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月3日是全国爱耳日，今年的主题是“科技助听，共享美好生活”。随着科技
发展，越来越多的听障人士叩开“无声之门”，重回有声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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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学者发现
骨质疏松会加剧
认知功能衰退

科技叩开“无声之门”

记者 1 日从南京大学获悉，该校
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科研团队发现，
骨质疏松会加剧认知功能衰退，为临
床上治疗阿尔茨海默症等神经退行性
疾病提供了新思路。相关论文近期在
线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自然·代谢》。

据论文共同通讯作者、南京大学
医学院副院长蒋青介绍，临床上经常
发现一些骨质疏松的老年人伴有认知
功能衰退症状。另一方面，不少阿尔
茨海默症患者的骨代谢也表现出异常
水平。

“此前有研究显示，人体骨骼除了
具有支持、运动的作用，还是一种非典
型的内分泌器官。”蒋青告诉记者，骨
质疏松的老年患者，其骨骼会释放一
种骨硬化蛋白，在患者的血液和脑脊
液当中，骨硬化蛋白的比例均偏高。

骨骼和大脑之间有什么内在联
系？顺着这个方向，团队开展了为期
6年多的研究。

论文共同通讯作者、南京大学医
学院郭保生副教授介绍，小鼠实验显
示，老年小鼠骨细胞分泌的骨硬化蛋
白可以突破“血脑屏障”，抑制中枢神
经元的信号传递，损伤神经元突触的
可塑性和完整性，从而导致小鼠认知
功能衰退。

蒋青表示，团队正计划开展多学
科临床研究，以进一步验证此次基础
研究成果，为预防和治疗阿尔茨海默
症等神经退行性疾病探索新路径。

据新华社

如何预防痛风反复发作？做好这几件事

接种疫苗
是预防带状疱疹的

重要手段

带状疱疹作为老年人常见的感染
性疾病之一，其相关性疼痛直接影响
患者生活质量。2月26日至3月3日
是国际带状疱疹关注周，专家提醒，接
种疫苗是老年人预防带状疱疹的重要
手段。

带状疱疹俗称“缠腰龙”“蛇缠
腰”，是一种由水痘-带状疱疹病毒引
起的感染性皮肤病。杭州市中医院皮
肤科副主任袁丞达说。

专家表示，年龄是带状疱疹重要
危险因素，50 岁以上为易发人群，年
龄越大越容易患病，病情也更严重。
罹患带状疱疹不仅影响患者的睡眠、
情绪、工作，一些老年人还可能会丧失
自理能力，从而加重家庭的经济负担。

专家表示，接种疫苗已经不单单
是儿童的事，大多数老年人有慢性基
础病，特别容易患感染或传染性疾病，
一旦被感染会导致原本脆弱的机体

“雪上加霜”，成年人尤其是老年人越
来越需要接种疫苗来抵御疾病、保障
健康。

据新华社

科技助听 带来“声”的希望

1995年，已失聪十年的陆锋以“放
手一搏”的心态在北京协和医院接受了
人工耳蜗植入，成为中国大陆首位多导
人工耳蜗植入者。

18 厘米的刀口、8 小时的手术、长
达 2 个月的恢复期——借助当时有限
的技术条件，陆锋幸运地回归有声世
界，改变了人生轨迹。

此后近 30 年，他致力于推动科技
助听事业的发展，现在他是中国聋人协
会人工耳蜗植入者委员会主任。

“从第一例到现在，全国已有约12
万人接受人工耳蜗植入手术，我国科技
助听事业飞速发展。”陆锋说，随着手术
技术的发展，现在手术创口仅3厘米左
右。

“人工耳蜗主要适用于重度以上、
使用助听器效果不理想的感音神经性
耳聋患者。”北京协和医院耳鼻喉科主
任医师高志强介绍，人工耳蜗外机、植
入体和手术技术都有显著进步，最新的
一体式外机可以隐藏在头发里，耳部不
再需要佩戴设备。

此外，助听器不仅具备了噪声抑
制、语音识别等智能功能，还能够通过
蓝牙与手机、电脑等设备连接，实现音
乐播放、电话接听、远程调机等功能。

从无到有，从有到精，科技助听正
在为越来越多的听障人士带来“声”的
希望。

专业康复 告别“十聋九哑”

