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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老人听力突然衰退事出有因

别拿老人“耳背”不当病
从听不清到听不懂，耳背老人与他人的交流变得越来越少，特别容易引发心理问题。
有些耳背问题并非是年岁大了，其实还有恢复的可能。出现耳背症状后，切勿“自行下判断”，应

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每到周末，吴辰都会去看望
91岁高龄的姥姥。老人和保姆
一起住，生活起居不愁，但平日
里很少外出，也没什么社交活
动，难免有些孤单。每次外孙来
家里，老人都十分高兴，总要拉
着吴辰问这问那。

吴辰当然理解老人想要找
人聊天的心情，他也愿意向老人
讲述最近的生活。但每次和姥
姥的交流，总会让吴辰有些费
劲。他发现老人下降最多的身
体机能是听力，无论吴辰说的是
什么，姥姥总是各种打岔。为了
让老人能明白自己在讲什么，吴
辰甚至用上了“手语”，但效果依
然有限。

“最近和小雨（吴辰妻子）没
吵架吧？”“没有，姥姥，我们好着
呢！”“吵架了吗？你得让着点
她！”最让吴辰无奈的，就是姥姥
经常会自问自答，而且她的答案
总是偏向消极。

老人听力下降的问题，其实
几年前就已存在。当时家里人
一起陪着老人去医院配了助听
器，开始戴上后，老人听力有所
好转，但一段时间之后助听器也
不太起作用了。这时再想让老
人去医院，她总嫌麻烦拒绝。

听力衰退之后，老人能进行
的活动也少了很多。以前逢年
过节，姥姥还能接听亲朋好友打

来的拜贺电话，用家乡话和老家
的同辈人聊上几句。可就在近
两年，她连接听电话都做不
到了。

“老人现在这种生活状态，
我实在是很心疼，但也没什么办
法。”能做的，就是练就“左耳进
右耳出”的本领。到家和姥姥照
样聊天，但无论老人说什么都尽
量不往自己心里去。

为什么助听器会对老人不
起作用？北京老年医院耳鼻喉
科主任李长青认为，这可能和当
时验配不当有关。“我们给患者
配助听器时，要通过听力图一个
频点一个频点地调，把设备调试
到跟患者的耳朵完全适配，效果
才好。”这个过程中，需要老人与
医师充分沟通，因为对声音的主
观感受只有老人自己清楚。但
有的老人可能嫌麻烦，糊弄了
事。最后即使配了助听器，效果
也不太好。

“除了配助听器以外，还有
一种改善听力的办法是做人工
耳蜗。”相比于前者，人工耳蜗的
植入过程更加麻烦，需要进行手
术，老人接受起来更加困难。“我
们接诊过一些老人，他们的耳朵
已经没有残余听力了，必须配人
工耳蜗才能改善。但即便如此，
选择配人工耳蜗的老人还是非
常少。”

每次看姥姥 都有些心疼

听力出现问题的患者，以老
人居多。对于“耳背老人更易患
阿尔茨海默病”这种说法，谁也
没有做过详细统计，但从经验来
看，老人在耳背之后确实容易引
发一些其他问题。

“有的家属会说，觉得老人
呆呆傻傻的，而且越是文化程度
高的老人越容易这样。”老人的
听力衰退会经历两个过程，刚开
始只是听不清，时间长了会变成
听不懂，这时再想和人交流就很
困难了。老人还会担心家人看
出他听不懂，有的人就害怕跟别
人交流，渐渐变得自我封闭。还
有的老人会自说自话，营造出一
种我还能交流的假象，吴辰的姥
姥就属于后一种状态。长期处
于自我封闭的状态下，是容易产
生心理问题的。

除了心理问题，听力下降甚
至还可能带来安全隐患。有的
老人是一只耳朵好，另一只耳朵
听不见，听力的不平衡会造成方
向感缺失，定位能力减弱。“老人
过马路时有辆车经过，司机按喇
叭，老人都不知道车是从左边还
是右边过来，很危险。”

从医学角度说，随着年龄增
长而出现的老年性耳聋是一个

不可逆的过程。但普通人可以
通过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来延
长听力良好的平台期。例如经
常锻炼，保持机体的活力也会延
长器官的活力。另外像高油脂
类食物、烟酒，对于听力的损伤
很大，能避免要尽量避免。

