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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情况下的早期筛查。当超声检查发现较严重病例时， 

应根据情况选择进一步影像学检查以明确诊断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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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膜穿孔 21例的原因及预防 

山西省大同市城区人民医院(037004) 郭秀清 

鼓膜介于鼓室与外耳道之间，为半透明的薄膜，是中耳的 

一 侧门户，它把外耳与中耳隔开，保护着中耳腔，由于鼓膜为 

半透明菲薄的膜，所以一些内因、外因的作用易造成穿孔，如 

慢性中耳炎久治不愈，被人重打耳光，潜水时外耳道气压增 

加，闪电或爆炸性损伤等。笔者统计诊治的鼓膜穿孔患者2l 

例，发现鼓膜穿孔后果严重 ，应积极预防，积极治疗，现报告 

如下。 

1 临床表现 

收集 20(】7—20l1年鼓膜穿孔患者 21例，年龄 2～61岁， 

其中感冒致急性中耳炎穿孔 2例 ，挖耳不慎穿孔者 1例，婴 

幼儿喂乳不当呕奶后致耳流脓穿孔 2例，潜水或飞机降落时 

外耳道压力急剧变化致穿孔9例；被人重打耳光(外力作用) 

致鼓膜穿孔5例，电焊时，金属碎屑溅入外耳道致穿孔 l例， 

炮炸穿孔者 1例。 

21例鼓膜穿孔患者听力正常至中度耳聋，自觉有阻塞 

感，甚至耳痛，数小时后由于渗出液产生，耳痛症状减轻者 14 

例，同时伴有耳鸣者 l8例 ，初起时仅见鼓膜充血，随着鼓膜 

内陷，出现点状出血致耳聋者 2例，鼓膜呈裂隙状穿孔，穿孔 

边缘有少量血迹 ，外耳道可见血迹或血痂者 9例 ，所有病例 

耳镜检查，均可见鼓膜活动受限，光锥消失。 

2 原因分析 

2．1 最常见的原囚：经咽鼓管的方 向引起的感染 ，而且多见 

于婴幼儿时期，由于婴儿的咽鼓管短而相对粗大，管道也较 

直，鼻分泌物、奶汁等易经咽鼓管流入或呛人中耳而发生急 

性中耳炎。中耳化脓后 ，脓液腐蚀鼓膜，造成鼓膜穿孑L。 

2．2 直接原因：Fh于鼓膜菲薄，挖耳取出耵聍或异物时，不慎 

伤及鼓膜，金属屑溅入耳道等伤及鼓膜。 

·方法与经验· 

2．3 间接原因：主要是外界大气压突然急剧变化 ，如炮炸 、打 

耳光也可击伤鼓膜穿孔 ，另坐飞机时，南于咽鼓管不通，外耳 

道气压急剧变化亦可压破鼓膜引起穿孔，中耳腔内气压突然 

急剧上升，也会发生鼓膜内外气压不平衡，如用力擤鼻涕致使 

中耳内气压自内向外猛烈冲击鼓膜 ，也可使鼓膜破裂穿孔。 

3 鼓膜穿子L后的危害 

发生鼓膜穿孑L后，应该及时到医院诊治，抗感染治疗，同 

时修补鼓膜。如果患者缺乏相应的知识就会导致病情延误，鼓 

膜穿孔后中耳的保护作用受到了损害，穿孔后外界的污水、细 

菌、异物可经穿孔进入中耳引起感染而流脓，而且鼓膜穿孔 

后，鼓膜有效振动面积减少，外界声波的能量进入内耳减弱 ， 

出现听力下降，鼓膜穿孔后易引发中耳炎，反复中耳炎会使穿 

孔增大，中耳粘连硬化，使听力进一步下降，如不适当用药，还 

可引起内耳神经功能下降，更为严重的是，中耳反复发炎可导 

致骨疡型或11II瘤型中耳炎，若骨受侵蚀时可导致面肌瘫痪、 

脑膜炎、脑脓肿等颅内并发症，危及生命。 

4 预防及改善 

鼓膜对人体的听力至关重要，所以应当积极预防，避免鼓 

膜受伤才是最好的方法，比如：在 日常生活中，戒除挖耳习惯， 

如预知有爆炸时应将嘴张大，或用双手紧按双耳，或配戴耳 

塞，以防止鼓膜外伤的发生。乘坐飞机时可以嚼口香糖，保持 

咽鼓管的问断开放，维持鼓膜两侧气压平衡，防止不恰当的擤 

鼻，如捏两鼻孔用力排鼻涕，易将鼻分泌物经咽鼓管挤压到中 

耳引起发炎。同时注意加强营养 ，适当锻炼，注意休息，提高免 

疫力，慎防感冒，慎挖耳朵，保护耳朵，提高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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