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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听产品千差万别

助听器是把原本听不到的声音加以扩大，再利用听障
者的残余听力，使声音能送到大脑听觉中枢，从而感觉到声
音，为听障者带来便利。

记者走访了解到，海勃湾区的助听器验配门店主要集
中于黄河东街市人民医院对面，常见的助听器有耳内式助
听器、深耳道式助听器、耳背式助听器三类。根据其品牌、
功能、材质的不同，单只助听器的价格从几百元起步，到三
万余元不等。记者在一助听器门店看到，价位表上有普通、
经济、中端、中高端、高端和顶配等多个类别，其中普通型从
几百元到三四千元不等，经济型则在4000元到万余元之
间，一些顶配机型则达到两三万元。一家门店更是打出了

“30天免费试戴，免费上门验配、免费送干燥盒、终身售后
服务”等广告标语。

在网上搜索助听器可以看到，各类产品琳琅满目，价格
也是千差万别。某品牌的一款2999元的助听器，宣称可减
少啸叫、减轻堵耳感，且拥有更好的音质；在听力发生变化
时无须整机更换，仅更换受话器即可。对比几百元的产品，
更让人心动。

走访中，不少人认为助听器就是一个小型扩音器，网上
买个几百块的也够用了，其实不然。

市民曹先生告诉记者，他的父亲一直有耳背的毛病，与
之交谈要提高音量，有时还得贴着耳朵喊。每每说起配助
听器，老爷子总觉得孩子们为了省事儿，懒得和自己高声对
话，便一直拖着。春节前，老人学会了网购，花600多元网
购了一款无线隐形人工耳蜗机。“刚开始我们以为那是一款
耳机，后来才发现是个助听器。那段时间，父亲耳聪目明，
大家说啥他都能及时接上，人也开朗了不少。”曹先生说，元
宵节当天外出看社火，嘈杂的声音让老人严重不适，摘掉助
听器后，听力仿佛不如从前。当即，他带着老人到医院检
查，耳朵虽未发现什么问题，但对于助听器，医生给出了更
专业的意见。

助听器选择需慎重

“及时验配合适的助听器可以提高听障者的生活质量、
减少交流困难、延缓听力下降速度、避免言语识别能力的进
一步退化，患有听力障碍的老年人和听障儿童应尽早干
预。”车莉说。

当听力下降影响日常生活，如听不清对话、需要提高音
量看电视等，建议进行听力测试并咨询专业医生，你得先清
楚现在听力损失了多少分贝，才能判断是否需要佩戴助听
器。助听器验配后相当于人的耳朵一样，所以不能随便买
一个回来，如果与听力不匹配的话，会造成二次伤害。

在助听器选购前，应由专业医生进行听力检查，有任何
可治疗病症应先治愈，如医生建议使用助听器，再做进一步
的助听器评估。购买时要到医院耳鼻喉科和专业的听力机
构验配助听器，不要选择网店、药店、不规范的助听器门店
购买。

“助听器价格差异主要体现在芯片技术、降噪功能、音
质等方面。价格越高，功能越强大，音质越好，但并非越贵
越好，应根据自身听力损失程度和需求选择合适的助听
器。”车莉认为，“佩戴助听器一般有3—6个月的适应期，如
佩戴过程中确实感到不适，应及时到验配中心进行调试。
佩戴后需定期复诊、调试，方可达到最佳的听力补偿状态。
老年人应选择操作简单、佩戴方便的助听器，如耳背式助听
器，由于老年人耳道皮肤薄，不建议佩戴耳道式和深耳道式
助听器；儿童最好选择耳背式助听器。对于单侧听力损失
的人，可以选配单侧助听器，而双耳均存在听力障碍的最好
都佩戴助听器，这样有助于提高语句识别率。”

选购时，应到正规机构进行听力测试和验配，并根据听
力损失程度和需求选择合适的助听器类型和功率。试戴助
听器要感受佩戴舒适、音质效果佳的产品。在助听器行业，
有“三分靠产品，七分靠调配”的说法，需要专业的验配师综
合考虑每个人的具体情况，挑选产品并精准调试。

