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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音： 年轻人耳疾成上升趋势
近年来，随着经济科技高

速发展，越来越多的电子产品

面世，视听功能翻着翻升级。无
论是人手必备的手机产品，还

是新潮时尚的MP4、MP5播放

器，这些功能强大的产品刚一

上市就立刻成为了备受追捧的

潮范儿的代表。年轻人酷爱随

时随地耳机听音乐的热潮只增

不减，还有一些人养成了煲电

话粥的习惯，每天三四个小时
都是在打电话交流中度过的。

还有些人在生活中有这样那样
的习惯，比如喜欢挖耳朵、喜欢

游泳、喜欢在耳朵上穿很多的

耳洞等，但很多人却没有注意
到耳朵健康正在因为这些生活

中的小细节而发生着变化。

烟台大学大三学生文文
告诉记者，这些天总感觉耳

朵不舒服，除了嗡嗡作响的

耳鸣，有时还感觉一阵一阵
的疼，听力也似乎没有原来

的好了。究其原因也说不出

个所以然来。如果非要揪出

平时一两件和耳朵有关的事
情，那就是自己平时有听音
乐的习惯。大学的课程排的

不是很紧，而且身边都是年

轻人，现在各式各样的数码

产品琳琅满目，播放器更新

换代的速度更是快。听音乐

几乎成了周围所有人的爱

好。在这样的氛围下自然而

然的就每天MP3不离身了。

耳机更是时刻伴随在耳边，

以便随时塞进耳朵里，让音
乐充盈自己，愉悦身心。但是

平时也并没觉得有什么不舒

服啊？文文有些琢磨不透，难

道真的是因为这样才使耳朵

出问题了吗？

文文的同学楠楠也告诉记

者，感觉耳朵不舒服的不止文文
一个，她也时常感到耳朵不适。

楠楠交往了一个男朋友，正处在

热恋中的情侣总是如胶似漆，但

是楠楠的男朋友却在外地的一

所大学读书。异地恋让两人相思

成灾，楠楠每天最开心的事就是

晚上放学之后捧着手机和男朋

友煲甜蜜的电话粥。常常不知不

觉就是好几个小时下去了，每次

都打到手机发烫，电量不足才依
依不舍的挂断。起初也有几分担

心这样会不会对耳朵不好，但总

抱着侥幸心理感觉应该没什么

关系。一次两次感觉不到，但时

间久了就确实感觉到耳朵里面

疼。

解析： 找准病因防治耳病
采访中，张庆泉告诉记

者，现代人生活节奏紧张，压

力大，精神长期过度紧张，熬

夜，饮食不调，严重打乱了人

们正常的生活规律，人的抵抗
力下降，各器官就容易受到病

毒的侵袭，从而导致耳鸣耳聋

的发病。过量的烟、酒、茶和咖
啡，也会导致耳鸣，以上班族

居多，此外还有些学生，尤其

是临近考试的一段时间，学生
压力过大，更容易患病。另外，

耳朵还很容易因为一些不良

习惯而受到伤害。有些重度患

者的心烦意乱，焦虑不安严重

影响了睡眠、工作和学习。

对耳朵的伤害来说，主要

还是分为对外耳、中耳和内耳

的损伤。对外耳道的损伤主要

是造成外耳炎、耳道褶子以及

堵塞耳道。外耳炎诱发的因素

很多，常见的有人为经常性的

挖耳屎造成的感染、局部湿
疹。堵塞耳道则容易造成听力

下降，以及耳疼、耳道流脓等

等。对中耳的损伤主要是造成

中耳炎。中耳炎又分为卡他性

中耳炎和化脓性中耳炎。卡他

性中耳炎一般是由感冒造成

的，非化脓性的充血肿胀，但

鼓膜是完整的。而化脓性中耳

炎一般也是多由感冒引起，不

过也有少数因为游泳时鼻腔

呛水入耳引起的。主要表现为
穿孔流脓，形成化脓性炎症。

小孩一般常见的中耳炎多是

卡他性中耳炎。再有就是对内

耳的损伤，内耳的损伤主要是

神经性，神经性的有先天性和

