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年人“耳背”伤及身心
专家建议定期做听力检测必要时尽早配助听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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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发炎症破坏邻牙

阻生智齿应尽早拔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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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最后一周为“全国老年健康宣传周”，
今年主题为“维护老年听力健康 乐享幸福晚
年”。耳聋是老年人最常见的慢性病之一，世界
卫生组织预计，到 2025 年，60岁及以上人群
中，将有超过5亿人患有与年龄相关的严重听
力损失。市人民医院耳鼻喉科专家表示，听力
障碍对老年人的影响不只是“耳背”，还会对老
年人身心健康造成多重伤害。听力障碍直接
导致交流困难，影响老年人的日常生活，妨碍
他们与社会正常联络沟通，并可引发抑郁、认
知障碍等多种疾病，还被证实会增加交通事
故、跌倒的发生概率。
专家提醒老年人日常生活中要有爱耳、护

耳意识，保持健康用耳习惯，合理使用耳机，减
少在高噪声环境中的暴露时间。当老年人发
现有听力减退趋势，最好每年做一次听力检
测，了解听力状况，并根据需要采取适当治疗
措施，必要时尽早到专业机构配戴合格合适的
助听设备。

小声听不见大声受不了
说话爱打岔都是耳聋症状

近日，68岁的王大爷很着急地来到市人
民医院耳鼻喉科就诊，“医生，我的左耳突然
听不到声音了，还感觉到耳闷、耳鸣，还稍微
有点头晕，是怎么回事呀？还能恢复正常
吗？”经过详细检查，医生发现王大爷患了突
发性耳聋。
该院耳鼻喉科杜玉晓副主任医师说，老年

人听力损失通常表现为两种情况：
第一种是突发性耳聋。老年人突发耳聋常

见于以下三种情况：外耳道内耵聍堵塞：耵聍
就是“耳屎”，有些老年人耵聍较多，洗头或者
洗澡时耳朵不小心进水，耵聍就会膨胀堵塞外
耳道，引起耳聋。也有些老年人掏耳朵时会把
耵聍捅到外耳道深处堵塞外耳道也可引起耳
聋。急性中耳炎：有的老年人坐飞机、登高或

者感冒后可能出现耳闷耳聋，很可能是中耳炎
引发。血管病变：还有些老年人在劳累、生气、
熬夜后突然耳聋，多是供应耳朵的血管痉挛或
者堵塞引起了感音神经性耳聋。突发性耳聋
要尽快到医院就诊，找到原因，越早接受治疗
听力恢复的可能性越大。
第二种是随年龄增长，双耳的慢性进行性

耳聋，俗称老年聋。老年聋有三个特点需引起
老年人重视：一是老年性耳聋大多是双耳聋，耳
聋程度可不一致，但均呈现慢性、进行性、不可
逆的特点。二是“语言的分辨能力差”，就是“只
闻其声，不解其意”，很多老人就表现为“爱打
岔”。三是一部分人有“重振现象”，即存在“小
声听不见，大声受不了”的现象，许多老人都有
这种体会，低声说话时喜欢用手挡住耳廓倾听，
当别人大声漫谈时，又觉得太刺耳。生活中绝
大多数耳聋老人都是老年聋，由于听力损失缓
慢，往往不易察觉，也不能引起老人及其家人的
足够重视，但其危害却不容忽视。

噪音损伤听力不可逆
多种措施减缓听力损失

杜玉晓说，老年人听力下降一方面与人体

衰老相关，随着年龄的增长，耳内细胞老化甚
至失去功能，导致听力逐渐减退。另一方面
也与环境因素关系密切。噪音是导致听力
损失的重要因素。特别是年轻时期的噪声
接触史会在老年时期表现出明显的听力损
失。噪音对听力的影响是不可逆的。另外，
吸烟、酗酒等不良生活习惯以及高血压和糖
尿病等慢性疾病，都可能损害老年人听力。
他认为老年人可以从以下方面入手预防和
减缓听力损失：

使用防护设备 在噪声环境中使用耳塞或
降噪耳机等设备以降低音量，减少噪音对耳朵
的损害。

合理使用耳机 使用耳机遵循“666原则”
即连续使用耳机时间不超过60分钟，聆听环境
噪声不高于60分贝，音量不超过60%。

改掉掏耳朵习惯 每年可检查一次外耳
道，有耵聍可及时取出。外耳道内有少量的耵
聍是正常的，有保护外耳道的作用。耵聍过多
时可自行脱落，外耳道过于干净，发炎的概率
反而会增高，还会引起耳痛耳痒等不舒服的
症状，外耳道没有不舒服不需要掏耳朵。

