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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ＤＯＩ：１０．１１７９８／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７－１５２０．２０２４２３３６２ ·临床指南·

鼓室给药临床实践指南

基金项目：湖北省自然科学基金计划创新群体项目（２０２３ＡＦＡ０３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８２０７１０５８、８２１０１２３１、８２０７１０５９）；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２０２１ＹＦＦ０７０２３００、２０２３ＹＦＥ０２０３２００）；湖南省自然科学基金（２０１８ＪＪ３８４２）；上海市耳鼻疾病转化医学重点实验室开放课
题基金（１４ＤＺ２２６０３００）。
第一作者简介：蔡沁明，男，在读博士研究生。

通信作者（按拼音首字母排序，排名不分先后）：柴人杰，Ｅｍａｉｌ：ｒｅｎｊｉｅｃ＠ｓｅｕ．ｅｄｕ．ｃｎ；陈钢钢，Ｅｍａｉｌ：ｃｈｅｎｇａｎｇｇａｎｇ＠ｖｉｐ．１６３．ｃｏｍ；陈阳，
Ｅｍａｉｌ：ｃｈｅｎｙａｎｇｘｉｊｉｎｇ＠ｑｑ．ｃｏｍ；冯宁宇，Ｅｍａｉｌ：ｆｅｎｇｎｉｎｇｙｕ＠１２６．ｃｏｍ；冷杨名，Ｅｍａｉｌ：ｌｙａｎｇｍｉｎｇ＠ｆｏｘｍａｉｌ．ｃｏｍ；刘宇鹏，Ｅｍａｉｌ：ｌｉｕｙｕｐｅｎｇ＠
ｘｉｎｈｕａｍｅｄ．ｃｏｍ．ｃｎ；陆玲，Ｅｍａｉｌ：ｅｎｔｌｕｌｉｎｇ６０＠１２６．ｃｏｍ；任冬冬，Ｅｍａｉｌ：ｄｏｎｇｄｏｎｇｒｅｎ＠ｆｕｄａｎ．ｅｄｕ．ｃｎ；孙宇，Ｅｍａｉｌ：ｓｕｎｙｕ＠ｈｕｓｔ．ｅｄｕ．ｃｎ；
汪照炎，Ｅｍａｉｌ：ｗｚｙｅｎｔ＠１６３．ｃｏｍ；王国鹏，Ｅｍａｉｌ：ｇｕｏｐｅｎｇｅｎｔ＠１６３．ｃｏｍ；王巍，Ｅｍａｉｌ：ｗｗｅｉ１１０６＠ｈｏｔｍａｉｌ．ｃｏｍ；吴学文，Ｅｍａｉｌ：ｘｗｗｕ
８４０９０３＠ｈｏｔｍａｉｌ．ｃｏｍ；夏明，Ｅｍａｉｌ：ｘｉａｍｉｎｇｓｄｕ＠ｓｏｈｕ．ｃｏｍ；熊浩，Ｅｍａｉｌ：ｘｉｏｎｇｈ７＠ｍａｉｌ．ｓｙｓｕ．ｅｄｕ．ｃｎ；徐磊，Ｅｍａｉｌ：ｓｄｐｈｘｌ＠１２６．ｃｏｍ；张宏征，
Ｅｍａｉｌ：ｒｅｄｔｒｕｅ＠ｓｍｕ．ｅｄｕ．ｃｏｍ；张杰，Ｅｍａｉｌ：ｓｔｚｈａｎｇｊ＠２６３．ｎｅｔ；张天虹，Ｅｍａｉｌ：ｚｔｈ３８５６＠１２６．ｃｏｍ；赵宇，Ｅｍａｉｌ：ｙｕｔｚｈａｏ＠ｖｉｐ．１６３．ｃｏｍ

蔡沁明１，柴人杰２，陈钢钢３，陈阳４，冯宁宇５，冷杨名１，刘宇鹏６，陆玲７，任冬冬８，汪照炎９，

王国鹏１０，王巍１１，吴学文１２，夏明１３，熊浩１４，徐磊１５，张宏征１６，张杰１７，张天虹１８，赵宇１９，孙宇１

（１．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耳鼻咽喉头颈外科，湖北 武汉　４３００２２；２．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耳
鼻咽喉头颈外科，江苏 南京　２１００９６；３．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山西 太原　０３００１２；４．空军
军医大学附属西京医院 耳鼻咽喉头颈外科，陕西 西安　７１００３２；５．银川市第一人民医院 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宁夏
银川　７５０００４；６．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上海　２０００９２；７．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
楼医院 耳鼻咽喉头颈外科，江苏 南京　２１０００８；８．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耳鼻咽喉科，上海　２０００３１；
９．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上海　２０００１１；１０．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北京　１０００５０；１１．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天津　３００１１０；１２．中南大学湘雅
医院 耳鼻咽喉头颈外科，湖南 长沙　４１０００８；１３．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省立医院 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山东 济南

　２５００２１；１４．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广东 广州　５１０１２０；１５．山东大学 山东省耳鼻喉医院
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山东 济南　２５０２９９；１６．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 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广东 广州　５１０２８２；
１７．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北京　１０００４５；１８．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耳鼻咽
喉头颈外科，黑龙江 哈尔滨　１５０００７；１９．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四川 成都　６１００４４）

　　摘　要：鼓室给药是一种常见的耳科局部给药方式，指通过将药物递送入中耳，经圆窗膜或卵圆窗扩散分布到
内耳从而达到治疗或诊断效果。近年来，鼓室给药技术在耳科疾病的临床应用越来越广泛，主要包括突发性聋、梅

