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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耳聋的预防
高邮市中医医院耳鼻喉科副主任中医师周仁金

3月 5日 是

“全国爱耳日”，笔

者就老年人耳聋

的预防进行科普

宣传。

中国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

调查显示，60岁以上老年人患听力

残疾的比例高达11%。据此推算，

我国60岁以上老年听力残疾人总

数超过2000万，老年人的听力问

题需要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

老年人耳聋的原因很多，例如

老年人器官功能减退、特别是听觉

器官功能减退，不良的饮食习惯，患

有高脂血症，长期接触噪声，遗传性因素等。

如出现以下7种情况，预示着有可能听力

出现问题，首先是与人说话时经常“打岔”，答

非所问；其次经常侧着脸与人说话；三是说话

时非常注意对方口型；四是看电视时声音开得

非常大，你已经觉得很吵了，他才觉得刚好；五

是说话声音很大；六是经常要求别人重复所说

的话；七是要求别人站在他的一侧说话。

不近噪声 噪声刺激可以使听觉器官

处于兴奋状态，容易引起疲劳，同时，脑血

管也处于痉挛状态，致使听觉器官及脑供

血不足，久之，就能导致听力下降。因此，应

尽可能地减少工作场所和居住环境的噪

声，如不听、不玩打击乐器，听音乐、看电视

及戴耳机听广播时不宜将音量放得过大。

远离烟酒 尼古丁中毒及慢性酒精中

毒，可直接损害听神经和神经中枢；烟酒造

成的脑血管舒缩功能紊乱，可使内耳血液

供应不足，严重影响听力。

慎用药物 人老了，对药物代谢排泄功

能下降，耐受性降低，敏感性增高。因此，要

慎用药物，尤其是耳毒性药物，如链霉素、

卡那霉素、新霉素、庆大霉素等等，以免损

伤耳蜗神经和前庭神经，导致耳聋。

合理膳食 有人对341名老年人进行观

察后发现，高脂血症者耳聋的患病率明显高于

血脂正常者，这是因为高血脂影响了内耳血液

循环，使内耳过氧化物增多，损害了听器官。

如果合理膳

食，少食高脂肪、高

胆固醇食物，多吃一

些含铁、锌、维生素

D、维生素 E、维生

素C的鱼类、大豆、白菜、芹菜、黑木

耳、各种海产品等食物，则可以提高

体内超氧化物歧化酶（SOD）的活性，

清除致病的氧自由基，这对保护听

力是极为有益的。最近，我还看到一

篇文章，讲老年性耳聋与缺锌有关，

主张老年人多吃含锌丰富的食物，如

牛肉、鸡肉、鸡肝、鸡蛋、海产品、苹果、

橘子、核桃、黄瓜、西红柿、萝卜等。

积极治病 冠心病、高血压、糖尿病等

慢性疾病都会影响内耳的血液供给，造成体

内有毒物质排泄障碍，从而影响听力。如果

积极地预防和控制全身性慢性疾病，将有助

于防止老年性耳聋的发生。

生活乐观 要积极参加社会活动，保持

乐观向上、不急不躁的情绪，劳逸结合、注

意休息。

老年性耳聋要早期干预。如果属于药物

和手术不能治愈，可以通过助听器有所帮助

的，应该尽快选配助听器。否则时间长了，听

觉功能退化，助听器可能起不到应有的作

用。而且越晚选配，适应期就会越长。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人工听

觉技术不断取得突破。人工耳蜗、BAHA等现

代高科技产品，越来越广泛地成为人类重新

获得听力的强大武器。据了解，在国外60%植

入人工耳蜗的都是老年性聋，而在中国90%

都是小孩，老年人只有不到10%。

对于成年后出现耳聋的人，对助听器使

用无效者植入人工耳蜗是没有年龄限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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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仁金，副主任中医师，耳鼻喉科主任，