走进中国听力语言康复研究中心
测听室，技术人员正在使用专业设备为
一名植入人工耳蜗的小朋友进行调机。

“人工耳蜗或听觉装置植入只是开
启听力重建的第一步。”中国听力语言
康复研究中心副主任梁巍说，要想实现
听清、听好、自由言语和交流的终极目
标，助听或植入设备的调试、评估，设备
备件及配套程序的升级更新，有效功能
康复训练和持续跟进服务这几方面因
素都必不可少。

“过去有种说法叫‘十聋九哑’，现
在随着听力语言康复社会保障政策和
服务能力体系的不断健全与完善，‘聋
而不哑’已成现实。”梁巍介绍，全国佩
戴人工耳蜗儿童平均入普率达87%，越
来越多的听障人士能够无障碍地融入
社会生活，在各行各业发光发热。

“人工智能等科技将进一步促进全
人群耳健康。”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耳鼻
喉科主任余力生表示，人工耳蜗植入后
的调机目前还严重依赖专业人员现场
服务，未来通过人工智能辅助可以通过
电脑远程调试惠及偏远地区患者，智慧
诊疗系统也将帮助基层医生提高诊疗
水平。

早筛可及 提前预警

孩子是否有听力问题，出生后的新
生儿听力筛查是“第一关”。2022年，全
国新生儿听力障碍筛查率已达到 90%
以上。

越早发现、越早进行干预，其恢复
效果和语言能力越理想。国家卫健委
2023年发布的《出生缺陷防治能力提升

计划（2023-2027年）》提出，到2027年，
实现新生儿听力障碍3个月内诊断率、
6个月内干预率均达到90%。

“新生儿在1个月内完成筛查，3个
月内确诊，6个月内干预最佳。”余力生
表示，相比于很多发达国家，我国将耳
聋基因筛查的成本控制得较低，大大提
升了可及性。

河北省自2019年开展孕妇耳聋基
因免费筛查民生项目；北京市新生儿耳
聋基因筛查率在2021 年已达到99%以
上，听力筛查率达到98%以上……近年
来，全国多地已陆续开展耳聋基因筛查。

专家强调，基因筛查技术的发展不
仅提高了遗传因素导致的耳聋发现率，
还可以提示药物致聋和迟发性耳聋风
险，提前预警让更多人免于失聪。

据新华社北京3月2日电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痛风发作是由于血尿酸超过其在
血液或组织液中的饱和度，在关节局部
形成尿酸钠晶体并沉积，诱发关节局部
急性炎症反应。在急性发作期，很多痛
风患者会觉得疼痛剧烈难忍。痛风治
疗应注意哪些问题？

北京医院风湿免疫科主任医师程
永静说，高尿酸血症是痛风出现的前
提，虽然尿酸水平高不一定会引发痛
风，但高尿酸血症的损伤是无形的，尿
酸水平越高，出现关节炎、肾脏病及其
他并发症的概率越大。对高尿酸血症，
符合指征的患者需要尽快在医生的指
导下治疗。

“有些患者认为，既然痛风由高尿
酸血症引起，就要在急性发作期立刻
降尿酸治疗，这其实是不对的。”程永
静说，痛风急性发作期最应该采取的
措施是进行抗炎镇痛治疗，控制关节
炎症。在急性发作期过度进行降尿酸
治疗，血尿酸水平骤然下降会引起尿
酸盐结晶突然脱落，使急性关节炎迁
延不愈。当然，如果患者之前一直使
用降尿酸药物，也不要在发作期突然
停用。正确的做法是在急性发作得到
控制后，再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调整
降尿酸药物。

如何预防痛风的反复发作？程永

静介绍，一方面，痛风患者降尿酸需
要长期治疗，选择降尿酸药物要在专
业医生的指导下进行，不应自行停用
或减少药物剂量。另一方面，在药物
控制的基础上，要逐渐改善生活方
式，达到逐渐停用降尿酸药物的理想
状态。

程永静表示，日常生活中，要注意
减少一些容易引发痛风发作的行为，比
如避免突然剧烈运动或者突然受凉，减
少富含果糖饮料的摄入，避免一次性大
量饮酒等。平时要减少高嘌呤食物摄
入，多饮水，规律饮食和作息，规律运
动。 据《人民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