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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想保护隐私却伤
害了眼睛？
防偷窥膜会伤眼睛吗？

新华社北京3月3日电 记者 3 日
从国家医保局获悉，近日，国家医保局
印发《耳鼻喉科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
指南（试行）》，将原有价格项目统一整
合为164项，指导各地规范耳鼻喉科医
疗服务价格，帮助更多患者“听得见、说
得出”。

在人工耳蜗方面，为配合人工耳蜗
集采政策落地实施，立项指南设立了“人
工耳蜗适配”“人工耳蜗植入”“人工耳蜗
取出”等项目。其中，“人工耳蜗植入”将

“耳蜗畸形”作为加收项，鼓励医疗机构
为复杂病例患者提供更加规范的治疗服
务，充分反映复杂医疗技术价值。对于

因感染、磕碰等原因导致植入体损坏或
需取出的情况，“人工耳蜗取出”价格项
目也提供了明确的收费依据。

在助听器方面，国家医保局调研了
解到不少老年人因为助听器异响而放
弃使用助听器。为此，此次立项指南专
门规范“助听装置适配”“骨导式助听装
置植入”“中耳助听装置植入”“助听植
入装置取出”等价格项目。据悉，国家
医保局下一步将指导各地合理制定价
格水平，促进医疗机构为听力减弱的老
年人提供更加精细的助听装置植入和
调试服务，更好满足不同类型听损老年
人的就医需求。

在喉科方面，随着医疗技术的不断
发展，一些新兴的喉科技术成为改善喉
癌患者生活质量的关键。如喉全切除
术后辅助发音管植入，是喉全切除术后
重新获得言语功能的重要方法，目前在
国内仍处于推广阶段。为鼓励项目普
及，立项指南设立“发音装置安装、发音
装置取出/更换”项目，鼓励医疗机构为
发音障碍患者提供诊疗服务。

据悉，下一步，国家医保局将指导
各省份医保局参考立项指南，制定全省
份统一的价格基准，由具有价格管理权
限的统筹地区对照全省份价格基准，上
下浮动确定实际执行的价格水平。

警惕听力受损 助力无碍沟通
量身定制，防止助听器“越戴越聋”

对于听障人士来说，助听器是改
善听力的最佳助手，目前市场上不少
宣称“免调试，直接佩戴”的助听器，因
为价格亲民、操作简便而人气颇高。

事实上，这种看似便捷实惠的产
品，如果声音补偿过大，会对听力造成
二次损伤。如何科学合理选购助听
器？

“佩戴助听设备是改善听力障碍
的主要干预手段，但不建议直接去商
店购买一个助听器戴上。”成都京东方
医院耳鼻咽喉科主任严星介绍，助听
器的原理是根据不同频率的听力损失
将相应频率的声音放大，充分利用人
类的听觉器官和剩余的听觉功能，对
于轻度、中度及重度听力损失有较好
的预期。选择合适的助听器，需要经
过测听、调试、试听、配机，再由验配师
指导使用，使用过程中还要不定期复
测听力，维护和调试助听器。只有量
身定制，才能为听力障碍者提供有效

的听力助力。
“助听器并不适用于所有人，极重

度听力损失患者更适用人工耳蜗。”严
星说，人工耳蜗模拟毛细胞功能，将声
音转换成电信号直接刺激听神经产生
听觉，可以帮助患有重度、极重度耳聋
者恢复听觉。

决定配助听器还是装人工耳蜗，
首先要进行全面的听力学检查评估。
耳科医生会根据听力损失类型、严重
程度、残余听力等因素来确定。

“目前，市面上的数字助听器功能
越强大，价格则越高，消费者按需选配
即可。”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耳鼻咽喉
头颈外科影像专委会委员高珊介绍。

高珊表示，市面上常见的助听器
分为挂耳的耳背式、受话器外置式和
放在耳道内的定制式，外形主要考虑
佩戴者的个人爱好和听力补偿需求，
应尽量选择体积小、重量轻、耗电省、
使用和维修方便的助听器产品。同

时，建议选购能够依据佩戴者听力情
况进行调试的数字助听器，不要选择
无法调试的模拟助听器，以免“越戴越
聋”。为保证使用寿命，要定期清理附
着的耵聍和油脂，干燥保养助听器，每
隔半年至 1 年进行听力复查，效果不
好时及时调试。

使用耳机，遵循三个“60”原则
前些天，在湖北武汉上大学的张

音（化名）戴着耳机听了一整晚歌，早
上醒来时便感到耳闷，听不清声音。
到医院检查后，他被确诊为“突发性耳
聋”。经过一个月治疗，张音的听力最
终恢复到80%左右。