尼埃病、分泌性中耳炎和自身免疫性内耳病等疾病的诊治。目前，国内外对鼓室给药的操作规范、适应证，尤其是

给药时机及治疗方案尚未有统一标准。为了促进鼓室给药技术规范化，我们特组织了国内在鼓室给药领域经验丰

富，有卓越建树中青年专家，基于临床经验和循证医学证据制定了鼓室给药临床实践指南。本指南从鼓室给药操

作规范出发，系统总结了糖皮质激素鼓室给药、庆大霉素鼓室给药、鼓室内注射造影剂膜迷路ＭＲＩ成像及其他药物
鼓室给药四个方面，旨在指导并规范临床鼓室给药技术的应用。

关　键　词：鼓室给药；糖皮质激素；庆大霉素；钆造影；临床实践指南
中图分类号：Ｒ７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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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ｅｃｋＳｕｒｇｅｒｙ，ＦｉｒｓｔＰｅｏｐｌｅ’ｓ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ｏｆＹｉｎｃｈｕａｎ，Ｙｉｎｃｈｕａｎ７５０００４，Ｃｈｉｎａ；６．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ＯｔｏｒｈｉｎｏｌａｒｙｎｇｏｌｏｇｙＨｅａ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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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室给药最早于１９４４年被报道用于治疗梅尼
埃病［１］。如今鼓室给药已成为一种临床常用的局

部给药方式，通过直接将药物递送入中耳，经圆窗膜

渗透入内耳鼓阶外淋巴液，或经卵圆窗进入前庭阶，

扩散分布到内耳从而达到治疗或诊断效果［２］。相

较于全身给药，鼓室注射给药后内耳有效浓度高，可

避免全身应用的不良反应［３４］。除应用于内耳疾病

的治疗外，鼓室给药在内耳疾病钆造影的诊断及中

耳疾病如分泌性中耳炎的治疗中也起到了积极的作

用［１，５６］。鼓室给药的方式包括：鼓膜穿刺注射术、

鼓膜切开置管加局部滴药、激光鼓膜造孔鼓室内灌

注、经咽鼓管鼓室导入及缓释技术（微泵，可降解缓

释材料）等，其优缺点不尽相同。目前，国内外对鼓

室给药的操作规范、适应证，尤其是给药时机及治疗

方案尚未有统一标准。为了促进鼓室给药技术规范

化，我们组织了国内在鼓室给药领域经验丰富、有卓

越建树的中青年专家组成《鼓室给药临床实践指

南》编委会制定了本实践指南。本指南从鼓室给药

操作规范出发，系统总结了糖皮质激素鼓室给药、庆

大霉素鼓室给药、鼓室内注射造影剂膜迷路 ＭＲＩ成
像及其他药物鼓室给药４个方面。

本指南基于国内外公开发表的文献，详尽检索

国内外主要电子数据库，包括 ＰｕｂＭｅｄ、Ｃｏｃｈｒａｎｅ、中
国知网和万方数据库，参考了临床技术操作规范耳

鼻咽喉头颈外科分册（２００９版）［７］、突发性聋诊断
和治疗指南（２０１５版）［８］、梅尼埃病诊断和治疗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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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版）［９］、儿童分泌性中耳炎诊断和治疗指南
（２０２１版）［１０］、梅尼埃病治疗的国际共识（２０１８版）［１１］、
梅尼埃病鼓室给药共识（２０２２版）［１２］、法国耳鼻咽
喉头颈外科学会指南：梅尼埃病的诊断和治疗策略

（２０１７版）［１３］、日本儿童分泌性中耳炎诊断和治疗
临床实践指南（２０２２版）［１４］。指南沿用国内及国际
通用方式对特定治疗方案的证据水平和推荐强度进

行了权衡和分级（表１）［１５］。指南按照药物分类进
行分述，根据临床研究、循证证据、荟萃分析和专家

建议对所有证据进行了严格评估，包括风险获益比
评估，全体组专家对临床实践指南稿进行讨论修订，

最终定稿并确定了２４项推荐意见（表２）。随着鼓
室给药基础和临床研究的深入，本指南中的建议尚

待进一步完善与更新。

本指南已在国际实践指南注册与透明化平台完

成注册（编号：ＰＲＥＰＡＲＥ２０２４ＣＮ１６１）。

１　糖皮质激素鼓室给药

１．１　适应证与禁忌证
适应证：①发病６周以内，听力恢复不佳的突发

性聋患者；②生活方式调整及规律药物治疗无效、眩
晕频繁发作的梅尼埃病患者；③病程迁延或反复发
作的分泌性中耳炎患者；④对系统性糖皮质激素或
免疫抑制剂治疗无法耐受、无效或治疗后复发的自

身免疫性内耳疾病患者。

禁忌证：①耳部急慢性炎症或特殊感染；②外耳
道胆脂瘤及中耳胆脂瘤；③疑似中耳鼓室体瘤、血管
瘤、颈静脉球高位并突入中鼓室者；④严重的系统性
疾病无法耐受或不能配合治疗者。

