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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新闻

3像不像耳朵？对，3月3日就是爱耳日
记者走进耳科病房，寻找造成听力损伤的“元凶”

爸爸吼声太大，把儿子吼聋了
生活中几种不在意，都会损伤你听力

33月月33日是全国第十三个爱耳日，今年宣传教育活动的主题是“减少噪日是全国第十三个爱耳日，今年宣传教育活动的主题是“减少噪
声，保护听力”。声，保护听力”。

本市多家医院针对爱耳日推出义诊和科普活动，专家称，耳朵是十分本市多家医院针对爱耳日推出义诊和科普活动，专家称，耳朵是十分
娇嫩的器官，长期使用耳机听音乐，或长期处于噪声环境下，极易造成噪声娇嫩的器官，长期使用耳机听音乐，或长期处于噪声环境下，极易造成噪声
性耳聋。性耳聋。

走进耳鼻喉科病房，才发现平时忽略的东西，都有可能是造成听力损走进耳鼻喉科病房，才发现平时忽略的东西，都有可能是造成听力损
伤的“元凶”。伤的“元凶”。

医生说，现实环境中有很多长期存在的隐蔽伤害，必须加以注意，养成医生说，现实环境中有很多长期存在的隐蔽伤害，必须加以注意，养成
健康用耳习惯。健康用耳习惯。

记者记者 邢进邢进 见习记者见习记者 施杨施杨 通讯员通讯员 陈锦屏陈锦屏

爱耳日前夕和当天，本市多家
医院推出各种义诊和科普活动。

郑州人民医院计划于3月1日
下午、3 月 2 日上午分别到四十七

中、文化路二小为学生义诊，检测听
力，并举办爱耳护耳健康知识讲座。

郑州市三院将在“爱耳日”当天
为20名患者免费测听力，同时，对当
日收治的外耳再造患者，全部免除手
术费用。

市中心医院耳鼻喉科在“爱耳日”
当天，免除患者挂号费和诊查费。

父亲高声怒斥震聋5岁孩子
郑州市三院耳鼻喉科的 5岁小患者贝贝，家住

新密市，因听力受损被收治入院。
说起他听力受损的原因，可能会让所有人都大

吃一惊——贝贝是被爸爸的高声呵斥震聋的！
一周前，贝贝和村里的孩子们一起玩，不知怎

么回事玩着玩着就打了起来，滚得浑身是土。
对方家长找上门理论，贝贝父亲面子上过不

去，等对方家长走后拉过贝贝，暴跳如雷对着他大
声斥责了一顿。

谁知过了几天，家人发现贝贝不搭理人，叫也
叫不应。在当地医院检查，医生发现贝贝耳聋了！

贝贝的父母大惊，急忙带孩子来到郑州市三院
求治。耳鼻喉科医生分析了贝贝的情况，从他近期
并没有吃药，也未受重伤等分析，认为很可能是他
父亲高声“轰炸”轰聋的。

长时间戴耳机听音乐20岁小
伙忽然失聪

昨天下午，市中心医院耳鼻喉科病房，小安正
拿着一本小说津津有味地看着，小安的妈妈坐在床
边轻轻地叹了口气：“哎，医生说是突发性耳聋，不
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好起来。”小安今年刚满 20岁，
年前家人买了台电脑给他当做新年礼物。

小安很喜欢玩网络游戏，过年的时候几乎都坐
在电脑前努力练级，为了不打扰家人休息，小安都
是戴着耳机。 直到一周前，小安忽然发现自己一
只耳朵听不见了，“我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家
里人就立马带我来医院了”。在医院经过一系列的
检查后，也并没有查出具体是什么原因导致小安忽
然失聪。

他的主治医生赵春红推测，可能与长时间戴耳
机有关。“尽量不要长时间地佩戴耳机听音乐或者
接打电话，佩戴耳机时声音不宜开得太大。”