避免用力擤鼻涕 感冒要及时治疗，以免
细菌病毒通过咽鼓管进入中耳引起中耳炎。

感冒期间要避免用力擤鼻涕或用力咳嗽，鼻塞严
重可服用辅助鼻腔通气的药物，适当用力擤鼻涕
即可。擤鼻涕的正确方法是按住一侧鼻孔或鼻
翼，用适当的力度擤另一侧，两侧交替擤。坐飞机
或者登高时，可以嚼口香糖或者做张口闭口的动
作，减少分泌性中耳炎的发生。

慎用耳毒药物 避免应用对听力有损伤的耳
毒性药物，如庆大霉素、链霉素、卡那霉素、新霉素
等，因为老年人解毒排毒功能差，应用这些药物容
易引起内耳中毒而损害听力。

健康生活方式 治疗高血压、高血脂、糖尿
病、中耳炎或外耳道炎等基础病，戒烟戒酒、均
衡饮食、适度锻炼，保持心情舒畅，不熬夜、别劳
累，不仅可减缓老年人听力下降的速度，也可避
免供应耳朵的血管堵塞，突发神经性耳聋，这种
耳聋需尽早治疗，时间越久听力恢复的可能性
越小。

三项检测了解听力状况
助听器需专业验配早配戴

“进入老年阶段开始出现听力减退，一般可以
一年左右进行一次听力检查。医生通常会对门诊
的老年病人进行三项检查来综合判断听力状况。”
杜玉晓说。一是纯音测听。通过测试了解老人在
不同频率下听最小声音的能力，并绘制成听力图
来反映患者听力损失的程度和性质。二是声导抗
测听，评估中耳的健康状况。三是言语测听。通
过播放词语或单词，评估老年人听觉功能以及日
常言语的分辨能力。
杜玉晓说，尽管目前的医疗水平还不能有效

治疗老年性耳聋，但现代助听器技术、成年人人工
耳蜗植入技术完全可以对耳聋患者丧失的听力作
出补偿。他建议耳聋老人尽早配戴助听器，早配
戴不仅可使老人早日重返有声世界，而且由于重
新听到声音，内耳不断受到声音的刺激，避免了听
觉细胞的废用性萎缩，可以延缓耳聋的衰退时
间。助听器的验配是专业性很强的工作，验配技
师必须具备耳科学专业知识，不能像买一件商品
那样简单试戴一下就买。建议老年人到大医院具
有专业资质的助听器验配中心进行验配，并在医
生指导下尽快适应助听器。如果助听器验配不
当，不仅会头疼头晕，长时间佩戴还会损害听力，
可能越戴越聋。 记者 赵津

74岁的张阿姨患脊柱侧弯、腰椎管狭窄
10年，经常腿疼、腿麻、抽筋，驼背也逐渐加
重。由于传统腰椎手术创伤大、风险高，她
一直保守治疗，但疗效难以维持。今年4月，
张阿姨在市环湖医院神经脊柱外科接受了
OLIF腰椎微创手术，手术切口仅有1厘米左
右，术后很快能下床活动，多年的疼痛也完
全消失。
什么是OLIF手术？为什么说它是一种

颠覆传统的脊柱微创技术？它可以用来治
疗哪些腰椎疾病？7月2日20:10，天津电视
台教育频道《百医百顺》邀请市环湖医院神
经脊柱外科专家团队，为大家讲解腰椎疾病
微创手术治疗方法。 通讯员 姜红

近期，古法酸梅汤火爆全网，迅速
攻占年轻人的社交平台，各地医院和
中药房也涌现大量年轻人来开方、抓
药。中医专家表示，酸梅汤是我国历

史悠久的传统消暑饮料，夏季喝酸梅汤有解暑、养阴生津的
功效。传统酸梅汤主要是用山楂和乌梅熬制，配少许陈皮和
糖制成。市中研院附院治未病科日前依据不同中医体质类
型，对传统配方加减化裁，为不同体质人群“量身定制”了酸梅
汤配方。
据了解，此次推出的五款酸梅汤是在乌梅、山楂、陈皮各10

克、甘草3克以及冰糖适量的传统配方上，针对不同体质加入了适
宜的药材。比如湿热质人群适用的清利湿热酸梅汤另添加了淡
竹叶10克、茯苓12克；血瘀质人群适用的活血化瘀酸梅汤另添
加了玫瑰花6克；气郁质人群适用的疏肝解郁酸梅汤另添加了玫
瑰花6克，薄荷3克；特禀质人群适用的健脾消积酸梅汤另添加了
山药10克，该配制酸梅汤也适合过敏人群饮用；平和质人群适用
的养阴生津酸梅汤可将乌梅增至20克。