１．２　给药方案
１．２．１　药物选择　临床常用于鼓室给药的糖皮质

激素主要包括地塞米松与甲泼尼龙，常用浓度分别

为５ｍｇ／ｍＬ与４０ｍｇ／ｍＬ，一次注射０．５～１．０ｍＬ。
１．２．２　给药方法　通常采用鼓膜穿刺注射。对于
需多次注射或配合困难者，可考虑置入鼓膜通气管，

但会增加鼓膜穿孔不愈合的风险。

１．２．３　不同疾病给药方式　①突发性聋：治疗时间
可为２周内鼓室给药４～６次［１６］。可单独或联合系

统性治疗（糖皮质激素、血液流变学治疗、营养神

经、高压氧等）使用。②梅尼埃病：常用每周给药
１～２次，连续４～６次［１７］。可根据眩晕控制情况按

需重复给药。③分泌性中耳炎：可在鼓膜穿刺抽液
后向鼓室内注射，或联合咽鼓管吹张给药治疗，或鼓

膜切开置管术后局部使用糖皮质激素滴耳液［１８］。

④自身免疫性内耳病：常用每１～２周给药１次，连
续８～１２次［１９２０］。

１．２．４　注射后评估　注射后患者应规律随访，评估
治疗效果。复诊评估的一般内容包括鼓膜愈合情

况、是否存在中耳感染以及听力水平（纯音测听、听

性脑干反应等）。对于梅尼埃病患者，还需要评估

患者眩晕发作情况以及前庭功能（可进行温度试

验、前庭肌源性诱发电位、头脉冲试验、旋转试验等

检查）。对于分泌性中耳炎患者，还需要进行声导

抗、耳内镜检查等，以评估鼓膜和中耳功能。对于自

身免疫性内耳疾病患者，还需要进行免疫系统检查，

以评估免疫功能。

１．３　共识
１．３．１　共识一　鼓室应用糖皮质激素可作为发病
６周以内的突发性聋患者的初始或挽救性治疗，可
以单独或联合系统性治疗（糖皮质激素、血液流变

学治疗、营养神经及高压氧等）使用（Ａ级证据，
Ⅰ类推荐）。

表１　鼓室给药临床实践指南推荐分类及证据级别

推荐分类

证据级别

Ａ级：数据来自多项ＲＣＴ或Ｍｅｔａ分
析及多个人群的评估

Ｂ级：数据来自单项 ＲＣＴ或非随
机研究及有限人群的评估

Ｃ级：专家共识意见、病例研究或诊
疗标准及非常有限人群的评估

Ⅰ类：获益 ＞＞＞风险，
应给予操作／治疗

操作／治疗有用／有效；多项 ＲＣＴ
或 Ｍｅｔａ分析证据充足。

推操作／治疗有用／有效；单项
ＲＣＴ或非随机研究证据。

操作／治疗有用／有效；专家共识
意见、病例研究或诊疗标准证据。

Ⅱａ类：获益 ＞＞风险，
给予操作／治疗是合理的

倾向于操作／治疗有用／有效；多
项ＲＣＴ或Ｍｅｔａ分析得出的证据
不一致。

倾向于操作／治疗有用／有效；单
项ＲＣＴ或非随机研究得出的证
据不一致。

倾向于操作／治疗有用／有效；专
家意见、病例研究或诊疗标准有

分歧。

Ⅱｂ类：获益≥风险，可
考虑给予操作／治疗

有效性／疗效未被广泛认可；多项
ＲＣＴ或Ｍｅｔａ分析得出的证据相
当不一致。

有效性／疗效未被广泛认可；单项
ＲＣＴ或非随机研究得出的证据
相当不一致。

有效性／疗效未被广泛认可；专家
意见、病例研究或诊疗标准分歧

很大。

Ⅲ类：无益或有害
操作／治疗无用／无效，甚至可能
有害；多项 ＲＣＴ或 Ｍｅｔａ分析证
据充足。

操作／治疗无用／无效，甚至可能
有害；单项 ＲＣＴ或非随机研究
证据。

操作／治疗无用／无效，甚至可能
有害；专家的共识意见、病例研究

或诊疗标准证据。

　　注：ＲＣＴ（随机对照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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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９年美国突发性聋临床实践指南认为，鼓室应
用糖皮质激素可以作为病程２周以内突发性聋患者
的初始治疗，其疗效和系统性应用糖皮质激素相当，

尤其适用于患有全身系统性疾病、无法耐受系统性糖

皮质激素治疗的患者，如消化道溃疡、控制不佳的高

血压、糖尿病、活动性结核、青光眼等［１６］。２０１５年我
国突发性聋诊断和治疗指南以及２０１９年美国突发
性聋临床实践指南均推荐鼓室应用糖皮质激素作为

初始治疗后听力未完全恢复的突发性聋患者的挽救

性治疗［１６］，可单独应用或联合系统性糖皮质激素、

血液流变学治疗、营养神经及高压氧等［８］，常用的

治疗时间窗在发病后２～６周内［１６］。治疗期间需监

测听力变化，如果听力损失恢复，可提前终止治疗。

１．３．２　共识二　鼓室应用糖皮质激素可用于生活
方式调整及规律药物治疗无效、眩晕频繁发作的梅

尼埃病患者，可根据眩晕控制情况按需重复治疗

（Ａ级证据，Ⅰ类推荐）。
鼓室应用糖皮质激素可同时保留梅尼埃病患者

的耳蜗和前庭功能。鼓室注射糖皮质激素在控制眩

晕方面和鼓室注射庆大霉素的疗效相当，且可以更

好保留患者的残余听力［２１］。对于初次鼓室注射地

塞米松无效的患者，重复鼓室注射可进一步改善眩

晕控制情况［２２２４］。鼓室注射地塞米松对继发于梅

尼埃病的跌倒发作亦有疗效［２５］。２０１７年我国梅尼
埃病诊断和治疗指南以及２０１９年美国梅尼埃病临
床实践指南推荐鼓室注射糖皮质激素用于药物保守

治疗无效的梅尼埃病患者［９，２６］。２０１７年世界耳鼻
咽喉科学联合会国际共识以及２０２２年梅尼埃病鼓
室给药专家共识认为，鼓室注射糖皮质激素可作为

药物治疗无效的梅尼埃病患者的二线治疗方案，尤

其适用于具有实用听力者［１２］。２０２３年 Ｃｏｃｈｒａｎｅ荟
萃分析认为，和安慰剂对照相比，鼓室注射地塞米松

可能改善梅尼埃病患者的眩晕症状，但由于纳入的

研究中样本量较少，导致证据级别偏低，仍需更大样

本的低偏倚随机对照试验（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ｔｒｉ
ａｌ，ＲＣＴ）研究来证实［２７］。

