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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耳聋分几类

老年人的耳聋可以分为两大类：一
类是老年性耳聋，是指因老年人听觉系
统老化而引起的耳聋，一般属于感音神
经性耳聋，且双耳耳聋的程度基本对称。
这类耳聋随着年龄的增长慢慢出现，就
像皮肤逐渐出现皱纹、头发慢慢变白，是
人体老化过程中的一个表现。另一类是
其他疾病引起的耳聋，比如先天性、中耳
炎、突发性耳聋、听神经瘤等。这类耳聋
可以是传导性耳聋，也可以是感音神经
性耳聋或者混合性耳聋。患病一侧耳的
听力，大多比对侧相对正常耳的听力差。
这种情况下，因为同时伴有老年性耳聋，
这些老年人的听力会比同龄人更差。如

果同时有其他导致耳聋的疾病，需要先
治疗相关疾病，再考虑听力重建的问题。
通常情况下，我们说的老年人耳聋是指
老年性耳聋。

老年性耳聋的典型症状是不明原因
的双耳对称性、缓慢进行性听力减退。
为逐渐加重的感音神经性耳聋，常以高
频损害为主，逐渐累及中低频，多伴高
调性耳鸣及言语识别率与纯音听力不成
比例的下降。老年性耳聋患者的主要问
题是言语交往障碍及其由此引发的生活
不便和社会、心理等问题，常表现为：
早期跟不熟悉的人交谈时感到困难，后
期跟所有的人交谈均有障碍；在安静环
境中与人交谈尚可，但在嘈杂环境中，
特别是在集体活动中言语交流有障碍；
听不见或辨不清电话铃和门铃的声音；
看电视或听广播时，声音小了听不见，
声音大了又嫌吵。在临床和日常生活
中，我们常可以听到这类老年人抱怨

“我不喜欢家庭聚会，没人和我说话”
“我能听到声音，但声音听起来很混
乱”“当有两人以上交谈时，我根本无
法理解他们的意思”等。

由此看来，老年性耳聋对老年人的
生活质量、认知功能、情绪、行为及社交
活动都有不利影响，长此以往，会造成老
年人心理上的障碍，诸如心情郁闷、沉默
寡言、离群独处、多疑猜忌、烦躁易怒等。

如何应对老年性耳聋

当确诊为老年性耳聋时，应注意做
到以下几点：

1.保持良好生活习惯，规律作息，加

强锻炼，戒烟戒酒；
2.合理饮食，减少脂类摄入；
3. 积极控制基础病，糖尿病、高血

压、高血脂等患者，如有中耳炎等耳科疾
病，应积极治疗；

4.避免耳毒性药物，如庆大霉素、链
霉素、卡那霉素等；

5.避免长时间接触噪音环境；
6. 根据医生的医嘱，佩戴助听器或

其他人工听觉植入装置。

耳聋要不要佩戴助听器

耳聋到底要不要佩戴助听器，是很
多老年人纠结的问题。民间有很多说法，
比如戴上助听器就是残疾人了；戴上助
听器，就摘不掉了；越戴助听器越聋；别
人大点声我就能听到，等听不到了再戴
吧……事实上，就像近视眼和老花眼要
戴眼镜、牙齿缺了要戴假牙一样，耳朵聋
了戴助听器是很自然的事情，助听器不
是残疾人的标志，而是提高生活质量的
工具。佩戴助听器后，助听器会成为生活
用品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摘不掉”意
味着助听器起到了应有的作用。

随着科技的进步，助听器已经从盒
式的模拟助听器发展到智能助听器，现
在的助听器可以减少杂音的干扰，完全
可以满足轻、中度耳聋老人的需要，为听
力受损者提供了更多选择和可能。助听
器不仅有助于提升听力，还能帮助用户
更好地融入社会。当然，如果听力损失已
经达到助听器难以补偿的程度，可以考
虑进行人工耳蜗植入手术来提高听力。

验配助听器前，建议到医院耳鼻喉

科进行相关的检查和治疗，包括检查外
耳道，如有耵聍、异物等，需及时清理；检
查中耳确认有无中耳炎等疾病；检查听
力（一般包括纯音测听、声导抗测听，必
要时查听觉脑干诱发电位、言语测听、头
颅核磁等）。根据本人的听力损失程度，
选择适合的助听器，千万不可自行选购、
随意佩戴，以免损害残存的听力。

配好助听器后，也不是一劳永逸了。
随着使用过程中的磨损，可能出现偏差，
需要定期复查听力、定期校验。如果发现
助听效果变差，可先检查助听器表面有
无分泌物堵塞，再到医院检查耳朵是否
出现问题，如果排除以上问题，就需要到
助听器验配机构检查助听器了。

