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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朵突然听不见抓紧去看
治疗不及时，突发性耳聋可能跟终生

原本听力很正常，突然不
明原因地丧失听力，没有任何
先兆。近日肥城的高中生小林
就遇到这个麻烦，八十八医院
耳鼻喉科主任亓晓茗诊断他患
上“突发性耳聋”。

突发性耳聋是一种突然发
生的原因不明的感觉神经性耳
聋 ，又 称 暴 聋 。发 病 率 约 为
0 . 1 % ，占耳鼻喉科初诊病例的
2% ，是耳鼻喉科的常见急症。流

行病学研究发现，不同性别、左
右侧耳发病率无明显差异。

亓晓茗主任介绍，突发性
耳聋是一种常见疾病，随年龄
增长，发病几率增加。据统计，
年龄在 40 岁以上者占发病人数
的 3 / 4 。近年来，发病率上升并
趋于年轻化，已成为危害健康
人群听力的耳科常见病。像小
林这样不到二十岁的年轻人求
医，在八十八医院耳鼻喉科并

不少见。
亓主任说，多年来，耳科学

家对突发性耳聋的病因、发病
机制不断深入研究，治疗方法
不断摸索和改进。目前，突发性
耳聋病因尚未完全明了，大多
数学者认为与内耳供血障碍、
免疫因素和病毒感染等相关。
其中微循环障碍又是导致内耳
毛细胞功能障碍，内耳生理结
构损伤，造成突发性耳聋的主
要原因。

突发性耳聋发病急且病情
恶化进展快，治疗效果和就诊
时间有很大关系。一旦发生不
明原因的耳聋，应在 1 ~ 2 天内及
时就医。延误治疗，可能会导致
终身性耳聋。

八十八医院耳鼻喉科多年
来致力于突发性耳聋的研究和
探索，不断总结临床经验，搜集
国内外相关资料，掌握治疗的
最新进展，总结出一套完整的
治疗突聋方案。主要集中在改
善微循环、营养神经、降低血压
粘稠度等药物治疗，还包括一
些物理疗法和高压氧治疗等。

具体治疗过程中，八十八医
院耳鼻喉科根据不同患者、不同
年龄、不同病因，确定不同用药
方案，并根据病情变化及时调整
用药，取得非常满意的疗效。尤
其银杏叶提取物——— 金纳多的
出现和临床应用，金纳多具有多
重药理作用，可有效改善血液流
变参数，改善神经细胞的能量代

谢，使神经细胞免受缺血、缺氧
的危险，并具有较强的抗氧化和
清除自由基的作用。在临床的治
疗应用过程中，“我们与以往药
物大量比对，统计分析，金纳多
疗效显著，确定为临床优先使用
药物。”

现如今，人们在工作和生活
中压力越来越大，突发性耳聋患
者也越来越多，患者也越来越年
轻化，所以要引起大家的重视，
早期就诊，早期治疗，早日康复，
抓住治疗的最佳时机，可避免永
久性耳聋的发生。亓晓茗主任
说：“期待人们有灵敏的听力，是
我们耳鼻喉同仁们的愿望和期
望，希望共同努力，关爱耳朵，保
护大家的听力。” (高文慧 )

今年 5 月 17 日是“世界高血
压日”，高血压是引发心脏病和中
风的主要诱因，而中风救治不及时
可引发猝死。2010 年我国高血压
人群已达 2 . 3 亿人。但遗憾的是，
半数高血压病人不知道自己有高
血压。专家指出：健康生活方式是
预防高血压最有效的措施，除了减
肥和运动、限酒、戒烟、调节情绪
外，懂吃非常重要，因为我国高血
压病人多是高盐饮食的受害者。

吃盐每天不能超 5 克

中国人口味重，盐摄入量难
降 。医 生 指 出 ，世 界 卫 生 组 织
(WHO)建议每人每天钠盐摄入量
不超过 5 克，而我国现在每人每日
食盐约 12 克。

医生表示，高盐饮食是高血压

的三大原因之一，高盐饮食是我国
高血压的最重要的危险因素。古人
就知道“味过于咸，大骨气劳，短
肌，心气抑”，即多食咸会影响血液
和血液循环，伤及骨骼，并使心功
能受到抑制。他指出，盐摄入平均
每增加 2 克，收缩压和舒张压就分
别增加 2 . 0mmHg 和 1 . 2mmHg。

“有的人以为‘不吃盐没力
气’，这是没有道理的。”医生说，人
对钠盐的依赖，只是长期以来味觉
适应了高盐。除此之外，吃盐还包
括酱料、酱油、零食里的盐，因此不
放盐放酱油的做法，也同样会摄取
盐分。

绿叶菜每天至少吃 8 两

膳食钾的摄入量与血压的水
平呈反比。我国居民钾摄入量不到
钠摄入量的 1/6！“通常在外吃饭，

一桌 14 个菜中，只有一盘蔬菜。”
医生指出，饮食习惯不良，让中国
成为“高钠低钾”饮食的国家。在我
国，钠钾的摄入比例为 5:1 ，美国、
加拿大等国为 2:1。

“钾含量与血压是呈反比的，
增加钾的摄入量能降血压！”他告
诉记者，钾的作用是可增加尿中钠
的排出，使血容量降低，血压下降。
另外，钾还可以软化血管，从而有
助降血压。

钾存在于绿叶蔬菜、水果中。
对一般人群而言，每天应摄入 2 克
左右的钾。“大部分食物中都含有
钾，但蔬菜和水果是最好的来源，
尤其是色彩鲜艳的水果。”医生建
议，每天吃绿叶蔬菜不少于 8 两，
水果要吃 2 ～ 4 两。坚果、豆类、瘦
肉及海带、木耳、蘑菇、紫菜都是含
钾高的食物，还有香蕉、橙子、橘
子、柿子等水果也是高钾蔬果，为
防高血压，可以多吃。

降血压，少吃盐多吃水果绿叶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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