最后，要了解清楚保修、维修等售后问题，以免发生不
必要的纠纷。

助听器保养勿忽视

科学使用及保养助听器，是保证其助听效果，延长使用
寿命的重要措施。

某助听器验配门店工作人员介绍，日常使用柔软的干
布擦拭助听器表面，清除灰尘和污垢即可。长时间佩戴后，
耳塞上可能会黏附耵聍，需使用小毛刷清洁，必要时可使用
酒精消毒，等酒精完全挥发后，再装回助听器上。

助听器是电子产品，对湿度非常敏感，要做好防潮、防
震、防高温工作。在使用时，避免将助听器暴露在高温、高
湿环境中，不要戴着助听器洗澡或游泳。不用时，应将助听
器放入干燥盒中进行干燥，以延长其使用寿命。佩戴或摘
取助听器时，尽量坐在柔软的地方，以减少掉落后的碰撞，
导致内部电子元器受损。同时，避免将助听器放置在容易
受到震动的地方。

定期进行检查，包括观察助听器外观、聆听声音质量、
检查电量和性能等，如发现啸叫、声音变化等问题，应及时
送回验配中心进行专业维修。

同时，要注意避免将助听器放置在带磁环境中，如医院
的理疗室、CT室及核磁诊断室等，以防受到磁场干扰，影响
正常使用。长时间不使用时，应将助听器与电池分开放置，
以防电池漏液腐蚀助听器内部元件。

五花八门的助听器
该如何选择

本报记者 赵荣

听力下降不仅影响人与人之间交流，还会使
自身生活质量下降。当听力损失一旦确诊，早期干
预是恢复的关键。市人民医院耳鼻喉科副主任、主
任医师车莉介绍，验配助听器或植入人工耳蜗两种
方法均可有效改善听障患者的听力。其中，人工耳
蜗植入手术适合耳聋程度达到极重度的患者，而轻
度、中度、重度耳聋人群通过助听器的辅助便能听
到、听清声音。然而，患者用了不合适的产品，很可
能会让本来就脆弱的听力雪上加霜。

助听器应怎样选择？佩戴过程中又有哪些注
意事项呢？

这些习惯最伤耳朵

“日常生活中，频繁地掏耳朵、长时间高音量使用
耳机、频繁或者长时间接打电话、熬夜、不健康的饮食
习惯、不注重耳朵卫生等都会损伤听力，轻则出现耳
痛、耳鸣等现象，重则引起耳聋。”市人民医院耳鼻喉科
副主任、主任医师车莉表示，有的行为对不少人来说习
以为常，甚至是理所当然，殊不知，这些行为正在一点
点侵害耳朵的健康。

记者在走访中看到，不少人在等公交车、骑车、步
行时选择佩戴耳机听音乐、玩手机。市民李先生告诉
记者，他每天上下班的通勤时间大约要20分钟，戴上
耳机隔绝噪音，刷抖音、听音乐，既不影响他人，还给了
自己放松的时间。“我戴耳机有好些年，挂耳式、耳塞
式、头戴式的耳机都尝试过，各有各的特点，挂耳式属
于老款，现在市面上很少有售；耳塞式外形小巧、方便
携带，佩戴时深入耳道，在嘈杂的环境中需要加大音量
才能听清；头戴式虽然体积大、不易携带，但我认为却
是佩戴时最为舒适的一种。”李先生坦言，平时就戴着
蓝牙耳机打电话、听歌、刷抖音、追剧，手机的听筒和外
放功能如同摆设。在遇到耳朵不舒服的时候，他会暂
停使用耳机，或者更换对耳朵压力较小的头戴式耳机。

“频繁或长时间接打电话也会损伤听力甚至引起
神经性耳聋。接打电话要长话短说，时间最好控制在3
分钟左右，如果条件允许，可使用免提。”车莉介绍，长
时间高音量使用耳机、频繁或者长时间接打电话极易
出现听觉疲劳，并会对耳蜗中的毛细胞造成不可逆的
损伤，导致听力损失。

