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中医药 2022年 5月第 41卷第 5期 Beijing Journ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May，2022，Vol. 41，No. 5

从“髓海失和”探讨耳鸣病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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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耳鸣是耳鼻喉科难治性疾病。中医理论认为“脑为髓之海”，髓海内寄元神，为五官七窍之司。耳通于脑，归

属脑窍，髓海失和影响主元神、司官窍的功能，导致耳鸣。既往从髓海探讨耳鸣的病机，多从脏腑、经络、气血等辨证论

述，未将二者进行直接辨析。探讨“髓海失和”与耳鸣的病机关系，为临床辨治提供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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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鸣指在无外界相应声源或电刺激的情况下，

耳内或颅内自觉有响声的一种主观感觉［1］。“耳

鸣”的相关论述最早见于 《内经》，病机涉及脏

腑、经络、气血津液、五运六气等方面［2-3］。后世

医家对耳鸣有更多的阐述，认为无论脏腑虚实或

外邪侵袭等均可致鸣，常见病机为脾胃虚弱、气

血亏虚、肾精不足、心火亢盛、肝火上扰、痰火

郁结、风热侵袭等［4］。

随着后世对脑 （髓海） 及元神认识的深入，

医家发现髓海与耳鸣有更直接的联系，如《寿世

保元·耳病》记载：“精脱于下则真阴不上泥丸而

气不聚，故耳鸣”，其中“泥丸”即脑神，其认为

阴精充养不足可致耳鸣。耳为七窍之一，归属脑

窍范畴［5］，耳窍的生理功能与髓海密切相关。《医

林改错·脑髓说》记载：“两耳通脑，所听之声归

脑”，即耳之听声聆音为髓海内元神所司，髓海充

和则听觉灵敏，髓海失和则听辨异常。本文试从

“髓海失和”角度探讨耳鸣病机，为临床辨治提供

新的思路。

1 髓海的释义及生理特性

1. 1 髓海释义

《素问·五脏生成篇》载：“诸髓者，皆属于

脑”，《灵枢经·海论》载：“脑为髓之海”，《医林

改错·脑髓说》亦载：“精汁之清者，化而为髓，

由脊骨上行入脑，名曰脑髓。盛脑们者，名曰髓

海”，意指脑位于颅骨内，由诸髓汇聚而成，即为

髓海。

1. 2 髓海生理特性

1. 2. 1 髓海内寓元神：《素问·脉要精微论篇》

曰：“头者，精明之府”，《类经·疾病类》 曰：

“五脏六腑之精气，皆上升于头，以成七窍之用，

故头为精明之府”，《医宗金鉴·正骨心法要旨》

曰：“头为诸阳之会，位居至高，内涵脑髓，脑为

元神之府，以统全体”。对于以上论述，可以理解

为脑为髓海，内寓元神，统帅人体生命活动，视、

听、嗅、言等器官感知功能皆归于脑［6］。元神之

能有赖于髓海充盈调和。

1. 2. 2 髓海喜盈恶亏：髓海由先天之精所化生，

赖后天水谷精微及肾精滋养。《灵枢经·经脉》

曰：“人始生，先成精，精成而脑髓生”，《灵枢

经·五癃津液别》 曰：“五谷之精液和合而为膏

者，内渗于骨空，补益脑髓”，叶子雨《伏气解》

指出：“脑髓即由肾气从督上滋”。对于以上论述，

可以认为髓海充足，为元神活动提供物质基础，

方能主宰脏腑、经络及五官七窍、四肢百骸［7］，

故髓海喜盈恶亏。

1. 2. 3 髓海喜静恶扰：髓海元神以清净明亮内持

为贵，《奇效良方》曰：“脑喜静谧而恶动扰，静

谧清明内持，动扰则掉摇散乱”，若人体脏腑功能

失常、气机逆乱，产生痰瘀等病理产物，或外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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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淫、邪毒等上扰于髓海而为病［8］，导致元神受

扰则失去统帅之能，产生神志、官窍类疾病，故

髓海喜静恶扰。

2 髓海与耳的关系

2. 1 耳属脑窍

随着对脑重要性认识的提高，认为耳归脑统，

应属脑窍［5］。《寿世保元·耳病》曰：“耳者属肾，

而开窍于少阳之部……关于肾而贯于脑”，《中西

汇通医经精义·五藏九窍》曰：“耳通于脑髓……

故耳为肾窍，又为心窍，均由脑通”。广义脑窍包

括神窍和官窍，又称为脑髓窍、清空之窍等。神

窍无形，由脑髓、脑膜、脑脉、脑络等脑窍内在

结构组成。官窍有形，包括眼、耳、鼻、口、舌、

咽、喉等外显器官［5］。另外，因脑为“髓”“神”

