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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了年纪耳朵也老了上了年纪耳朵也老了，，跟人聊天总闹笑话跟人聊天总闹笑话，，索性我也不爱出门了索性我也不爱出门了。。””近日近日，，7474
岁的北京市民杨阿姨在一次听力测试活动上跟听力师讲述自己的困扰岁的北京市民杨阿姨在一次听力测试活动上跟听力师讲述自己的困扰，，重度听重度听
力损失已经严重影响她的日常生活和社交力损失已经严重影响她的日常生活和社交，，也让她的心情一度十分低落也让她的心情一度十分低落。。

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和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和《《中国听力健康现状及发展趋势中国听力健康现状及发展趋势》》报告测算报告测算，，我国约我国约
有有11..22亿老年人患有听力障碍亿老年人患有听力障碍、、听力受损听力受损，，群体数量巨大群体数量巨大。。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
加剧加剧，，老年人的听力健康问题愈发凸显老年人的听力健康问题愈发凸显。。

老年人看电视、听广播的时
候，音量不要太大。过大的声音刺
激，容易诱发噪声性耳聋。

其次要规律作息，保持充足的

睡眠。不要过度情绪化，大喜、大
怒也容易诱发突发性耳聋。如果
发现老人总是打岔、嗓门变大、电
视声音开得很大等现象，就要及时

就医。
“不论是哪种听力损失，一经

确定，一定要进行干预。”张建一说。
（来源：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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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岁的金阿姨说：“听力不好，甚至连子女都
不愿意跟老人交流了。说话声音大了觉得凶，声
音小了又听不见。”

听力衰退在老年人生活中的影响远超言语交
流本身。由于耳朵“不灵光”，在社交场合中听不
清别人说话，老年人难以参与沟通，容易感到被孤
立，久而久之，就会产生强烈的孤独、焦虑、抑郁等
不良情绪，甚至给家庭的生活质量和成员关系带
来微妙变化。

北京听力协会与天猫健康联合发布的《中国
老年人听力损失现状与助听器应用调研》显示，

24%的老年听力损失患者有不同程度的心理或精
神异常；在伴有轻、中、重度听力损失老年人中阿
尔茨海默病发病率分别是听力正常老年人的2倍、
3倍和5倍。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理事长于
建伟说：“老年人听力健康需要全社会引起重视，
积极开展预防科普、引导他们采取科学有效的措
施进行干预和治疗，缓解因听力损失而引发的社
交障碍和心理问题。”

国家卫生健康委老龄健康司有关负责人表
示，维护老年听力健康，能预防和减缓老年听力损
失的发生，降低老年痴呆、焦虑抑郁和跌倒等风险。

耳朵“不灵光”“偷走”老人社交圈

听力下降是隐藏在老年群体中
的一个普遍现象。随着年纪增长，耳
朵像是蒙上了一层布，听不见、听不
清时刻困扰老年人的生活。岁末年
初，走亲访友增多，阖家团圆的热闹
氛围里，老人的世界可能悄然被“按
下了静音键”。

北京听力协会专家委员、北京协
和医学院基础学院听力学专家张建
一介绍，老年人听力下降人数占比较
大，具有普遍性。65至75岁的老年
人当中，听力损失发病率大于25%。
到了75岁以上，听力损失的发病率通
常大于60%。“随着年龄增加，听觉系
统会发生退化，内耳中的听毛细胞会
逐渐减少或受损，这是导致老年性耳
聋的主要原因之一。”张建一说。

听力下降给老年人的生活带来
许多不便，对危险信号的感知和方位
判断也会出现问题。“走在路上有车
按喇叭，我想叫老伴儿往边上走走，
他却听不见，非常影响安全。”63岁的
柳阿姨说，“其实老人也很苦恼，想和
人交流，但却听不见，社交时多少也
会受到‘排挤’。”

听力衰退
老年人陷入“无声困境”

过大的声音刺激容易诱发噪声性耳聋，大喜大怒容易诱发突发性耳聋

老人总是打岔、嗓门变大，需及时就医

老年人听力损失目前常见的干预手段主要是
佩戴助听器和人工耳蜗。对于中度及以上老年性
听力损失患者，主流的干预方案是验配助听器。
《中国老年人听力损失现状与助听器应用调研》显
示，我国助听器佩戴率不到5%，远低于发达国家。

北京听力协会会长万敏说：“听力损失虽是一
个不可逆的过程，但及时、有效的干预能够大幅减
缓危害影响。当老人出现听力下降的迹象时，应
当遵循‘早发现、早诊断、早干预’的原则，及时选

择合适的干预手段。”
2024年6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开

展老年听力健康促进行动（2024—2027年）的通
知》指出，将于2024—2027年在全国组织开展老
年听力健康促进行动，开展老年听力筛查与干
预。对筛查结果为中度及以上听力损失的老年
人，建议其及时到专业机构就诊，通过药物治疗、
听觉辅助技术、听觉康复训练等方式改善听觉功
能，延缓听力损失的进展。

我国助听器佩戴率不到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