通讯员 陆静 雷春香

智齿术语称“第三磨牙”，即口腔内第3
颗磨牙，从正中的前门牙往里数是第8颗牙
齿，它常常在20岁左右萌出，也有30岁至50
岁萌出的，有的人也可能终生不萌出。通常
智齿会有上下左右四颗，但很多人会发现自
己没有四颗，甚至一颗也没有，这可能是因
为它埋在了牙龈甚至骨头里，外面看不到。
当然也有少数人天生没有智齿。
智齿常常不能像其他牙齿一样顺利长

出，这是人类进化的结果。古代人类是依靠
生食粗糙的野生植物及动物生存，他们拥
有32颗牙齿和硕大的颌骨。随着人类社会
的进步，食物更加精细，牙的功能逐渐减退
变得圆钝，支持牙的颌骨也明显退缩变小，
排列32颗牙齿就会拥挤。20岁左右智齿开
始长的时候，颌骨常常就没有它的位置了，
因此造成了智齿萌出困难，也就是口腔科医
生常说的“阻生”。
医生往往会建议尽早拔除阻生智齿。

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易发生“智齿冠周
炎”，即智齿周围的牙龈等软组织易产生炎
症，发作时常表现为肿胀、疼痛，严重时会
出现面部肿胀，局部形成脓肿，张口受限，
饮食困难，全身发热，严重的甚至并发颌骨
骨髓炎。如果不及时拔除智齿，这种情况
会反复发作。二是危害邻牙。由于阻生智
齿容易与邻牙之间嵌塞食物滋生细菌，且
智齿位置靠后不容易清洁到位，使邻牙形
成虫牙，发现时一般已出现牙疼症状，大多
已需要做根管治疗，有的甚至到了无法保留
牙齿的地步。
作者系市口腔医院口腔外科门诊白希婧

市妇女儿童保健中心中医近视防控门
诊日前开诊。该门诊将通过耳穴压丸治
疗、湿敷推拿按摩治疗、揿针治疗和针刺
治疗等中医疗法进行儿童近视防控。家
长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搜索“天津妇儿掌
上通”预约挂号，点击“儿童预约”进入中医
近视防控门诊进行预约。

通讯员 杨赜骁

无“微”不至
腰椎危机早解除

市妇女儿童保健中心

开设中医近视防控门诊

“犯病的
时候，我感觉
心脏好像猛

地‘咯噔’一下，有时候还会连着好几
次，就好像心脏在里面乱跳了一阵。
它乱跳一次，我就心慌好半天，那是
一种说不出来的难受。”最近，曾
接受过三次射频消融术治疗的张
先生终于在泰达国际心血管病医
院（简称泰心医院）摆脱了困扰他
多年的室性早搏。
66岁的张先生从3年前开始，总有

心慌、心悸的感觉。在当地医院检查
后，被诊断为室性早搏，频率高达24小
时 3 万多次。张先生对早搏特别敏
感，日常生活受到严重影响。药物治

疗的效果并不明显，射频消融手术成
为张先生的唯一希望。在当地不同
医院，他先后三次接受射频消融术，
但术后很快就复发了。
张先生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来到泰

心医院。该院内七科主任史东详细
询问病情，仔细查阅检查报告后，初
步判断张先生室性早搏起源点位置
非常隐蔽，靠近心室壁内部，普通射
频消融的能量无法将其彻底消除，
这也是此前三次手术治疗没能成功
的原因。史东带领团队详细会诊、
全面讨论了张先生的病情，为他制
定了周密的手术计划。术中，在三维
系统引导下，史东精准定位室性早搏
起源点，在该点附近的心内膜、心外

膜进行了立体全方位巩固消融，达到了
根除病灶的目的。目前张先生康复出
院已三周，复查结果显示室性早搏频率
已从术前的 24 小时 3 万次降低到仅 0
次。心慌、心悸也完全消失。心脏不再
“乱跳”，让张先生的生活质量得到了显
著提升。
据史东介绍，通常人的心跳就像音乐

的节拍一样匀速、规律，每次心跳的时间
间隔大致相同。当心跳的规律发生改
变，有些心跳像抢拍子一样提前出现，
在医学上就叫过早搏动，简称早搏。一
些特定位置的心肌细胞发生了过早搏
动，就是室性早搏。室性早搏的患者如
果没有明显症状，心脏结构也没有明显
改变，大可不必过度焦虑，可以观察或
者服用药物治疗。但对于 24 小时室性
早搏多于1万次、不适症状明显，且至少
一种抗心律失常药物治疗无效的患者
则需要积极处理，以免发展成心律失常
性心肌病，导致心脏扩大、心力衰竭等严
重后果。

通讯员 王鹏

心脏“乱跳”三次消融难“心安”
从3万次到0次泰心医院成功治疗顽固室早

酸梅汤也需“量身定制”
五款配方适宜不同体质

饮食营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