在生活中，频繁掏耳朵，用棉签或其他工具掏耳朵
可能将耳垢推入耳道深处，会引发耳朵炎症，甚至损伤
鼓膜；长期暴露在高噪音环境中，如音乐会、施工现场
等，会导致噪音性听力损失；忽视耳朵的清洁和干燥，
如耳朵潮湿容易滋生细菌，导致外耳道感染；不健康的
饮食习惯，如高盐、高糖、高脂肪的饮食可能影响内耳
的血液循环，导致听力下降；吸烟和过量饮酒会影响内
耳血液循环，损害听力；经常熬夜、长期负面情绪、压力
大、情绪高度紧张等情况可能通过血液循环障碍、自主
神经失调、免疫功能下降、氧化应激、激素变化、睡眠不
足和心理因素等多种机制损害听力，耳朵是最敏感的
器官，情绪高度紧张时，血管收缩导致缺血缺氧，发生
耳聋。

“当听力出现问题，忽视听力检查，不及时就医，可
能导致听力损失加重；用力擤鼻涕可能导致中耳压力
变化，引发中耳炎；使用耳毒性药物，如阿司匹林、抗生
素等药物长期或过量可能损害听力。耳鸣这一症状是
听力损失的早期信号，出现这一症状时切记要及时就
医，否则可能导致听力进一步下降。”车莉表示，在生活
中要避免这些不良用耳习惯，可以有效保护听力，预防
听力损失。

出现这些情况要重视

耳朵内部痒痒，拿棉签掏一掏就好；耳朵疼，可能
是这段时间上火，吃两颗泻火药就好；耳朵嗡嗡响，睡
一觉就好……当耳朵出现各种各样的“小问题”时，你
是不是简单地处置后就放任不管了。其实，出现这些
问题是耳朵在给你发出预警，一定得重视。

正在市人民医院就诊
的一位市民告诉记者，半年
前，他的耳朵总是莫名其妙地

嗡嗡响，或者传来嘶嘶的异响，
就好像耳朵里住了一只小蜜

蜂。当时以为是工作加班忙碌，因
为累导致的，休息了几天便没有在

意。可近期他突然发现，同事在和自己说
话时，总是听不清，常常要别人重复，自己也需

“竖起耳朵”凑近了去听。“这不，抽时间来医院检查一
下，别出啥大问题。”他说。

车莉表示，出现了耳鸣和听力下降，别自己吓自
己，但也别不当回事，当务之急是到医院找医生用专业
的设备来检查，找出问题的根源。当耳朵出现疼痛可
能是中耳炎、外耳道炎或耳部感染，疼痛是信号，一定
要及时诊治，而不是等到情况严重才就医。外耳道炎
患者发病初期，耳内先出现灼热不适感。随着疾病进
展，耳内开始胀痛、张口咀嚼或者讲话时，疼痛加重。
此外，还会出现外耳道皮肤水肿、皮肤表面渗液、脱屑、
瘙痒、疼痛等症状。而严重者甚至伴有听力下降等症
状。急性化脓性中耳炎的症状主要有鼓膜穿孔前疼痛
剧烈、搏动性跳痛或刺痛，鼓膜穿孔流脓后耳痛减轻。
病程初期常有明显耳闷、低调耳鸣、听力减退，鼓膜穿
孔排脓后耳聋反而减轻。鼓膜穿孔后耳内有液体流
出，初为脓血样，以后变为黏脓性分泌物。此外还会伴
有畏寒、发热、倦怠、食欲不振等表现。一旦鼓膜穿孔，
体温很快恢复正常，全身症状明显减轻。

