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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老年性耳聋，又称年龄相关性听力下降(AHL)。随着社会老年化的发展，老年性耳聋的发病率逐年升高，

已成为老年人群常见病和多发病。老年性耳聋不仅影响老年人的身心健康，还严重导致老年人的生活质

量、认知水平、社交沟通能力下降等不良后果。由于属于听觉系统感音神经性退变，一直以来防治相当

困难，系学界研究重点和难点。当今研究发现中医中药治疗AHL基础研究方面已取得可观成果，研究进

展令人瞩目，本文就此进行回顾性总结，希望能为今后相关研究提供参考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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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esbycusis, also known as age-related hearing loss (AHL).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aging society, 
the incidence of senile deafness is increasing year by year, and it has become a common and fre-
quent disease in the elderly population. Age-related deafness not only affects the physical and men-
tal health of the elderly, but also seriously leads to the quality of life, cognitive level, so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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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cation ability of the elderly decline and other adverse consequences. Due to the sensori-
neural degeneration of the auditory system, it has been difficult to prevent and treat, and has been 
the focus of research in the academic community and difficult. Today, researchers have found that 
Chinese medicine has achieved considerable results in basic research on the treatment of AHL, and 
the progress of research has been remarkable. This article provides a retrospective summary of this 
topic, and we hope that it can provide reference information for future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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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老年性耳聋，是衰老发生在听觉系统器官所导致的疾病，临床表现为双耳对称性的进行性缓慢听力

下降，高频听力首先受累，伴言语理解能力的明显下降。随着社会老龄化的发展，AHL 发病率越来越高，

已成为听力残疾的首要因素，有报道认为超过 10%的世界人口，特别是 65 岁及以上的人，已受到致残性

听力损失的影响，据估计，到 2025 年，全球 60 岁以上人口将达到 12 亿，其中超过 5 亿人将遭受严重的

AHL 影响[1]，该病属于临床常见和多发的感音神经性耳聋，若迁延日久，听力可降至丧失，严重影响老

年人的生活质量，给个人、家庭乃至社会带来较大负担。目前其发病机理尚未完全明了，也无特效的治

疗方法，治疗尤为棘手，已成为耳科学研究的重要热门攻关课题之一，近年中医中药治疗 AHL 基础研究

方面取得一定进展，现综述如下。 

2. 基础研究 

2.1. 动物模型选择 

动物模型是目前 AHL 治疗研究可行性的重要方式和途径。AHL 因发病隐匿并呈渐进性发展，病程

长，不易观察，临床耳蜗细胞形态学及细胞内在分子机制研究更是难于开展甚至无法了解，其防治性研

究极其困难，为探讨 AHL 的生理学机制，必须借助动物模型论证。如何选择合适的动物模型认识 AHL
细胞形态学及其发展变化规律，由此研究分子通路机制、药物干预作用，一直以来为耳科界探索热点。

在众多哺乳类实验动物模型[2]-[4]中，鼠类常被用于 AHL 研究。相比大鼠，小鼠的生命周期较短，不同

品系之间的年龄相关性听力损失基因也较为明确[5]。具有特定基因缺陷的小鼠模型可以更早地表现出

AHL 的特征，包括进行性听力丧失和耳蜗细胞的退变[6]。目前已建立了多种与 AHL 相关的基因缺陷小

鼠模型，如 CBA/CaJ 和 C57BL/6J 等。在动物模型的选择方面，有学者如周凌[7]认为 C57BL/6J 小鼠模型

适合于短期观察研究。有研究表明这种小鼠在 3 个月龄时已经展现出耳蜗底回沟区及其周围毛细胞的缺

失[8]。此外，通过比较不同动物种类并跨学科的方法[5]，有学者提出扩展其他动物模型的建议，增加年

龄相关性听力损伤的可靠性和实用性。例如，非哺乳动物模型如斑马鱼模型不仅提供遗传可操作性，还

适用于药物筛选[9]。综上所述，结合各种动物模型与人类研究的结果，可以更加全面地理解和探索 AHL
的病理机制及其潜在治疗途径，为日后中医药防治 AHL 聋实验开展提供借鉴，为中医药结合基础研究技

