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产房里婴儿发出的第一声啼哭、
课堂中传出的琅琅读书声、舞台上歌
唱家悦耳动听的歌声……耳朵，是我
们聆听世界的窗口，它让我们听到了
美妙的旋律，体会到了生命的美好。
耳朵如此的重要，但是你真的了解自
己的耳朵吗？你知道该如何保护听
力吗？

3月3日，是全国“爱耳日”，为让
更多群众了解耳部健康知识，提高保
护听力意识，及时发现耳部疾患，本
报特邀请长治市妇幼保健院耳鼻喉
科主治医师汤玉斌为读者讲解爱耳
护耳的相关知识。

这些爱耳护耳小常识请“听”好
本报记者 徐姗 图/本报记者 司敏

记者：汤医生您好，我们都知道
每年的3月3日是“全国爱耳日”，旨
在树立全民爱耳护耳意识，那么“全
国爱耳日”的由来是什么呢？其中有
什么特殊的意义吗？

汤玉斌：2000年3月3日，我国
第一个“爱耳日”宣传教育活动在全

国各地有序开展。使人们对耳部疾
病有了一定的了解。2007年，中国
聋儿康复研究中心（CRRCDC）、中
国残疾人联合会（CDPF）与世界卫
生组织（WHO）在北京联合举办了
第一届听力障碍预防与康复大会。
会议发表《北京宣言》，发出建立国际
爱耳日的倡议。直至2013年3月，
世界卫生组织将“中国爱耳日”确定
为“国际爱耳日”。中国残联负责人
表示，国际爱耳日的设立是中国对全
球听力残疾预防与康复事业作出的
重要贡献。

每年的 3 月 3 日为“全国爱耳
日”，还有一层特别的深意，是因为
数字 3 与耳朵的形状相似，因此

“3.3”表示两只耳朵。而每年“全国
爱耳日”都会设定一个主题，并围
绕其开展大范围、多部门共同参与
的宣传活动，旨在提高大家对听力
保护的重视及预防听力损失发生

的意识。
2000年首个“全国爱

耳日”主题为“预防耳毒
性药物致聋”。该主

题重在规范耳毒性药物的使用标
准，减少和避免听力语言残疾的发
生。2024年“全国爱耳日”的主题
是“科技助听，共享美好生活”，主要
思想就是用科学正确的方法去预
防、去干预、去改善。

记者：“爱耳日”宣传教育活动历
经 20 余年，极大地提高了人民群众
的爱耳、护耳意识，有效地减少了听
力残疾的发生。那么我国现在全民
听力状况如何呢？

汤玉斌：据全国第二次抽样调
查统计，到2021年我国听力残疾人
数有 2054 万人，占残疾人的 1/4。
目前，老年人和年轻人是听力障碍
的高发人群。老年人受到时间和生
活环境的影响，听力逐渐退化；而年
轻人受到噪声污染和使用耳机等因
素的影响，导致听力下降。

由于经济条件和技术的限制，
采取必要的康复治疗外，积极开展
预防，对防止耳聋的发生，控制耳
聋数量有积极意义。自2000年确
立“全国爱耳日”以来，通过宣传
册、讲座、视频等多种形式，逐渐加
强宣传教育，提高了人们对听力保
健的认识和重视程度，帮助人们了
解听力损失的危害及预防方法，成
效显著。有专家指出，爱耳活动的
实施，每年药物性耳聋至少减少1~
2万人。

记者：听力保健是关乎人们生
活质量和健康的重要方面，请您为
我们科普一下影响听力的因素都有
哪些呢？

汤玉斌：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听觉系统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而
影响听力的因素主要有以下5个方
面：1.耳道的因素，比如患者的耳道
堵塞，耳道内的异物堵塞，或耳道的
内生物，如肉芽肿，胆脂瘤等，导致
听力下降；2.鼓膜因素，由于外伤导
致鼓膜穿孔，导致听力下降；3.中耳
疾病因素，比如患有中耳炎，胆脂瘤
性中耳炎，中耳的肉芽生长等都会
让我们听力明显下降；4.内耳疾病，
比如迷路炎，突发性耳聋，梅尼埃病
等；5.肿瘤因素，如听神经瘤也会导
致听力下降。

总而言之，出现听力下降因素
很多，我们要因人而异，个体化分
析。当患者出现听力下降的情况
时，需要立即到医院进行检查，然后
根据不同的原因采取不同的方式进
行治疗。

记者：汤医生，我们如何在日常
生活中保护听力呢？

汤玉斌：首先尽量避免待在有
危险的听觉环境中（如果说话时要
提高音量才能听到自己的声音，说
明所处的环境是听觉危险区）；当
处在强声环境中时，请戴上护耳器
或耳罩；其次对于在噪音环境中工
作的人群要注意职业防护和定期
复查检测个体的听力；儿童保护耳
朵就要避免意外伤害，一定不能把
小物品塞到耳朵里面；然后平时要
避免使用耳毒性的药物；不要将随
身听或车内播放器的音量开得很
大；提高对强噪声的警惕性。

长治市妇幼保健院

长治市妇幼保健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是长治市重点培育学科，医护人员
10余人，其中副主任医师1人，主治医师1人，住院医师1人，主任护师1人，副
主任护师1人，主管护师3人。拥有Storz气管镜、ABR及OAE新设备、奥林
巴斯电子纤维内镜、面神经监护仪、多导睡眠呼吸监测仪等大量先进设备。
开展支气管镜下气管支气管异物取出术、低温等离子下扁桃体及腺样体切除
术、高清鼻内镜显像系统下鼻腔、鼻窦肿瘤切除术等手术。对小儿中耳炎、
鼻炎、鼻窦炎、咽炎、扁桃体炎的药物保守治疗中采用中西医结合，取
得了较好的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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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行为会损伤听力？如何有效保护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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