１．３．３　共识三　鼓室应用糖皮质激素可用鼓室积
液明显、病程迁延或反复发作的分泌性中耳炎患者

的辅助治疗（Ｃ级证据，Ⅱｂ类推荐）。
关于鼓室注射糖皮质激素在分泌性中耳炎中的

临床研究证据有限。目前国内外分泌性中耳炎临床

实践指南均针对２个月至１２岁的患儿［１０，１４，２８］。我

国２０２１年分泌性中耳炎诊断和治疗指南不推荐对
１２岁以下的分泌性中耳炎患儿采用鼓膜穿刺治

疗［１０］，对于１２岁以上分泌性中耳炎的大规模前瞻
性研究较少。现有证据表明，对于病程迁延（３个月
以上）或反复发作的分泌性中耳炎患者，在抽出鼓

室积液的基础上进行鼓室注射糖皮质激素可有效改

善患者听力并降低复发率［６，２９３０］。但上述证据级别

较低，还需要进一步高质量ＲＣＴ研究加以证实。
１．３．４　共识四　鼓室应用糖皮质激素可用作系统
性糖皮质激素或免疫抑制剂治疗无法耐受、无效或

治疗后复发的自身免疫性内耳病患者的辅助治疗

（Ｃ级证据，Ⅱｂ类推荐）。
关于鼓室注射糖皮质激素在自身免疫性内耳病

中的临床研究证据有限。目前认为可作为全身使用

糖皮质激素或免疫抑制剂治疗无效、复发或者无法

耐受者的二线治疗方案［１９，３１］。常采用鼓室注射甲

泼尼龙（４０ｍｇ／ｍＬ），每周１次，连续给药≥８次［２０］；

或地塞米松每 ２周鼓室注射 １次，连续 １０～
１２次［１９］。治疗期间至少每月复查 １次纯音听阈。
但上述证据级别较低，还需要进一步高质量ＲＣＴ研
究加以证实。

１．３．５　共识五　特殊人群用药。
①妊娠期：鼓室应用糖皮质激素可用于妊娠期

妇女（Ｃ级证据，Ⅱｂ类推荐）。
根据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妊娠用药安全性分

级，甲泼尼龙和地塞米松为 Ｃ级（动物实验中有致
畸性或能致胚胎死亡，但缺乏可靠的人群资料，或者

没有进行人和动物的并行研究，本类药物只有在权

衡了对孕妇的益处大于对胎儿的危害后，方可应

用）。值得注意的是，地塞米松在妊娠早期的分级

为Ｄ级（对人类有明确的致畸作用，但临床需要且
无替代药物，孕妇用药有绝对获益，可在充分权衡利

弊后使用）［３２］。

鼓室应用糖皮质激素的总剂量和全身吸收率较

低。目前有限的研究证据表明，鼓室注射糖皮质激

素对于罹患突发性聋的妊娠妇女安全有效，对胎儿

无不良影响［３３３５］。鼓室应用糖皮质激素可作为符

合上述适应证的妊娠妇女的治疗选择。

②哺乳期：鼓室应用糖皮质激素可用于哺乳期
妇女（Ｃ级证据，Ⅱｂ类推荐）。

根据Ｈａｌｅ哺乳药物分级，甲泼尼龙在哺乳期的
危险性等级为Ｌ２（较安全），地塞米松为Ｌ３（中等安
全）。糖皮质激素可由乳汁排泄。应用生理剂量或

低药理剂量时，乳汁中的药物浓度很低，对新生儿一

般无不良影响［３２，３６］。鼓室应用糖皮质激素的总剂

量和全身吸收率较低，在哺乳期应用较为安全。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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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儿童：鼓室应用糖皮质激素可用于１２岁以上
儿童患者。对于局麻操作配合困难者，可考虑麻醉

