组 !% C=G% jK=!$ $$=G% jG=K% !K=%% j#="K !!=$# %=%%

对照组 !% "=G% jK=#C !!=%% jG=!& !=G% jG=C% %=C$ %=K#

D=EC实验 !K W 与 $% W 各组大鼠 H;]反应阈

值比较

实验 $% W$庆大霉素组大鼠 H;]反应阈值

明显高于实验 !K W$经配对 &检验两组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m#="# $Dk%=%! % & 而内听宫

组及听宫组两组大鼠 H;]反应阈值与实验

!K W的 H;]阈值经配对 &检验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见表 $ & 实验 $% W$各组大鼠 H;]阈值经

方差齐性检验$Do%=%G $认为方差齐次& 经

单因素方差分析$内听宫组及听宫组 H;]反应

阈值明显低于庆大霉素组 # FmK!=#C$ $Dk

%=%G % & 而两者之间及其与对照组相比$大鼠

H;]反应阈值无统计学差别#Do%=%G % &

表 DC实验 !K W及 $% W各组大鼠H;]反应阈值#

!

Ej:$W;9Ǹ%

组别 鼠数#只% 实验 !K W 实验 $% W 阈值差 & D

庆大霉素组 !%

#%=%% j&=&B

u

?KK=G j"=$B

u

!K=G% j!!=&G #="# %=%%

内听宫组 !%

$!=%G j!%=%!

$%

$$=G% jB=GG

$%

!=%% j!$=CB %=$G %=C!

听宫组 !%

$$=G% jG=K%

$

!&=%% jC=B&

$

8&=G% j!!=G& 8!=BC %=!!

对照组 !% !!=%% jG=!& ?C=%% jK=$$ 8#=%% jG=#B 8!=BB %=!!

??注!

u与其余各组比较$Dk%=%G(

$与对照组相比Do%=%G(

%与听宫组相比$ Do%=%G

EC讨论

听性脑干反应#H;]%是检测声刺激诱发的

脑干生物电反应& 张杰文等)K* 对 B% 只 9@大

鼠进行 H;]检测$发现大鼠 H;]主要有 G 个

波$偶可见 B 个波$其中 K% 耳以
*

为主波$!C 耳

以
+

为主波$

,

及
.

波为主波同有 ! 耳& 杨旭春

"K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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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G*研究不同年龄组大鼠听性脑干反应$发现

[),510大鼠 H;]以波
+

为主波$其中幼年大鼠

H;]阈值为 # $"=%% j$=% % W;9Ǹ $成年组 # #!=G%

j!=G$% W;9Ǹ $老年组#G#=%% jB=#K % W;9Ǹ & 本

研究所测大鼠 H;]主要由
-

'

*

'

+

'

,

'

.

波

等组成$各波分化好$以
+

波振幅最大$最稳

定$为主波$故本实验主要观察
+

波反应阈的

变化&

庆大霉素属于氨基糖苷类抗生素家族的一

种广谱抗生素$可引起耳肾毒性$导致耳聋&

张志存等)&*对 & hB 周龄 9@大鼠每日腹腔注

射硫酸卡那霉素# G%% Q7D:7% $连续 $ 周$发现

实验组大鼠 H;]平均阈值上升超过 &% W;$达

到重度耳聋甚至全聋$经基底膜铺片'耳蜗冰

冻切片检查$发现硫酸卡那霉素的耳毒性作用

与螺旋神经节 # 9J',%和内外毛细胞的损伤密

切相关& '(./*7等)B* 研究韩国红参对庆大霉

素耳毒性的拮抗作用时$以 9@大鼠为研究对

象$给予腹腔注射庆大霉素 # !&% Q7D:7% G W$

!$ W 后测 !& :aS及 #$ :aS的 H;]阈值$庆大

霉素组!& :aS的 H;]阈值为 # $B=B jB=$ % W;$

#$ :aS的 H;]阈值为 # #%=G j&=& % W;$与正

常组及对照组均有统计学差别$成功建立感音

神经性耳聋模型& 本实验中庆大霉素组'内听

宫组及听宫组大鼠腹腔注射庆大霉素 !K W 后$

H;]反应阈值均提高$且庆大霉素组 H;]反应

阈值提高 # $%=G% j&=CG % W;$与对照组比较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说明感音神经耳聋模型成

功建立(停止给予庆大霉素后庆大霉素组大鼠

听力仍继续下降$实验 $% W 即停止注射庆大霉

素后& W$庆大霉素组 H;]平均阈值为KK=G W;$

与 !K W 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考虑为体内

蓄积庆大霉素对听力的继续损害&

临床试验及动物实验表明针灸可通过改善

内耳微循环及血流变学状态)C*

$解除内耳血管

痉挛$同时降低血液黏度和血小板聚集$促进

内耳毛细胞的再生和修复'抑制内耳毛细胞凋

亡)"*

'改变听性脑干反应等多种途径来治疗感

音神经性耳聋& 临床上针刺治疗耳聋常用穴

位有听宫穴'听会穴'翳风穴等$并且针刺听宫

穴对 H;]的影响明显强于其他穴位)!%F!!*

& 已

有研究表明针刺内听宫穴能够有效拮抗庆大

霉素的耳毒性)!$*

$并且针刺内听宫穴能够提高

突聋患者耳蜗听神经和外侧丘系桥脑的兴奋

性和传导性)!*

& 本研究显示!实验!K W$内听宫

组及听宫组大鼠 H;]反应阈值与庆大霉素组

H;]反应阈值有显著性差异 #Dk%=%G % $说明

针刺治疗能够有效拮抗庆大霉素的致聋作用&

内听宫组'听宫组大鼠 $% W H;]反应阈值与

!K W 无显著性差异$说明停止注射庆大霉素

后$针刺内听宫穴及听宫穴能够拮抗庆大霉素

对大鼠听力的继续损害& 对 $% W 各组大鼠

H;]阈值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发现内听宫组

及听宫组大鼠 H;]反应阈值均小于庆大霉素

组$有显著性差异 #Dk%=%G % $说明针刺内听

宫穴及听宫穴治疗均可降低庆大霉素致聋大

鼠 H;]阈值$减轻庆大霉素耳毒性$缓解药物

对听力的损害$改善听力&

由于古代医疗设备条件简陋$无良好的照

明设备$缺乏无菌消毒观念$限制了内听宫穴

的应用$古人将听宫穴逐步由 +耳中 , 演变为

+耳前, ' +耳门 ,直到 +耳屏 , ( +耳中珠子 ,逐

步改为+耳前珠子旁, '+耳门之前, '+耳屏前,

直到+耳屏软骨根部中点前方 %=G UQ处 , $即

现代公认的听宫穴$并使其得到广泛应用& 本

实验 $% W 内听宫组及听宫组大鼠 H;]反应阈

值无显著性差异#Do%=%G % $说明这针刺两个

穴位对庆大霉素大鼠 H;]的影响作用无明显

差异$可见古人将听宫穴移至耳屏前是有其合

理性的&

综上所述$针刺内听宫穴及听宫穴可以降

低庆大霉素致聋大鼠 H;]阈值$减轻庆大霉素

耳毒性$改善听力$为治疗药物性耳聋提供新

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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