之所，听音靠髓满、辨音在神明，故亦有学者认

为“脑开窍于耳”［9］。

2. 2 耳之“听闻辨音”由髓海元神所司

五官之感知作用，是髓海元神外在之表现，

皆由脑之“祖窍”所统，受元神所主［10］。《医学原

始》记载：“耳目口鼻聚于首……耳目口鼻之所导

人，最近于脑，必以脑先受其象而觉之，而寄之，

而存之也”，意为耳窍之听闻辨音的感知功能归于

髓海，受元神所司。髓海充盈调和，则听神灵敏、

听辨正常。

3 髓海失和是耳鸣的重要病机

耳与髓海、元神的关系密切，从髓海辨耳鸣

不是脱离五脏六腑或经络系统，而是以髓海病机

为主导认识耳鸣。耳属脑窍，无论是因髓海充养

不足，或内伤、外感而邪客于髓海，均可导致髓

海失和，元神受扰诱发耳鸣。从髓海失和角度探

讨耳鸣的病机不外虚实二端，可从髓海亏虚致鸣、

髓海失宁致鸣二方面阐述。

3. 1 髓海亏虚致鸣

髓海由先天之精所化生，又得后天水谷精微

及肾精的转化以保持其充盈。《灵枢经·海论》

曰：“髓海不足，则脑转耳鸣”，《灵枢经·口问》

曰：“上气不足，脑为之不满，耳为之苦鸣”，意

为若髓海不足、元神失养，则听觉异常而致耳鸣。

3. 1. 1 肾精匮乏：若先天禀赋不足或后天消耗过

度则肾精匮乏，致髓海空虚则见耳鸣。《医学原

理·耳症门》曰：“尽由嗜欲过多，致损肾元，火

炎水亏之故也……肾水枯涸，虚火上炎，亦致耳

鸣等症日作”“若精元充足，则耳闻而聪，苟精脱

肾惫，则耳鸣耳闭之症作矣”。此外，外感、内伤

所致耳鸣常以肾精亏虚为先决条件。《证治汇补·

上窍门》曰：“肾通乎耳，所主者精……若疲劳过

度，精气先虚，四气得以外入，七情得以内伤，

遂致聋瞆耳鸣。”肾精濡养髓海而维持听觉正常，

若上奉不足或因虚邪凑，则影响元神之能可致

耳鸣。

3. 1. 2 脾胃虚损：若饮食不节或禀赋不足则见脾

胃虚损，致髓海失充引起耳鸣。《灵枢经·口问》

曰：“耳者，宗脉之所聚也，故胃中空则宗脉虚，

虚则下溜，脉有所竭者，故耳鸣”。中焦为气血化

生之源，若脾胃升清降浊失司，则气血不能上奉

髓海则耳窍空虚，产生耳鸣。又因肾精依赖后天

水谷精微充养，若气血生化乏源则肾精亦亏，如

《灵枢经·决气》所言：“谷入气满，淖泽注于骨，

骨属屈伸，泄泽补益脑髓……液脱者……耳数

鸣”，脾胃虚损亦致髓海不足，产生耳鸣。

3. 1. 3 心肺失和：髓海通过经络与脏腑相连而得

气血滋养，《灵枢经·邪气脏腑病形》曰：“十二经

脉，三百六十五络，其血气皆上于面而走空窍……

其气别走于耳则为听”。心主血脉，心气推动营血

在脉中运行，流注全身。肺主气，朝百脉，助心

行血。在心肺共同作用下，气血上注于头面发挥

营养和滋润作用。若心肺失和，则气血紊乱，髓

海、官窍失养亦致耳鸣。

3. 2 髓海失宁致鸣

耳为脑窍，贵在清灵通利，凡外邪侵袭或内

邪上犯，均可上达巅顶，使髓海元神受扰，影响

耳窍功能［11］，导致耳鸣。

3. 2. 1 外邪侵袭：风热等六淫外邪侵袭，逢机体

正气不足，侵犯耳窍，影响髓海元神而致耳鸣。

《临证指南医案·耳》曰：“盖耳为清空之窍，清

阳交会流行之所，一受风热火郁之邪，与水衰火

实，肾虚气厥者，皆能失聪”，《诸病源候论·耳

鸣候》曰：“劳动经血，而血气不足，宗脉虚，风

邪乘虚随脉入耳，与气相击，故为耳鸣”。

3. 2. 2 内邪上扰：

（1）心火亢盛，血脉瘀阻：吴锡璜《中风论》

载：“心气通于脑”，心主血脉，血液得以上供于

脑，则髓海、元神得养，耳窍得濡。若气郁化火，

心阳亢盛、心火上炎，气血上冲，则髓海失静，

噪扰外越；或心肾不交，虚火上炎，清窍被扰，

发为耳鸣［12］；另外，《灵枢经·邪气脏腑病形》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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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心脉……微涩为血溢、维厥、耳鸣、颠疾”，