手术中置入鼓膜通气管联合糖皮质激素滴耳液局部

应用（Ｃ级证据，Ⅱｂ类推荐）。
鼓室注射糖皮质激素治疗通常需多次给药，且

在鼓膜表面麻醉下难以达到无痛操作，故我国

２０２１年分泌性中耳炎诊断和治疗指南不推荐对
１２岁以下儿童患者采用鼓膜穿刺治疗［１０］。对于符

合适应证且配合困难者，可考虑置入鼓膜通气管联

合糖皮质激素滴耳液局部应用。

目前关于鼓室注射糖皮质激素在儿童中的应用

证据有限，大多集中于突发性聋患儿。现有证据表

明，鼓室应用糖皮质激素可作为突发性聋患儿的初

始治疗，亦可作为挽救性治疗用于初始治疗无效的

患儿［３７４３］。近期的荟萃分析认为，相比于系统性糖

皮质激素的单一用药方案，联合鼓室应用糖皮质激

素的方案并不能获得更好的疗效。但由于纳入的研

究中样本量较少，导致证据级别偏低，仍需更大样本

的低偏倚ＲＣＴ研究来证实［４４４５］。

２　庆大霉素鼓室给药

２．１　适应证与禁忌证
适应证：主要适用于单侧发病、年龄小于６５岁、

眩晕频繁发作且严重降低患者生活质量、保守治疗

３～６个月无效的Ⅲ期及以上梅尼埃病患者。
庆大霉素鼓室给药治疗前应充分告知患者治疗

后可能出现听力损失的风险（注射耳听力损失的发

生率约为７％～３０％），治疗后一旦出现明显听力损
失，应停止继续庆大霉素鼓室给药［９，１１，１３，２６，４６４７］。除

此之外，亦可作为顽固性耳石危象／跌倒发作、听神
经瘤术前康复的治疗方案之一［４８４９］。

禁忌证：有氨基糖苷类抗生素过敏史；有母系耳

聋遗传家族史或线粒体遗传家族史；孕妇及哺乳期

妇女；儿童；６５岁以上老年人；双侧梅尼埃病或对侧
前庭功能低下者；严重肝肾功能不全者；鼓膜菲薄或

内陷粘连患者等。

２．２　给药方案
２．２．１　药物选择　临床常用的庆大霉素注射液原液
为１ｍＬ（４万Ｕ）或２ｍＬ（８万Ｕ），浓度为４０ｍｇ／ｍＬ，
而鼓室内注射庆大霉素的常用浓度为 ２０、２６．７、
３０ｍｇ／ｍＬ３种，注射前需先用５％碳酸氢钠注射液
（ｐＨ＝８．３）进行稀释（如选择浓度为２０ｍｇ／ｍＬ，庆
大霉素原液与碳酸氢钠注射液的勾兑比例为１∶１；

如浓度为 ２６．７ｍｇ／ｍＬ，该比例为 ２∶１；如浓度为
３０ｍｇ／ｍＬ，该比例为３∶１）。
２．２．２　给药方法　请参阅本共识１．２。
２．２．３　注射后评估　注射后１个月患者应进行门诊
随访，评估治疗效果。如眩晕控制良好，应在２年内
门诊复诊至少４次（建议至少第６、１２、１８、２４个月时
各复诊１次）。复诊评估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患者眩
晕发作情况、鼓膜愈合情况、纯音测听、前庭功能检查

（自发眼震检查、温度试验及头脉冲试验）等。

与治疗前相比，治疗后患耳前庭功能新发损伤

越明显时，提示眩晕症状控制效果可能越好［５０５２］。

如眩晕控制不佳，可再次行庆大霉素鼓室给药治疗，

如听力出现明显下降，则避免再次庆大霉素鼓室给

药治疗。每次治疗后重复上述门诊随访及检查评

估，总治疗次数≤４次。对于治疗后出现慢性头晕、
平衡障碍或头动诱发头晕、眩晕的患者，应给予足量

足疗程的前庭康复训练［２６］。

２．３　共识
２．３．１　共识一　在使用庆大霉素鼓室给药治疗前
应先行生活方式调整及规律药物治疗（包括鼓室内

注射糖皮质激素）３～６个月，无效者方可考虑使用
庆大霉素鼓室给药治疗（Ａ级证据，Ⅰ类推荐）。

生活方式调整是梅尼埃病患者症状控制的重要

环节。应引导患者养成良好生活作息，保证睡眠，避

免不良情绪及压力影响。同时建议其增加饮水［５３］；

限制食盐及味精摄入；避免咖啡因制品及烟草、乙醇

摄入。在调整生活方式的同时，给予规律药物治疗，

一般持续３～６个月，包括倍他司汀、利尿剂（推荐
氢氯噻嗪、氨苯蝶啶等）、鼓室注射糖皮质激素

等［９，１１，１３，４７４９，５４５５］。

２．３．２　共识二　庆大霉素鼓室给药与类固醇鼓室
给药治疗均为梅尼埃病的有效治疗方案，在降低眩

晕发作强度和频率方面效果相当。相比庆大霉素鼓

室给药而言，类固醇鼓室给药具有更好的听力保护

作用。类固醇鼓室给药治疗的优先级应高于庆大霉

素鼓室给药，只有类固醇鼓室给药治疗无效的Ⅲ期
及以上分期的梅尼埃病患者才可考虑行庆大霉素鼓

室给药治疗（Ａ级证据，Ⅰ类推荐）。
２０２３年Ｃｏｃｈｒａｎｅ最新系统综述认为庆大霉素

鼓室给药治疗梅尼埃病可能会改善眩晕症状，但由

于研究中纳入的样本量较少，导致证据级别偏低，仍

需更大样本的低偏倚ＲＣＴ研究来证实［５６］。２０２２年
最新Ｍｅｔａ分析则认为庆大霉素鼓室给药和类固醇
鼓室给药治疗在眩晕控制方面均明显优于安慰剂，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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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疗效无显著差异。类固醇鼓室给药对听力的保护

作用优于庆大霉素鼓室给药［２１］。类似的结论在近

年的多项ＲＣＴ研究、Ｍｅｔａ分析及临床指南中均得到
证实［５７５９］。因此，类固醇鼓室给药治疗的优先级应

高于庆大霉素鼓室给药，出于最大程度保护听力的

目的，只有类固醇鼓室给药重复治疗无效的Ⅲ期及
以上分期的梅尼埃病患者才建议行庆大霉素鼓室给

药治疗。

２．３．３　共识三　庆大霉素鼓室给药治疗建议优先
选择低浓度／低剂量滴定法，在良好控制眩晕发作的
同时可最大程度的降低听力损失风险（Ａ级证据，
Ⅰ类推荐）。

庆大霉素鼓室给药治疗中给予庆大霉素浓度／
剂量的高低及给药频次与眩晕的控制和听力损失风

险均明显相关。给药浓度／剂量较高时（按照某固
定频率多次给药，浓度≥４０ｍｇ／ｍＬ），眩晕的完全控
制率可能更高，但也带来更高的听力损失风险

（＞３０％）［６０６１］。建议临床采取滴定法（即１次给药
后在１～４周内观察眩晕控制和前庭功能损毁情况，
当眩晕症状不佳时再次给药，整体不超４次），并选择
＜４０ｍｇ／ｍＬ的浓度，可得到相对满意的眩晕控制率
和较低的听力损失及慢性失衡风险（＜１０％）［６２６３］。
２．３．４　共识四　当考虑梅尼埃病合并前庭性偏头
痛（ｖｅｓｔｉｂｕｌａｒｍｉｇｒａｉｎｅ，ＶＭ）时，或梅尼埃病与 ＶＭ
难以鉴别时，不建议选择庆大霉素鼓室给药治疗