后天性的。先天性主要是先天

发育不完全。后天性的主要有

药物引起、病毒感染以及外伤

引起三个方面。

张庆泉说，近年来，从来

院就诊的情况来看，患耳病

人数呈逐年递增趋势，而且

其中年轻人占相当大的比
重。耳病正越来越走向年轻

化。很多年轻人在有些习惯

上特别不注意对耳朵的保
护，像游泳时耳朵灌水容易
引起外耳道的病症，比如耳

肿胀。同时，前面提到游泳也

可以因为鼻腔呛水造成中耳

道炎症。还有就是年轻人特

别爱听音乐，耳机不离耳，长

时间的用耳机听音乐很容易

对耳道形成刺激，它属于机

械刺激。另外手机、音响、

MP3、MP4、噪音等则容易对

内耳形成刺激，这属于声音

刺激。爱煲电话粥的人在耳

廓上都容易出现一个小包，

感觉涨涨的，这其实是“耳廓

假性囊肿”，由于长期单侧打

电话的不正确方法，让电话

在耳廓处反复触摸、压迫、刺

激而形成的一种非化脓性耳

廓软骨膜或浆液性耳廓软骨
膜炎。同时手机电流也会引起

耳痛、听力下降等。长时间佩

戴耳机，即便声音不大，也容

易引起噪声性耳聋。有的时候

身处比较嘈杂的环境，如酒

吧、KTV等，也容易引起噪声

性耳聋。虽然少数轻度突发性

耳聋可以自愈，但绝大部分患

者要依靠药物治疗才能恢复

听力。因此，一旦出现听力减

退、耳鸣、耳闷等症状要尽早

就医。除了这些生活上的习惯
对耳朵造成的影响，人的一些

情绪变化有时也会对耳朵造

成影响，形成耳病。比如情绪

不稳定引起血压升高、血管
痉挛等症状很容易影响内耳

血供，导致听力下降。

提醒： 用耳护耳需谨慎
其实很多的耳部疾病，都

是因为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不注
意造成的，只要避免这些不良

习惯，其实爱耳护耳、预防听力

损伤并不难！张庆泉告诉大家，

平时用耳护耳一定要注意。有

些女孩子爱美，喜欢打耳洞，有

的一个耳朵上还不止一个耳

洞。穿了耳洞之后一定要注意，

如果穿耳洞后没有护理好，也
会让耳朵产生炎症。如果想打

耳洞，那么一定要注意清洁，经

常用酒精擦拭，如果耳饰品刺

激耳部，应当及时更换。千万不
能自己随便吃点儿抗生素，因
此不去就医，反而容易将炎症

恶化，甚至造成耳聋。对于游泳

爱好者，长时间的浸泡在水中，

难免有水进入鼻腔耳孔的时

候，这个时候就要注意当耳朵

里灌进水后，应该尽快用毛巾
擦干，避免水份长时间停留在

耳道内造成耳道炎症。对于喜
欢带耳机听音乐的学生一族，

平时也一定要注意掌控时间。

最好减少佩戴耳机的时间，一
旦耳朵出现不舒服的感觉，应

该尽快按下停止键，让耳朵得

到休息，必要时还得上医院，在

医生指导下服药治疗。

对于发生耳鸣和突聋的患

者，一定要及时治疗，三个月内

耳部神经损伤恢复可逆性大，

拖延治疗的时间越长越不易恢

复，如果偶尔出现过一次耳鸣

则不需治疗，但若耳鸣持续反

复发生，甚至影响了听力，那就

要尽快去医院检查了。

另外提醒一些家长一定

要注意孩子的耳朵健康，注意
呵护孩子耳朵的细节，防止小

儿将异物塞入外耳道，引起感
染而波及中耳。家长不要随便

给孩子挖耳屎，有一些家长喜
欢用牙签或火柴梗给小儿掏

耳屎，这更是不可取的。因为
不恰当地挖耳屎易将鼓膜戳

破，使外耳道细菌经过破损的

鼓膜进入中耳引起炎症。

除了当宝宝患上耳疾时，

妈妈要特别照顾以外，日常的

护理也是必不可少的，下面就

介绍在日常生活中家长怎样呵

护宝宝的耳朵。

远离二手烟

香烟的气味会刺激宝宝娇

嫩的鼻腔和咽喉，使病菌更容易

在这两个部位存活繁殖，从而降