术提供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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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中医中药防治 AHL 的研究 

在建立符合 AHL 动物模型后，研究人员发现，中药能够改善耳部的微循环、修复受损听力细胞、缓

解听力衰退进程，某些中药成分具有抗氧化、抗炎、促进神经再生等作用，对于改善耳聋症状具有潜在

治疗效果。多种中药及方剂疗效在基础实验研究中得到切实验证。 

2.2.1. 验方方面 
中医作为中国传统医学的瑰宝，经过几千年的临床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理论和治疗经验，逐渐得到

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中药复方基于整体观和多靶点的特点，在防治 AHL 药物中有得天独厚的优

势。宣伟军教授结合几十年临床经验，以肝脾肾瘀立论，总结出临床有效复方中药制剂[10]，通过动物系

列全耳蜗细胞形态学、听力学、分子生物学等反复研究和确认，证明其具有明显对抗老年性耳蜗毛细胞

和螺旋神经节神经元凋亡，保护听力作用，最新蛋白组学研究进一步表明[8] [11]，中药复方健耳剂具有

促进神经蛋白合成、调节突触分子传递、细胞能量代谢、免疫防御、抗氧化防御、抗凋亡等众多途径相

关大量蛋白质和基因调控转导信号机制作用，论证中医中药防治 AHL 的有效性和科学性，从现代医学角

度验证了中医“整体观”和“异病同治”等特点，揭示了其系列分子作用重要机制。AHL 多以虚实夹杂

为主，虚多为肾精亏虚，兼气血失养，实多为痰瘀阻滞。谭敬书教授以此理论为基础，研究总结出具有

补肾填精、益气养血、活血通络、开窍聪耳的功效的复聪片[12]，目前广泛应用于各类耳鸣耳聋的治疗，

具有较好的临床疗效。周令闻[13]在研究中使用了复聪片治疗 C57BL/6J 小鼠，分析其耳蜗外毛细胞数量、

形态及 SIRT2 蛋白含量的变化，推测可能是通过增加耳蜗组织中 SIRT2 的含量实现延缓老年 C57BL/6J
雄性小鼠听力下降。向红[12]等通过观察复聪片对 C57BL/6J 小鼠耳蜗核(CN)钙结合蛋白含量变化，认为

复聪片能有效延缓老年 C57BL/6J 小鼠听力的下降，其作用机制可能与复聪片减少了耳蜗核神经元尼氏

体及维生素 D 依赖性钙结合蛋白(CB)的丢失，保护了耳蜗核功能有关。以上实验均为复聪片治疗 AHL 提

供了强有力的实验支持。 

2.2.2. 经方方面 
耳聋左慈丸最早见于清代凌奂的《饲鹤亭集方》，是以补肾名方六味地黄丸为基础进行改编而成。

作为治疗 AHL 的经典名剂，耳聋左慈丸在临床上得到了广泛应用。刘晴等[14]通过综合网络药理学方法

分析发现，耳聋左慈丸对 AHL 的保护作用可能与细胞衰老、炎症反应和突触连接等生物过程相关，这种

保护作用可能涉及多种途径，如 JNK/STAT3 和 ERK 级联信号通路。多名学者结合通过体内外实验研究

耳聋左慈治疗 AHL 潜在分子机制。见表 1。 
 

Table 1. Experimental in vitro and in vivo study of Erlong Zuoci in the treatment of AHL 
表 1. 耳聋左慈治疗 AHL 体内外实验研究 

实验途径 作者 模型 机制 引用 

体内 楚敏 
王艺蓉 

C57BL/6J 小鼠，雄鼠， 
混有中药的饲料 

调节自噬，抑制细胞凋亡(上调 SIRT1 蛋白和 
下调 p53 蛋白) [15] [16] 

 欧阳朝阳 C57BL/6J 小鼠， 
混有中药的饲料 

抗氧化(提高 SOD 活性，下调 LC、Beclin1 和
p62) [17] 