扬州市中医学会耳鼻喉科专业委员。1992

年毕业于南京中医药大学，在省中医院深造

进修，从事中西医结合耳鼻喉科工作10多

年，能常规开展本科常见病的手术治疗。擅

长治疗慢性咽喉炎、慢性鼻炎、鼻窦炎。

哪些因素导致亚健康
高邮市中医医院老年病肝病科 主任中医师 闫勤

“亚健康”是介于健康与疾病之间的状

态，又称为“中间状态”、“灰色状态”，亚健

康人群常感到疲惫、烦躁、腰酸背痛、头痛

眼花、失眠或嗜睡，健忘，食欲不振等，但查

不出什么病，早期常不会引起人们的重视。

随着科普的宣传，人们对亚健康已有所了

解，但哪些因素会引起亚健康、怎样远离亚健

康，还是应引起足够的重视，这里我们再详细

地认识亚健康的成因。

精神紧张 现代生活人们的压力无处不

在，升学压力、就业压力、工作压力、升迁压力

等使老百姓精神过度紧张，种种压力对人们

的身体长期影响，慢慢形成亚健康。

过度工作 有调查显示，几乎所有企业经

营者，上世纪90年代工作时间超过8小时企

业家高达90%，10小时以上为62.3%，超过

12小时以上为20%，在21世纪人们的生存压

力越来越大，工作时间也越来越长，由于超负

荷的工作强度和过长的工作时间，会导致亚

健康状态。

不良生活习惯 现代人缺乏户外活动，饮

食失衡，尤其是年轻人晚上

应酬多，暴饮暴食，使肠胃

受伤，并代谢紊乱，出现肥

胖、高血脂症等。

缺乏运动 很多办公室

人员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操

作电脑，而缺乏运动，长期

处于缺氧状态，致使许多人

患上颈椎病、骨质疏松等

症，产生头晕、目眩、恶心等亚健康症状。

七情太过 中医讲“喜伤心、怒伤肝、思伤

脾、悲伤肺、惊恐伤肾”。现代年轻人对挫折失

败承受能力差，一旦学习，工作，事业、感情等

方面受到挫折，就产生自卑、焦虑、烦躁情绪，

长期不得舒解，逐渐发展到亚健康状态。

信息污染 现代是信息社会，现代化的快速

发展，报纸、广播、电视、电影、电话、手机等

有大量的信息，不管你愿不愿意都得塞

进你的大脑。信息接收得太多，大脑也会

“消化不良”，究其原因是“信息污染”的结

果，信息污染综合症可涉及每个人，中老

年人面对信息更新过快，跟不上时代的步伐，

与年轻人无法沟通，于是心神不安，大脑处理

信息更加迟钝，出现忧郁，血压升高等亚健康

状态，青少年出现学习兴趣下降，心烦意乱、失

眠等症。

以上种种都会导致亚健康。亚健康作为

健康与疾病的中间状态，处理得当可向健康

转化，处理不当将直接导致严重的疾病，故及

时消除这些因素十分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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闫勤，主任中医师，中华中医药学会会员，