（Ｂ级证据，Ⅱａ类推荐）。
梅尼埃病和 ＶＭ的临床症状可高度重叠。两

者除眩晕之外，均可出现听力下降，耳鸣、耳闷、头

痛和偏头痛等症状［６４］。梅尼埃病患者出现头痛和

偏头痛症状的占比可达４３％和２１％［６５］，其中双侧

梅尼埃病患者偏头痛的患病率可达８５％，且合并
偏头痛的梅尼埃病患者更易发生跌倒发作［５５，６６］。

部分患者可同时符合梅尼埃病和ＶＭ的诊断标准，
如梅尼埃病患者中伴有 ＶＭ者可达 ２８％ ～３５％，
而 ＶＭ患者中伴有梅尼埃病者也达２３％［６７６８］。合

并 ＶＭ的梅尼埃病患者经庆大霉素鼓室给药治疗
后虽然眩晕症状亦可得到短期控制，但相比不伴

ＶＭ的梅尼埃病患者，除易复发外，其眩晕症状控
制不完全，更易出现平衡不稳和头动诱发头晕不

适［６９７０］因此，临床诊断时应充分鉴别 ＶＭ，避免漏
诊和误诊。当考虑梅尼埃病合并ＶＭ时，或梅尼埃
病与 ＶＭ难于鉴别时，应首选可覆盖梅尼埃病和
ＶＭ的无创性联合药物治疗，不建议首选庆大霉素
鼓室给药治疗。

２．３．５　共识五　特殊人群用药。
① 孕妇及哺乳期妇女、儿童、６５岁及以上老年

人禁止给予庆大霉素鼓室给药治疗（Ａ级证据，Ⅰ类
推荐）。

庆大霉素的孕妇安全用药等级为“Ｄ”级，可通
过胎盘屏障和血乳屏障进入胎儿／婴儿体内，具有肾
毒性和耳毒性，因此孕妇、哺乳期妇女禁用［７１］。儿

童梅尼埃病患者考虑其后续生命周期较长，发展为

双侧梅尼埃病可能性更大，应禁用。６５岁及以上老
人因前庭代偿能力较差，更易产生慢性头晕／失衡，
严重影响生活质量，应慎用。

②当有母系耳聋家族史时，应建议患者优先选
择非庆大霉素鼓室给药治疗（Ａ级证据，Ⅰ类
推荐）。

目前发现的氨基糖苷类药物致聋易感基因包括

位于１２ＳｒＲＮＡ上的 ＭＴＲＮＲ１基因（Ａ１５５５Ｇ突变、
Ｃ１４９４Ｔ、９６１ｉｎｓＣ突变等）和位于 ｔＲＮＡ上的 ＭＴＴＳ１
基 因 （Ａ７４４４Ｇ、Ａ７４４５Ｇ、７４７２ｉｎｓＣ、Ｔ７５１０Ｃ 和
Ｔ７５１１Ｃ突变等）。如患者存在上述基因突变，ＩＴＧ
治疗后可能诱发急性听力损失，且通常为双侧、中重

度、不可逆性。其中ＭＴＴＳ１基因突变是完全外显性
突变，听力损害发生率为１００％，ＭＴＲＮＲ１基因突变的
外显率从３７％～８７％。当有母系耳聋家族史时，应建
议患者优先选择非庆大霉素鼓室给药治疗。当其他

常规治疗方法效果不佳时，有条件的患者可以先行耳

聋基因筛查，排除线粒体ＤＮＡ突变后再考虑行庆大
霉素鼓室给药治疗，避免发生“一针致聋”［７２］。

３　鼓室内注射造影剂膜迷路ＭＲＩ成像

３．１　适应证和禁忌证
适应证：①临床确诊膜迷路积水相关疾病，如梅

尼埃病、迟发性膜迷路积水、反复发作的急性低频型

感音神经性听力下降，需进一步明确病变程度和范

围。疾病的急性期和稳定期均适用。②有内耳症
状，但无法通过病史和其他检查确诊。③需要评估
膜迷路积水疾病的治疗效果。

禁忌证：膜迷路积水ＭＲＩ造影的禁忌证与一般
ＭＲＩ检查的禁忌证相同，包括对造影剂过敏、过度肥
胖、幽闭恐惧症等情况。静脉注射造影剂与鼓室内

注射造影剂的禁忌证不同：前者禁用于造影剂过敏、

慢性肾病和急性肾损伤患者，而后者（低剂量）则无

此限制。对于患有慢性中耳炎、分泌性中耳炎、鼓膜

穿孔以及曾接受中耳手术的患者，推荐使用静脉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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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造影剂［３，７３７５］。

３．２　检查方案
３．２．１　造影剂及ＭＲＩ序列的选择　目前在临床上
使用的造影剂包括钆酸葡甲胺、钆布醇、钆苯酸葡

胺、钆喷酸葡胺和钆二胺。除了钆酸葡甲胺之外，文

献报道其他造影剂的静脉注射和鼓室内注射两种方

式都是安全可行的。推荐的 ＭＲＩ造影常规序列包
括３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ｒｅａｌ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ｒｅｃｏｖｅｒｙ（３ＤｒｅａｌＩＲ）
序列和３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ｆｌｕｉｄａｔｔｅｎｕａｔｅｄ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ｒｅｃｏｖ
ｅｒｙ（３ＤＦＬＡＩＲ）序列。
３．２．２　给药方法　通常情况下，鼓室注射所用对比
剂为钆对比剂原液与生理盐水按照１∶７容积比稀释
的钆对比剂稀释液，注射方法同鼓室内注射糖皮质