此外，医生提醒，有些氨基
糖苷类药物可能会带来耳聋的
不良反应，但到底会不会出问
题，跟每个人的基因有关，有能
力的话，建议大家去做一下基因
筛查，如果确实对某些药物有反
应，就尽量用其他药替代。

有些老人，平时还有掏耳朵
的习惯。有的是去外边的小店，
有的是自己掏。但掏耳朵会引
起很多问题，如果工具消毒不干
净，就容易出现真菌交叉感染。

“有的老人来就诊时说耳朵痒，
还听不清。用耳内镜一看，耳朵
都长毛了，跟发霉一样。”除此之
外，李长青还接诊过一个听力出
问题的老人，从老人耳朵里取出
一块黑色的异物，大家研究半天
也没看出是什么，最后还是老人
回忆起来，是她前几个月拿棉签
掏耳朵，棉球掉进耳朵了，然后
就一直堵在耳朵里。

耳背出现后 易得并发症

耳背尽早治 别讳疾忌医

老年性耳聋的出现
是无法避免的过程，只
是根据个人情况不同，
出现得或早或晚。但李
长青接诊过的“耳背老
人”中，有不少其实根本
不是老年性耳聋，但老
人却自认是“身体机能
下降的正常现象”，因而
长期不去医院。

除了棉球掉进耳
朵，李长青还接诊过一
个70多岁的大爷，前一
天晚上还好好的，第二
天睡醒觉，一只耳朵就
不行了。检查之后发现
问题也很简单，就是洗
澡时耳朵进了些水，耳
垢泡“胀”，把耳朵堵住
了。医生倒了些专门的
药水，并用吸引器把耳
垢吸出来，问题就解
决了。

这种“耵聍栓塞”造
成的耳聋，就算看病看
得迟了些也问题不大。
但有些耳聋问题，一旦
延误时机就可能无法
挽救。

有一种突发性耳聋
是耳部毛细血管栓塞导
致的，如果患者出现问
题后很快就来医院就
诊，恢复率能达到七八
成。如果在一个星期内
来就诊，也存在恢复的
可能性。但如果时间拖
得再久，可能就错过恢
复的窗口期了。因为耳
朵的毛细血管很细，如
果出现栓塞，很难通过
手术方式通开，只能用

药物溶开。时间一旦过
长，血栓形成后，药物也
无能为力了。

引发耳部血管栓塞
的原因有很多，比如老
人本来就有高血压病
史，又因为某些事突然
一激动，就可能出现突
发性耳聋。无论是什么
原因，都建议老人，一定
不要自己下判断，更不
要觉得是年龄带来的自
然现象，要尽早来专业
医院的耳鼻喉科就诊，
有些耳聋早期是可以治
疗的。

除了老人自己把病
情说出来，家人也应该
多关注老人是否出现了
听力下降问题。比如说
话时，是否会要求其他
人“重复一遍”；聊天时
是否出现打岔现象，前
言不搭后语；看电视时，
声音是否比以前调得更
大了；说话时是否会盯
着说话人的口型等。一
旦出现了蛛丝马迹，就
应该尽快陪老人去医院
做检查。

与耳背老人沟通
时，家人除了保持耐心
外也应注意技巧。第一
是语速放慢；第二是尽
量用短句子，不要一下
子说一大串；第三是尽
量保持在安静环境，面
对面与老人交谈，不要
隔着好远跟老人说话。
让老人能看到说话人的
口型，有助于判断说话
的意思。

■ 相关链接

老年性耳聋如何自检？

老年性听力损失是
逐渐发生的，容易被忽
视。如何及时有效地发
现自身的听力损失呢？
可以通过以下情况来
自检：

在正常音量下看电
视会听漏一些词语；

鸟叫声听不见了；
面对面交流时经常

打岔或要求对方重复；
在人多嘈杂的餐厅

时很难加入对话；

不分场所，说话的
音量会不自觉地加大；

打电话不顺畅，经
常要求对方提高音量；

耳鸣、失眠、眩晕。
如果老年人出现以

上情况，就可能存在听
力损失，应该及时到医
院 进 行 专 业 检 测 和
治疗。

据《北京晚报》、新
华社客户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