江苏省老年医学专业委员会常委。大学毕业后

从事内科临床诊疗工作20余年，其间曾在中

国中医研究院、解放军302医院学习深造，擅

长用中西两法治疗各型肝病、心、脑血管病，在

省级以上杂志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

如何预防和早期发现结直肠癌
高邮市中医医院肿瘤科主任中医师徐行

结直肠癌是常见

病和多发病，结直肠

癌早期缺少症状，病

人无明显异常改变，

当肿块达 l-2cm~，

由于肿瘤的侵蚀，肠黏膜受肿块异物性刺

激，分泌物增多，因此在排便时可见少量

的黏液排出。多数在大便的前端或于粪便

的外面附着。随着肿瘤的增大，分泌物黏

液也增加，有时随着排气或突然咳嗽腹内

压增大，可有黏液从肛门流出。当肿瘤增

大形成溃疡或有坏死合并感染时，便会出

现明显的直肠刺激症状，出现排便次数和

粪便性质的改变，排便数增加，每天2-3

次呈黏液便、稀便、黏液血便。常被误诊为“肠炎”、

“溃疡性结肠炎”等。但是，直肠癌腹泻症状并不像结

肠炎那样来势急、好转快，也不像痢疾那样典型的出

现里急后重症状。直肠癌的直肠刺激症状是既缓慢

又逐渐进展。在合并感染时刺激症状明显，经对症处

理也可以暂时好转，但是经过较长时间的治疗仍有

黏液血便者，应引起足够的重视。

当有下面任何一种情况出现时，应立即去医院

做详细检查：

1、大便习惯异常，排便次数增加，同时出现少

量黏液性便或黏液血便，经治疗不好转者或经治疗

后好转而复发者。

2、既往有黏液便、腹泻病史，当症状突然加重，

与原来相比排便次数、排便性质发生变化时。

3、无明显原因的便秘与腹泻交替出现，经短期

治疗无好转者，在胃部经过钡剂透视未发现异常

时，应到医院做直肠部位的检查。

4、排便费力，排出的大便有压迹，呈槽沟状、扁

条状、细条状，一定要做直肠指诊。

结直肠癌发病的危险因素

1、饮食因素 世界卫生组织都明确指出，高脂

饮食、摄入过多动物蛋白特别是红肉过多，是结直

肠癌致病的主要危险因素。高脂肪饮食导致结直肠

癌的机理尚未明了，可能是脂肪通过生成氧化物和

脂肪酸而产生致癌作用。摄入高纤维质饮食，多吃

新鲜蔬菜、水果，有助降低结直肠癌发病率。

2、遗传因素 家族史是结直肠癌的重要危险因

素。近亲中有1人患结直肠癌者，其本身患此癌的

危险度约为2倍，更

多亲属有此癌则危

险度更大。

3、疾病因素 肠

道慢性炎症、息肉、

腺瘤，据估计大约3％-5％的慢性溃疡性

结肠炎发生结肠癌，约15％-40％结肠癌

起源于结肠多发性息肉，家族性腺瘤性息

肉病患者50岁以前几乎100％恶变，中位

恶变年龄为36岁。腺瘤也会癌变，其癌变

率与腺瘤大小、病理类型、有无蒂、不典型

增生程度等相关。克罗恩病癌变约有10％

为多发性，因此预后较差。

4、其他治疗的影响 有文献报告宫颈

癌局部放射治疗后发生直肠或乙状结肠癌，癌变潜

伏期一般在l0年以上，癌变危险随剂量增加而增

加。又有研究显示接受胆囊切除术者有易患结肠癌

倾向，大约比普通人群多1．5倍。

5、生活方式及其他 久坐的职业人员与从事

高强度体力工作者的结直肠癌发病率有显著差别。

肥胖是结肠癌的危险因素。

预防措施

1、加强防癌健康教育 让群众了解什么是结直肠

癌，有什么致病危险因素，如何能预防和早期发现，使

人们自觉选择健康的生活方式和积极参与筛查。

2、合理安排饮食(平衡饮食)大量研究资料表明

高脂肪高动物蛋白高能量摄入和纤维质不足会助长

结直肠癌发病，某些地区的人群膳食偏重蔬菜、果类

等含丰富纤维的食物，肠癌患者较其他地区的人群

为低。膳食纤维主要来自天然的蔬菜、水果、谷类及

豆类。蔬菜中的十字花科蔬菜富含抗氧化剂维生素

c及胡萝卜素，可抑制亚硝酸铵的合成，此类蔬菜包

括花椰菜、芥菜、白菜等。而黄色和绿色蔬果中，大都

含有丰富的类黄酮素，如洋葱、苹果等，多吃也有助

于预防癌症。

3、积极治疗癌前病变 结直肠癌癌前病变较为明

确，主要有腺瘤、家族性腺瘤性息肉病、溃疡性结肠

炎，如能在早期去除这些病变，可望大大减少结直肠

癌的发生。

4、养成良好生活行为 积极参与体力活动和锻

炼身体除均衡饮食外，亦应注意限制饮酒和戒烟，

积极参加体育活动，提高身体素质和免疫功能，控

制体重防止肥胖。

5、大力推行定期筛查 凭藉粪便隐血试验和病

史查询表，加上选择性肠镜检查，可以发现更多的

癌前病变，并予以去除。筛查还可以发现早期癌瘤，

及时治疗会获得良好效果。美国目前人群结直肠癌

5年生存率为64％，早期的达90％。他们的经验认

为，筛查是早期发现早期诊断的最有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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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行，主任中医师，肿瘤科主任，学科带头人，