激素，注射结束后建议患者将头部转向对侧４５°，并
保持这个姿势３０ｍｉｎ，尽量避免吞咽动作。鼓室内
注射后２４ｈ可以进行ＭＲＩ检查［７６７９］。

３．３　共识
３．３．１　共识一　耳蜗区域膜迷路积水分级推荐使
用基于Ｒｅｉｓｓｎｅｒ膜位置的三分法（Ｂ级证据，Ⅱｂ类
推荐）。

目前的造影技术仍然存在无法定量评估耳蜗积

水的局限性，因为耳蜗的空间结构过于精细，而现有

的影像技术分辨率不足。因此，耳蜗膜迷路积水等

级的三分法最为实用［８０］，具体评估方法如下，①无
积水：Ｒｅｉｓｓｎｅｒ膜位于前庭阶与鼓阶之间，处于原
位；②轻度积水：Ｒｅｉｓｓｎｅｒ膜轻度移位，但未超过前
庭阶；③重度积水：中阶的面积超越前庭阶。
３．３．２　共识二　前庭区域膜迷路积水分级推荐使
用基于椭圆囊和球囊不同积水程度的四分法（Ｂ级
证据，Ⅱｂ类推荐）。

最广泛应用于临床的是基于前庭膜迷路面积的

前庭积水的三分法，这一分级方法简单实用，但它的

不足之处在于无法分辩评估椭圆囊和球囊［９］。在

这一分级基础上，结合了梅尼埃病患者前庭膜迷路

积水的病理学特点，提出了前庭积水的四分法，根据

椭圆囊和球囊不同积水程度进行划分。这个分级方

法充分考虑了梅尼埃病患者膜迷路积水的病理学特

征以及临床上的便捷性，因此具有较高的参考价

值［８１８２］。具体评估方法如下：①无积水：球囊与椭
圆囊均可见，且总面积小于前庭面积的１／２。②Ⅰ°
积水：球囊面积与椭圆囊面积相等。③Ⅱ°积水：球
囊与椭圆囊融合，但外淋巴液边界仍可见。④Ⅲ°积
水：无法分辨外淋巴液边界。

３．３．３　共识三　半规管区域膜迷路积水分级推荐

使用２Ｄ容积分级法（Ｃ级证据，Ⅲ类推荐）。
考虑到各级单位开展并方便应用，推荐使用２Ｄ

容积分级方法评价半规管积水［８３］，具体评估方法如

下：①无积水。外半规管壶腹处积水面积小于１／３。
②Ⅰ°积水。外半规管壶腹处积水面积大于 １／３。
③Ⅱ°积水。外半规管壶腹处积水面积大于１／３，且
部分半规管管腔显影变窄。④Ⅲ°积水。半规管管
腔不显影。

４　其他药物鼓室给药

由于鼓室给药的优势，临床上也进行了大量经

鼓室给药的探索，包括胰岛素样生长因子１（ｉｎｓｕｌｉｎ
ｌｉｋｅｇｒｏｗｔｈｆａｃｔｏｒ１，ＩＧＦ１）、利多卡因等，显示出潜
在的疗效。

４．１　共识一
ＩＧＦ１可用于难治性突发性聋的治疗（Ａ级证

据，Ⅰ类推荐）。
ＩＧＦ１是一种重要的神经内分泌调控因子，在

耳蜗的发育和维持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ＩＧＦ１
鼓室给药目前多以水凝胶为药物载体，在经鼓膜切

开后置于中耳圆窗龛内，用于治疗难治性突发性聋

患者。一项前瞻性单臂临床试验表明，ＩＧＦ１鼓室
给药与高压氧治疗相比，具有更好的疗效［８４］。此后

的ＲＣＴ结果也表明，与类固醇鼓室给药治疗相比，
ＩＧＦ１鼓室给药在难治性突发性聋治疗中的安全性
和有效性类似或更佳［４，８５８６］。ＩＧＦ１鼓室给药对听
力恢复的积极作用及其良好的安全性提示了其在突

发性聋的挽救性治疗中的应用价值。

４．２　共识二
利多卡因可用于梅尼埃病的症状缓解，相较于

庆大霉素鼓室给药听力下降的风险更低（Ｃ级证据，
Ⅱｂ类推荐）。

利多卡因是一种酰胺类局部麻醉剂，部分回顾

性研究报道了利多卡因鼓室给药在梅尼埃病治疗中

的作用，总体证据质量偏低［８７８８］。利多卡因鼓室给

药能够有效缓解梅尼埃病的症状，且不影响其他药

物治疗的疗效，但其长期疗效尚未得到证实。利多

卡因鼓室给药可能会在低频范围内引起短暂性（数

小时或数日）轻微突发性聋，但与庆大霉素鼓室给

药相比，听力损失的风险更低［８９］。此外，近年 Ｃｏ
ｃｈｒａｎｅ中２项 ＲＣＴ表明利多卡因联合地塞米松鼓
室给药能够有效缓解主观性特发性耳鸣的症状，但

研究中纳入样本量较少［９０９２］。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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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　共识三
其他药物经鼓室给药在治疗中耳及内耳疾病中