对于重度以上的耳聋患者，即使选
配了最高档的助听器，也收效甚微。很多
老人常常抱怨他们的助听器不好用，“想
听和不想听的声音都放大了，在家中安
静环境中效果还可以，到了外面，交通噪
声震得头痛、无法忍受”，还经常遇到“我
能听到他说话，但听不清他说什么”等问
题，更有一些患者因不能忍受传统助听
器的不适甚至放弃佩戴。对于双耳重度
以上的耳聋患者和部分不能耐受助听器
的老年人，可以选择人工耳蜗植入并能
很好地从中获益。

总之，在人生道路上，耳聋是大多数
人必将遇到的插曲。出现耳聋不可怕，只
要科学应对、及时干预，不会影响我们的
生活质量。希望通过科技与专业的力量，
让每一个听力受损者都能重新听到世界
的美好，享受到与他人交流的乐趣。同
时，我们也希望更多的人能关注听力健
康，预防听力损失，共享美好生活。

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他们渐渐
有了自己的意识，父母与他们在沟通
上，总会或多或少出现一些问题。在
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采用4个方法来
维护和改善亲子关系。

1.尊重和倾听

日常交流时，做父母的不管是跟
哪个年龄段的孩子沟通，说话的语气
是很重要的。做父母的应尽量用平和
的口气与孩子交流，切忌吼叫，尤其是
青春期的孩子，这个阶段他们开始寻
求独立，父母应该尊重他们的想法和
选择，至少不去过多干涉，多倾听他们
的声音，这有助于减少冲突和增进理
解。

2.提供适当的自由

给予孩子一定的自由空间，让他
们探索和学习，同时设定合理的规则
和界限。

3.有效沟通

与孩子进行开放和诚实的对话，
讨论他们的想法和感受，同时也分享

父母的观点和感受，让彼此的关系更
加亲近。

4.共同活动

利用假期与孩子一起参与活动，
如旅行或户外游玩，这有助于增进彼
此的亲近感，以下是一些推荐的家庭
活动。

（1）爬山
选择附近的小山丘或山脉，一家

人一起爬山，呼吸新鲜空气，增进了
解。爬山过程中，可以聊天、欣赏风景，
让全家人一起出汗，享受运动的乐趣。

（2）探索本地景点
外地出游成本太高，可以去我们

运城本地的公园、博物馆、历史遗址

或自然景点，还有各地的庙会，首推
运城博物馆，进一步了解我们本地的
文化和历史。

（3）户外野餐
准备一顿美味的野餐，带上毯子，

一家人在户外享受大自然的美好。野
餐地点可以是公园、河边或山坡。

（4）亲子手工艺
一起制作手工艺品，如折纸、绘

画、剪纸等。
（5）看电影或演出
选择适合全家人的影片或演出，

共同享受文艺娱乐，还可以跟孩子交
流观影感受。

（6）烹饪美食
一起准备晚餐或甜点，让孩子参

与烹饪过程。

运城晚报讯 2 月 26 日，从运城市
第二医院了解到，即日起，该院长期聘请
胸外科专家吴山在该院坐诊、手术。

吴山，教授、博士、主任医师，毕业于
重庆医科大学，从事胸外科临床、教学、
科研工作35年，曾就职于中国医科大学
附属一院、成都大学附属医院、四川404
医院胸外科。

吴山教授临床擅长肺癌、食管癌、纵
隔手术，肺咯血、肺结核急诊手术，结核
性胸膜炎（脓胸）手术，肺结核特别是耐
多药肺结核导致严重毁损肺的肺叶切除
手术，各种顽固性胸腔积液和复发性气
胸手术，各类型肺结节手术，肺气肿的减
容手术，微创外科胸腔镜手术治疗各种
胸外科疾病。 （赵珺）

3月3日全国爱耳日

科技助听 共享美好生活
■盐湖区人民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副主任医师 赵俊杰

四 个 方 法 改 善 亲 子 关 系
■作者：稷山县精神病医院中级心理治疗师 任晓杰 ■学术审核：稷山县精神病医院副主任医师 李国伟

2024年3月3日是第二十五
个全国爱耳日，今年的主题为

“科技助听 共享美好生活”。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

与人民健康保健水平的提高，我
国已逐渐步入老龄化社会，老年
人口数量的增加必然带来老年
疾患数量的增加，因此，关注老
年人健康已成为焦点。

人体随年龄的增长会出现
衰老现象，因此许多老年人都认
为自己的听力下降是正常的衰
老现象，对听力下降采取听之任
之的态度。

胸外科专家吴山
在市第二医院坐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