低抵抗力，一旦病菌进入到中

耳，就容易造成感染。因此，如果
你或家人有吸烟的嗜好，现在你

们有了一个最好 的 戒 烟 理

由——— 为了宝宝的健康。

远离嗓音

新生宝宝的耳朵是很娇贵
的。需要受到保护。最重要的是

避免让宝宝长期被包围在强烈

的声音之中。比如，不要在宝宝

旁边大声开着音响或是大声地

连续开几个小时的电视。因为如

果宝宝长时间处于嘈杂的环境

里，内耳细胞纤毛就会被损坏。

避免进水

给宝宝洗澡时。要防止耳朵

进水。可将宝宝耳朵由后到前按

住贴紧脸部，就不易致耳朵进

水。如进水可以使用软棉棒，在

头部把棉花撑呈蓬松状。轻轻插
入耳朵旋转，但不要太深，前提

是一定要固定好宝宝的头部不
能动。还有带宝宝游泳的时间最
好控制在1小时以内。

听力全扫描

新生宝宝通常会经过医院

的听力检查，但有的隐性因素

却常常被忽视。如果有下列10

个高危因素且又感觉宝宝听力

不敏感的，应再次带宝宝做详
细检查。

1 .父母任何一方有听障家

族史。

2 .妈妈怀孕时曾感染麻疹
或其他病毒性疾病。

3 .新生宝宝胆红素过高或

是需换血者。

4 .宝宝头、颈部有先天性

畸形，包括颜面骨狭小、两眼珠

不同颜色、额头有一撮白发等。

5 .宝宝出生时体重低于
1500kg。

6 .宝宝在产期中有过缺氧

现象。

7 .宝宝曾经感染细菌性脑

膜炎。

8 .宝宝曾长期使用抗生素

超过2周。

9 .宝宝出生时用过气管内

管，并超过1周。

10 .宝宝曾有中耳炎病史。

日常生活如何呵护耳朵：

怎样才能早期发现“宝宝”

有听力问题，我们大致可以分

为父母和医院两方面。从父母

的角度来讲，一个健康宝宝的

听觉及语言大致会按照如下的

进程，一步步发育。

降生到出生后3个月：宝宝
在突然听到60分贝以上的声音

时，会出现全身抖动、两手握
拳、前臂急速屈曲或皱眉、眨
眼、睁眼等活动。

4个月至6个月：宝宝对声

音有反应，可辨别出妈妈的声

音。能够在妈妈对自己说话时，

用眼睛注视着妈妈，或在听到

妈妈的声音时停止活动，将头

转向声源。

7个月至9个月：能主动向
声源方向转脸，也就是有了辨
别声音方向的定位能力。

10个月至11个月：宝宝对

自己的名字有反应，能学说“妈

妈”、“爸爸”，听到悦耳的音乐，

上下肢能随音乐有节奏地运

动，对语言有丰富的应答。

1岁至1岁半：宝宝能按听

到的语言作出反应，当问“鼻
子、眼睛、嘴在哪儿”时可用手

指指点。宝宝学习语言的最佳

时期开始了。

1岁半至3周岁：宝宝可用

简单语言表达自己的感受和意

识。

3周岁至4周岁：能背诵儿

歌、讲故事。这是科学上所说的

丰富语言或语言学习发展的时

期。

如果您的宝宝表现有所不
同，建议不妨到医院为宝宝做
个听力筛查。

每年的三月三日是全国爱耳日。今年已经是第十二个全国爱耳日了，这次爱耳日的主题是
“康复从发现开始——— 大力推广新生儿听力筛查”。耳朵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听力的重要性对
每个个体来说又起到怎样至关重要的作用呢？为了增强市民耳科方面的健康意识，值此全国第十
二个“爱耳日”来临之际，记者采访了毓璜顶医院耳鼻喉科的权威专家张庆泉，让专家来给大家讲
讲关于护耳的问题以及耳病的一些注意事项，也借此呼吁人们从细节处呵护自身的耳朵健康。

宝宝听力发育过程：

格相关链接：

父母如何保护新生儿听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