 武莹 昆明小鼠，雄性 D-半乳糖 
造模，灌服中药 通过调节 cAMP 的含量及 PKA 的表达水平 [18] 

体外 刘晴 H2O 诱导 HEI-OC1 抗衰老，抗炎(降低 β-半乳糖苷酶活性，降低

p21、p35 蛋白表达，提高靶蛋白 ERK 磷酸化)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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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龚永昌 miR-34a 模拟物转染 
HEI-OC1 

调节自噬和凋亡(增加 SIRT1 蛋白表达，降低 
Ac-p53 蛋白表达，同时 LC3-II 和 p62 蛋白表达 
下降，caspase 3 和 cleaved caspase-3 蛋白表达 

下降) 

[19] 

 
除此之外，阎希芮[20]等通过网络药理学和实验研究揭示了益气聪明汤对 AHL 的保护机制，提出利

用生物信息学分析结合分子对接和细胞模型方法，为探路其他药物干预 AHL 提供新途径。 

2.2.3. 单药方面 
多名学者验证出单药治疗 AHL 具有显著疗效。例如，李宁[21]等利用 ARHL 动物模型研究了姜黄素

对 H2O2 诱导的耳蜗毛细胞氧化应激和听力功能的影响，首次证实姜黄素通过激活 Nrf2 可以预防氧化应

激引起的听觉毛细胞变性，突显了其在预防 AHL 中的潜在治疗价值。李晨[22]等进行了天麻及其提取物

在 AHL 小鼠模型中疗效的对比研究，结果显示天麻多糖效果最为显著，其次是天麻素，而天麻粉末效果

最弱。葛根素[23]具有如扩张血管、改善微循环和恢复血管内皮功能、保护心脏、抗炎和抗氧化等多种药

理作用。张凤英[24]等利用经典的 D-半乳糖诱导的 AHL 模型小鼠研究了葛根素对 AHL 及其对学习记忆

功能的干预效果，显示葛根素不仅治疗 AHL，还改善了学习和记忆能力。 

2.2.4. 外治方面 
鲍捷、王恒[25] [26]通过穴位埋线(肾腧、足三里)干预小鼠耳蜗螺旋神经元，通过肾俞和足三里穴位

埋线法防治 AHL，研究认为其机制可能通过上调耳蜗中 Bcl-2 蛋白的表达，并下调 Bax 蛋白的表达来实

现。此外，正常耳蜗螺旋神经元中 GABAA 受体的数量较高，而 NMDA 受体的含量较低；当听力下降

时，GABAA 受体的数量减少，而 NMDA 受体的含量增加。肾俞与足三里的埋线治疗能够调节这两种受

体的表达。以上实验结果科学验证了肾俞和足三里在保健和延缓 AHL 方面的重要作用，为外治法治疗

AHL 提供新的思路。 

3. 挑战和展望 

现阶段，针对基础研究方面，AHL 使用动物模型建立相对成熟，但在中医证候动物模型，鲜少有报

道，现阶段寻找合适的方法构建符合临床实际，又符合中医理论的证候动物模型，也可作为当下研究者

的研究重点。中药方剂作用通过动物研究获得证实，揭示了系列重要分子作用机制，但临床文献报道不

多，尤其缺乏临床循证医学研究。目前关于中医药防治 AHL 的高质量、大规模的临床研究仍较少，缺乏

足够的证据来支持广泛应用，因此，基础研究成果转化为临床应用，有待按循证医学科学要求开展研究，

这将是今后方向和目的。 

4. 讨论 

AHL 是一种临床顽疾，不及时干预治疗，将导致严重听力障碍，甚至因聋致残，严重影响日常生活

和社会交流，产生生理心理障碍等严重不良后果。祖国医学博大精深，不乏治聋文献记载，仍有待挖掘、

继承和发展研究。未来可以通过现代医学的技术手段，如基因组学、分子生物学等，进一步探索中医药

在防治 AHL 中的作用机制，结合临床研究，开发出更加科学、规范的中医治疗方案，AHL 重点在于防

治同步，积极发挥中医“治未病”思想，有基础研究证实，应用中医中药防治 AHL 未来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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