同时，如出现突然或逐渐的听力减退，可能由耳垢
堵塞、感染、鼓膜穿孔或听神经问题引起，需要逐一排
除；持续耳鸣可能与听力损失、耳部感染或血液循环问
题有关；耳漏即耳道流出液体（如脓液、血液或清澈液
体），是感染或鼓膜穿孔的信号表现；当身体出现眩晕
或平衡障碍时也有可能与内耳问题（如梅尼埃病或前
庭功能障碍）相关；耳部肿胀或红肿则考虑外耳道炎或
耳部感染；当感觉耳内有异物，如耳垢堵塞或其他异
物，则需进行专业处理；耳部出现撞击或刺伤等外伤
时，极易导致鼓膜穿孔或其他损伤，要及时检查；外耳
道持续瘙痒也不是挠挠就好，需确诊是否为真菌感染、
湿疹等病症；耳部或周围出现不明肿块或疼痛时，更是
需要及时就医。

保护听力我们要这样做

常常听人说，遇到噪音时要捂住耳朵、张开嘴，这
样可以有效避免耳朵被噪音伤害。那么，在保护听力
方面我们还可以怎样做？

车莉介绍，耳朵最怕的是噪音，不论何时一定要
“控制音量”。使用耳机或耳塞时，遵守“3个60”原则，
即音量控制在最大音量的60%以内、连续听的时间控
制在60分钟以内、外界声音最好不超过60分贝。使
用降噪耳机，在嘈杂环境中，降噪耳机可以减少背景噪
音，避免调高音量。远离噪音环境，避免进入音乐会、
工地等高噪音场所，若无法避免，尽量缩短停留时间。
远离过大或刺耳的声音。使用耳塞，如在高噪音环境
中，使用防噪音耳塞保护听力。

同时，避免频繁或长时间接打电话，使用耳机或免
提，每次通话不超过30分钟，左右耳交替使用，信号弱
时减少通话。使用棉签或其他工具清洁耳朵时，避免
频繁掏耳朵。保持耳朵干燥，日常洗头、洗澡或游泳
后，及时擦干耳朵，避免耳道进水引发感染。避免耳毒
性药物，如氨基糖苷类抗生素、化疗药物、利尿剂、水杨
酸盐类、奎宁及其衍生物、万古霉素及红霉素等，这些
药物一定要遵医嘱，否则可能损害听力。要避免击打
头部，掌击耳部；注意耳部疾病，及时治疗；定期进行听
力检查。

在飞机起飞、爬升或降落阶段，气压会发生剧烈变
化，对耳膜产生影响。轻则造成耳朵不适、耳鸣，重则
可能造成耳朵极度疼痛、头痛、耳膜穿孔等，造成听力
损失。乘飞机时要多做吞咽动作，避免气压损伤性中
耳炎的发生。感冒时最好不要坐飞机，以免耳部因气
压变化不适应而诱发疾病甚至影响听力。若避免不
了，可以遵医嘱使用可使鼻腔黏膜收缩的药物，或是在
飞机起飞、降落时咀嚼口香糖以缓解不适。

最后，她建议人们在生活中一定要保持良好的心理
状态，多参加锻炼。过度的疲劳和精神紧张，都会引起
内耳缺血，影响听力，如恼怒、动肝火等。生活中，要均
衡饮食、戒烟限酒、定期锻炼、充足睡眠、避免劳累、减轻
压力，保持良好的心态和健康的生活方式。多参加力
所能及的锻炼，如郊游、散步、打太极拳，可促使全身
血液循环，加强内耳血液供应，从而延缓器官衰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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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3月3日是第二十六个全

国爱耳日。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

截至 2024 年底，全世界人口的 5%

以上，即 4.3 亿人存在听力损失。

其中，我国有听障人士约2780万。

生活中，除了先天性听力损失

和疾病造成的听力损失外，乱采

耳、乱吃药、噪音暴露、过度疲劳、

精神紧张等一系列不经意的损耳

习惯和不良生活方式正悄悄侵袭

着人们，造成听力损失。当听力出

现问题时，轻则听力下降，严重的

还会影响人们的社会交往和生活

质量。

那么，我们常见的损耳习惯有

哪些，耳朵不舒服会释放出怎样的

信号，保护耳朵可采取哪些措施？

全国爱耳日到来之际，让我们一起

听听市人民医院耳鼻喉科副主任、

主任医师车莉的嘱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