耳朵有问题让他天旋地转
和小安同住一间病房的宋先生闭着眼睛静静

地躺在床上，宋先生经过3天的治疗，目前病情已经
好转多了。

“三四天前，晚上五点多的时候我忽然觉得天
旋地转的，当时就晕得起不来了，只能趴着才舒服
一点。”等宋先生眩晕的情况好转了一些，家人立刻
带着他来到了医院。

“刚开始也没想到是耳朵有问题，还挂了个神经
科。”在神经科的医生诊断后，宋先生在医院输了两天
液，可是情况却并没有好转，后来医生建议他转到了
耳鼻喉科。

“很多人会忽然出现眩晕症状，但是大家都不
会想到是耳朵出现了问题，其实耳朵除了听力还有
调节身体平衡的能力。”赵春红医生说，“一般眩晕
的情况经过观察治疗，都能恢复健康。”

举例

控制噪声来源，是最根
本的办法

张智风说，必须采取适当措施保护听
力。控制噪声来源，使得噪声达到国家噪
声卫生标准，这是最积极最根本的办法。

政府和社会要关注工业生产、建筑施
工、交通运输中的噪声危害，加强噪声治理
与听力保护。

对于个体来说，平时要养成健康用耳
习惯，自觉减少噪声影响，保护听力健康。

每日在噪声环境持续工作时间中要有
短暂休息，可以减低噪声对听力的损害。

为了预防噪声性耳聋，长期生活在噪
声环境中的人应该特别注意保护自己的听
力，必要时戴用耳塞、耳罩等。

在噪声环境中工作人员应定期做听力
检查，以便早期发现。就业前应检查听力，
患有感音神经性耳聋和噪声敏感者应避免
在强噪声环境工作。对接触噪声者应定期
检查听力，及时发现早期的听力损伤并给
予妥善处理。

注意锻炼身体，提高身体素质也能够
预防噪声性耳聋。

久待噪声环境 听神经很“受伤”

“这种现象在日常生活中并不少见”，
郑州市第三人民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张智
风说，如果长时间接触机器轰鸣、马达运
转和人声喧哗等各种噪声，会导致内耳的
毛细胞损伤，引起听力急剧减退，从而引
发噪音性耳聋。

现实环境中有更多长期存在的隐蔽
伤害。现在很多学生长时间在户外杂音
中调大音量听MP3、在电玩中心嘈杂喧闹
环境长时间玩电游……这些都很容易造成
对耳部听力的伤害。以下就是生活中几种
你不太注意，却会损伤听力的因素。

方法

因素一：耳机
不少年轻人喜欢戴“随身听”，但往往不注意健康使用。
有些年轻人经常在睡前戴着耳机听音乐，并在不知不觉中睡着

了，甚至整宿都没有关机，殊不知这样会对耳朵形成潜在的威胁，会使
强大的或较轻但持续性的声音长期刺激人耳，导致耳蜗微循环障碍，
并造成耳蜗内负责感受声音的细胞和神经损伤，最终导致噪音性耳聋
和耳鸣。

正确、健康的做法是，戴耳机的时间不宜过长；选择质量佳、杂音
小、音量可自由灵活调控的耳机，一旦声响过大时可及时调整；音乐声
响最好控制在80分贝以下，以感觉舒适悦耳为宜。

因素二：泡夜店，看大片
跟朋友去酒吧欢聚畅饮，是很多年轻人的社交方式。
但是，长时间震耳欲聋的音乐声，会对听力造成损害。
而一项研究结果称，电影院的噪声强度达120分贝，而如果人们接

触强度为110分贝的噪声超过1分30秒或瞬间接触140分贝噪声，就会
立即发生听力损害。

因素三：在疾驶的车辆上开车窗
开车时开车窗，听力可能会受损。一项最新研究显示，汽车车窗

开得过大，开快车时的风噪声和开慢车时的交通噪声都会损害听力。
开快车时风噪声可能会超过100分贝，长时间会影响到听力。

因素四：各种低频电子噪声
电脑、空调、洗衣机等电子产品产生的不易觉察的低频噪声，也会

对人的听力造成损害。
但是由于这些噪声没有达到普通噪声的数值，所以难以控制。

爱爱耳日耳日
这里这里有义诊有义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