显示出潜在的疗效。

盐酸氨溴索、更昔洛韦等其他药物在内耳及中耳

疾病治疗中已显示出潜在的疗效［９３９４］。盐酸氨溴索

鼓室给药可直接作用于中耳黏膜，更有利于积液排

出，并改善中耳通气功能和预后［９５］（Ａ级证据，Ⅰ类
推荐）。部分学者认为梅尼埃病是多神经节炎的一

部分，其症状是由内耳道内嗜神经病毒的重新激活引

起的，因此推测鼓室内应用抗病毒药物可能是一种有

效的治疗方法，目前已开展更昔洛韦鼓室给药治疗梅

尼埃病的相关临床研究［９４］（Ｂ级证据，Ⅲ类推荐）。

５　小结

鼓室给药在治疗中耳及内耳疾病中显示出潜在

的疗效，鼓室给药临床实践指南总结见表２，期待更
多药物及新型制剂包括基因治疗的应用。

表２　鼓室给药临床应用主要推荐意见
主要推荐意见 证据水平 推荐级别

临床地位与使用时机

　糖皮质激素鼓室给药
　　鼓室应用糖皮质激素可作为发病６周以内的突发性聋患者的初始或挽救性治疗，可以单独或联合系统性治疗（糖

皮质激素、血液流变学治疗、营养神经、高压氧等）使用。
Ａ Ⅰ

　　鼓室应用糖皮质激素可用于经生活方式调整及规律药物治疗无效、眩晕频繁发作的梅尼埃病患者，可根据眩晕控
制情况按需重复治疗。

Ａ Ⅰ

　　鼓室应用糖皮质激素可用作鼓室积液明显、病程迁延或反复发作的分泌性中耳炎患者的辅助治疗。 Ｃ Ⅱｂ
　　鼓室应用糖皮质激素可用作系统性糖皮质激素或免疫抑制剂治疗无法耐受、无效或治疗后复发的自身免疫性内耳

病患者的辅助治疗。
Ｃ Ⅱｂ

　庆大霉素鼓室给药
　　在使用庆大霉素鼓室给药治疗前应先行生活方式调整及规律药物治疗（包括鼓室内注射糖皮质激素）３～６个月，

无效者方可考虑使用庆大霉素鼓室给药治疗。
Ａ Ⅰ

　　庆大霉素鼓室给药与类固醇鼓室给药治疗均为梅尼埃病的有效治疗方法，在降低眩晕发作强度和频率方面效果相
当。相比庆大霉素鼓室给药而言，类固醇鼓室给药具有更好的听力保护作用。类固醇鼓室给药治疗的优先级应高

于庆大霉素鼓室给药，只有类固醇鼓室给药治疗无效的Ⅲ期及以上分期的梅尼埃病患者才可考虑行庆大霉素鼓室
给药治疗。

Ａ Ⅰ

　　庆大霉素鼓室给药治疗建议优先选择低浓度／低剂量滴定法，在良好控制眩晕发作的同时可最大程度的降低听力
损失风险。

Ａ Ⅰ

　　当考虑梅尼埃病合并ＶＭ时，或梅尼埃病与ＶＭ难以鉴别时，不建议选择庆大霉素鼓室给药治疗。 Ｂ Ⅱａ
　鼓室内注射造影剂膜迷路ＭＲＩ造影
　　耳蜗区域膜迷路积水分级推荐使用基于Ｒｅｉｓｓｎｅｒ膜位置的三分法。 Ｂ Ⅱｂ
　　前庭区域膜迷路积水分级推荐使用基于椭圆囊和球囊不同积水程度的四分法。 Ｂ Ⅱｂ
　　半规管区域膜迷路积水分级推荐使用２Ｄ容积分级法。 Ｃ Ⅲ
　其他药物鼓室给药
　　胰岛素样生长因子可用于难治性突发性聋的治疗。 Ａ Ⅰ
　　盐酸氨溴索鼓室给药可直接作用于中耳黏膜，更有利于积液排出，并改善中耳通气功能和预后。 Ａ Ⅰ
　　更昔洛韦鼓室给药可以用于梅尼埃病的治疗。 Ｂ Ⅲ
　　利多卡因可用于梅尼埃病的症状缓解，相较于庆大霉素鼓室给药听力下降的风险更低。 Ｃ Ⅱｂ
给药方案

　糖皮质激素鼓室给药
　　突发性聋：常用２周内鼓室给药４～６次。可单独或联合系统性治疗（糖皮质激素、血液流变学治疗、营养神经、高

压氧等）使用。
Ａ Ⅰ

　　梅尼埃病：常用每周给药１～２次，连续４～６次。可根据眩晕控制情况按需重复给药。 Ａ Ⅰ
　　分泌性中耳炎：可在鼓膜穿刺抽液后向鼓室内注射，或联合咽鼓管吹张给药治疗，或鼓膜切开置管术后局部使用糖

皮质激素滴耳液。
Ｃ Ⅱｂ

　　自身免疫性内耳病：常用每１～２周给药１次，连续８～１２次。 Ｃ Ⅱｂ
特殊人群用药

　糖皮质激素鼓室给药
　　妊娠期：鼓室应用糖皮质激素可用于妊娠期妇女。 Ｃ Ⅱｂ
　　哺乳期：鼓室应用糖皮质激素可用于哺乳期妇女。 Ｃ Ⅱｂ
　　儿童：鼓室应用糖皮质激素可用于１２岁以上儿童患者。对于局麻操作配合困难者，可考虑麻醉手术中置入鼓膜通

气管联合糖皮质激素滴耳液局部应用。
Ｃ Ⅱｂ

　庆大霉素鼓室给药
　　孕妇及哺乳期妇女、儿童、６５岁及以上老年人禁止给予庆大霉素鼓室给药治疗。 Ａ Ⅰ
　　当有母系耳聋家族史时，应建议患者优先选择非庆大霉素鼓室给药治疗。 Ａ Ⅰ
　　注：ＶＭ（前庭性偏头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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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ｇｌｏｓｓ［Ｊ］．Ｌａｒｙｎｇｏｓｃｏｐｅ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Ｏｔｏｌａｒｙｎｇｏｌ，２０１９，４（１）：１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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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ｉｃｉｎｉｎｖｅｓｔｉｂｕｌａｒｓｃｈｗａｎｎｏｍａｓ：ａ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ｒｅｖｉｅｗ［Ｊ］．ＪＬａ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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