如今，不少年轻人在日常工作、学
习和生活中总戴着耳机，不恰当使用
耳机正悄悄损伤他们的听力。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
济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主任医师
冰丹介绍，我们的耳朵分为外耳、中耳
和内耳，外耳包括耳廓和外耳道，主要
负责收集声波并将其导入耳膜，引起
耳膜的振动；耳膜振动后会带动中耳
内的三块听小骨——锤骨、砧骨和镫
骨振动，这三块听小骨会传递并放大
声波，使其到达内耳的耳蜗。

耳蜗内有淋巴液和成千上万的毛
细胞，声波到耳蜗后会引发淋巴液波
动，然后使毛细胞上的纤毛发生摆动，

进而产生电信号。这些电信号会通过
神经纤维传递到大脑，最终让我们“听
到”声音。

冰丹介绍，毛细胞是将声音的机
械振动转化为电信号的“核心部件”，
它们很脆弱，损伤之后就不能自我修
复。当声音过大时，毛细胞上的纤毛
会受到刺激，发生过度弯曲甚至断
裂。一旦纤毛受损，毛细胞的功能就
会受到影响，毛细胞如果完全死亡，会
造成永久性的听力损伤。

日常生活中，该如何正确使用耳
机？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耳鼻咽喉头颈
外科主任赵宇教授建议，在使用耳机
时，要遵循三个“60”原则：即音量不超
过最大音量的60%、连续佩戴时间不超
过60分钟、环境噪声不超过60分贝。

“在嘈杂环境中使用耳机时，为了听清
内容，人们往往会调高音量，对听力造
成伤害。建议在环境噪声超过60分贝
的环境中避免使用耳机。”赵宇说。

此外，耳机被长期使用后，可能会
残留大量细菌。冰丹建议应定期清洁
耳机，尤其是耳塞部分，防止细菌过多
滋生增加耳道感染风险。在日常生活
中，也要尽量避免与他人共用耳机，减
少病原体的传播。

出现听力下降的不适症状时，要
及时就医。“听力的黄金治疗期是两
周，如果听力损失后观察一周没有恢
复，需要到医院检查。”冰丹说，有些听
力损伤前期不易察觉，定期进行听力
检查，也能帮助人们提前发现潜在问
题。

另外，掏耳朵也会影响耳道，对听
力产生一定影响。“外耳道皮肤有自洁
功能，如果耳朵有耵聍，俗称耳屎，不
需要专门去掏。平时打嗝、打喷嚏、咀
嚼时，外耳道内的耵聍会被推动排
出。”冰丹建议，如果耳屎过多影响生
活，可以去医院洗耳，费用一般只需几
十元。 据《人民日报》

为了保护隐私，很多人会选择在
手机上贴防偷窥膜。然而近日，有网
友发现透过防偷窥膜看东西，会出现
叠印和变暗的情况，引发关注和热议。

防偷窥膜会伤眼睛吗？防偷窥
膜的原理是什么？

防偷窥膜的原理是什么？

防偷窥膜是利用光具有穿透、折
射、反射以及漫反射等特征，通过改
变手机膜的结构，形成防偷窥的作
用。在旁边观看的人因为接收不到
屏幕折射出来的光线，因而看不到手
机上的图像。

这种方法可以让人眼在垂直角
度看清屏幕，但其边缘的虚化和晕
光，长时间观看，会使人眼产生错觉，
造成头晕、视觉模糊的弊病，反而伤
害视觉。

眼科医生：防偷窥膜不建议使用

在河南省人民医院医学验光科
副主任石梦海看来，防偷窥膜是否会
直接伤害到眼睛，目前还没有任何科
学研究能证实，但贴了防偷窥膜后手
机屏幕亮度下降，眼睛可能会出现不
适的症状。

从用眼健康的角度看，屏幕过亮
或过暗都不利于眼健康。屏幕太亮，
会产生眩光；而屏幕太暗，图像的对
比度降低，眼睛出现疲劳。很多人在
注意力过度集中的情况下，会不自觉
地减少眨眼的次数，时间久了之后，
会出现干眼症。

有业内人士表示，除非有特别的
隐私保护需求，不建议消费者选用防
偷窥膜。

正确保护眼睛的方法

不管是否使用防偷窥膜，我们都
要注意使用电子产品的时间、屏幕亮
度等，在感觉眼睛疲劳后，要立即停
止使用并眺望远方。

正确保护眼睛的方法：
不在黑暗处观看主动发光体，包

括电视、手机等；
减少观看主动发光体的时间，注

意眼睛的休息；
多眨眼，正常情况下，我们每分

钟眨眼约 24 次，每次眨眼时，眼睛都
会分泌泪液，来保证眼表的湿润。玩
手机时眨眼次数变少，导致泪液分泌
不足、眼表干燥，长期下来可能会造
成干眼症。 据央视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