中国抗癌协会CSCO会员，江苏省中医药学会肿

瘤分会常务委员，江苏省优秀中青年中医临床人才

培养对象，扬州市中医药学会肿瘤分会副主任委

员，扬州市医学会肿瘤放射治疗专业委员会委员，

1991年毕业于南京中医药大学，从事肿瘤内科临

床教学科研工作20余年，在江苏省肿瘤医院进修

学习中西医结合肿瘤化疗、放疗两年，在省级以上

杂志发表论文10余篇，擅长肿瘤的放疗、化疗、中

医等综合治疗。

养生、中医养生之概念
高邮市中医医院 内科主任中医师 丁国培

养生是中华民族的特有概念。

虽然生、长、壮、老、死是人类不可抗

拒的自然规律，但是如何在有限的

生命历程中，减少疾病发生，提高生

活质量，延长生命，这不是单靠医学

就能够解决的问题。

养生，分而言之，养有护养、调养之意；

生，即生命、生存；合而言之，指有意识的身心

护养活动。养生是以自我调摄为主要手段，以

推迟衰老、延年益寿为目的多种保健方法的

综合。其具体方法称为养生之术，把养生之术

提升到哲学层次，则是养生之道。

中医养生，是以中医理论为指导下养生

理论与方法为主体，是我国劳动人民与医学

工作者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反复探索、求证、

逐步认识与实践而后形成的，因此具有较强

的科学性和比较系统的养生理论体系。《内

经·素问·上古天真论》中说：“上古之人，其知

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

常,不妄作劳,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

百岁乃去。”强调人们应顺应自然及饮食、起

居，情志调养对身心健康、

延年益寿的作用。

中医养生具体内容。主

张调动人体自身功能，对内

杜绝内伤疾病形成原因，对

外防范外邪入侵。因为人体

本身存在着一个调控系统，

具有自我调整、自我控制、自

我修复、自我防御的能力，而

这些功能的发挥，必然以心境泰然、神志安定、

充满乐观和信心为前提，否则，可导致疾病的

发生，已患疾病的人导致病情加速恶化。

中医养生的基本原则。一是天人合一，顺

应自然；二是动静结合，协调平衡；三是形神

一体，身心共养；四是修身养德，仁爱至善。根

据上述原则，人们可结合自身特点，并运用各

种中医养生方法，提高生活质量，预

防疾病发生，达到延年益寿的目的。

中医养生追求的是健康长寿。

长寿必须健康，健康才能长寿。让我

们在工作、学习、生活之中付出一定

的时间和精力，掌握一定中医养生知识以珍

惜生命，怡养人生，逐步养成科学、健康的生

活态度、生活方式、生活习惯。

!"#&%

丁国培，主任中医师，扬州市中医学会理

事、市医学会中医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毕

业于南京中医学院中医系，曾师随赵养生、童

和斋等老中医侍诊。并到上海中医学院附属龙

华医院师从徐嵩年、陈以平等教授进修中医肾

病，深得其传。从事中医工作几十年，在内科疑

难杂症临床方面亦有建树。对急、慢性肾小球

疾病以及系统性红斑狼疮等自身免疫性疾病

诊治研究颇有见长，愈病日众。此外，对急、慢

性支气管炎、支气管哮喘、慢性肝炎、肝硬化腹

水、慢性胃病，慢性腹泻等方面治疗效果显著。

先后在省级以上医学杂志发表论文1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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