若心脉不畅，气血瘀阻，脑络阻滞，血瘀耳窍，

亦致耳鸣。

（2） 肝胆气逆，痰火上扰：肝病气逆，木郁

则化火，且胆附于肝，胆气不宁、胆郁痰扰，则

内生木火痰热邪气，循经上扰髓海元神，则见耳

鸣，如 《类证治裁·肝气》 所言：“至于肝阳化

风，上扰清窍，则巅痛头晕，目眩耳鸣……水不

涵木，火动痰生”，《证治汇补·上窍门》曰：“耳

鸣是痰火上升，壅闭听户”，《杂病源犀烛·卷二

十三》认为“肝胆火盛，耳内蝉鸣”。临床可见耳

鸣如潮或雷鸣，耳部胀闷不适，面红目赤，脉弦

而有力［13］。

（3）肺气郁闭，浊阴蒙闭：肺主气、朝百脉，

气血上注于髓海，濡养耳窍则耳能始听。《证治汇

补·耳病》记载：“因肺主气，一身之气贯于耳故

也”。若外感之寒热湿邪或内伤之痰饮瘀血上犯于

肺，均可致肺气郁闭，升降出入功能失司，清阳

之气不能上注于耳，浊气不降反升，蒙蔽清窍，

经气不畅，而见耳鸣。

（4） 脾胃虚损，痰浊内生，阴火上乘：脾胃

居中焦，司升清降浊，输布水谷精微及津液。《素

问·通评虚实论篇》曰：“头痛耳鸣，九窍不利，

肠胃之所生也”，若因饮食劳倦，脾胃失运，则清

气不升，浊气不降，凝聚为痰浊水饮，则扰乱髓

海清窍，导致耳鸣。《兰室秘藏·眼耳鼻门》曰：

“因心事烦冗，饮食不节，劳役过度，致脾胃虚

弱，心火大盛，则百脉沸腾，血脉逆行，邪害空

窍”，脾胃虚弱，阴火上乘空窍，在耳则表现为耳

鸣耳聋［14］。

4 调理髓海是耳鸣的重要治法

目前对脑 （髓海） 病尚无统一的辨证论治体

系，临证多依据髓海与脏腑、经络的关系以治疗

髓海病 ［2］。因此，耳鸣的辨治应通过调治脏腑、

经络，达到调和髓海元神为目的。针对髓海不足

之病机，采用补肾填精益髓、补益脾胃法。针对

邪气亢盛者，多以祛邪为主［15］。张素玲等［16］以调

理髓海为法，针刺治疗因后循环缺血引起的耳鸣、

脑鸣等症状疗效良好。郭铁等［17］认为“髓会”应

为头枕部“枕骨穴”，针刺此穴可填精生髓、濡养

脑窍，改善耳后动脉及枕部血管的供血情况，治

疗因“髓海不充”引起的耳鸣、头痛、目眩等症。

韩碧英［18］ 治疗虚性耳鸣以补肾精、调髓海为治

则，选用肾经俞、募穴及原穴补肾精，用百会、

风府、脑户、脑空、四神聪充盈髓海。李瑞［19］认

为百会为补髓海之要穴，风府则泻髓海邪气有余

之证，以风池、风府泻实疏风开窍，以百会、太

溪、太冲补益脑髓，治疗脑鸣取效。“脑为髓海”

理论亦可指导临床针药合用治疗耳鸣。干祖望认

为开窍、通窍药是治疗耳鸣必用之品，临床运用

宣肺理气、通窍降浊，健脾祛痰、升清宣窍，清

肝泻火、化痰通窍，清心滋肾、泻离填坎等法，

通过调治脏腑以调和髓海，疗效甚佳［20-21］。张觉

人等［22］认为髓海病以“阳易亢”及“清窍易为病

邪所蒙”为特点，元神受六淫或内生风、火、痰、

瘀等扰动而产生耳鸣等症，以补肾填精、填髓益

脑、潜阳息风、化痰通窍为调治大法。华荣等［23］

认为耳鸣属脑髓病范畴，脾胃升降失常、痰浊蒙

蔽、清阳不升是主要病机，以益气升清降浊为治

疗法则，组方以益气聪明汤加减。

5 结语

脑为髓海，不仅贮藏精髓，而且关系人体元

神的功能活动。耳属脑窍，髓海充盈调和则神机

敏锐，耳听灵敏。若因化生不足或内生、外邪上

扰，导致髓海失于充养或元神受扰失宁，将影响

髓海主元神、司官窍的功能，产生耳鸣，临床应

重视从“调理髓海”论治耳鸣。目前，髓海病虽

无统一的中医辨证体系，耳鸣辨证不能脱离脏腑、

经络，通过辨治脏腑、经络的方法能够达到调治

髓海元神的目的，以髓海得荣、元神得宁为基本

原则，明确调治髓海的指导思路。总之，从髓海

失和角度探究耳鸣病机，对拓宽耳鸣治疗思路，

提高临床论治水平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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