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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岁的卢先生(化姓)做梦也没想
到，自己一觉醒来左耳竟失去了听
力。近日，当他急匆匆赶到宁波市第
二医院耳鼻咽喉科王凯的门诊就诊
时，才惊讶地发现，候诊中像他一样
突然耳聋的有好几个。

卢先生是一家公司的高管，几个
月前刚刚升职。没升职前，拼是工作
常态；升职后，卢先生更是自我加压。
为了业绩指标，他经常到处出差，加
班熬夜是常态，每天处于超负荷工作
状态。前不久的一个深夜，他加班后
出现左耳耳鸣和耳闷感，整个人感觉
头晕目眩，最初以为是疲劳过度，休
息一下就好。没想到，次日早上起床
症状没有改善，还是头晕得厉害，接
电话时还发现，左耳几乎听不见了，

“世界离我都遥远了!”
“王医生，我有一大家子要养活，

工作不能丢，请你一定要帮我治好!”
还没落座，他就无助地向王凯求助。
王凯听了他对病情的描述后，心里有
了初步判断。经头颅磁共振检查和各
项化验，排除脑出血及中风等问题，
卢先生随后被诊断为突发性耳聋。

激素冲击、营养神经……住院治
疗12天后，卢先生的左耳听力较前略
有好转，并已于近日出院。“听力还没
完全恢复正常，后期还需要一段时间
的巩固治疗。”出院前，王凯叮嘱他一
定要坚持治疗，工作上注意劳逸结合。

同患乙肝
亲戚离世他却治愈
乙肝并非不可逆，难在坚持

自从5年前李先生（化名）被戴上
乙肝的“帽子”，他每天郁郁寡欢，直到
他遇到宁波大学附属人民医院（鄞州
人民医院）院长、肝病感染科专家许烂
漫，经过系统的治疗，他体内的乙肝表
面抗原已经转阴，且表面抗体阳性状
态已持续超过一年，真正实现了乙肝
临床治愈，成功“摘帽”。

2019年，30岁出头的李先生在
一次体检中查出慢性乙肝，他一直犹
豫着要不要治疗。直到他的一位亲戚
因同样的疾病发展为肝硬化，最终不
幸罹患肝癌去世，才真正引起重视。
于是，他带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找到了
许烂漫主任医师。

许烂漫为其安排了肝穿刺。结果
显示肝脏出现点灶状坏死，意味着肝
脏已经出现局部炎症，加上已经有亲
戚肝硬化肝癌去世的家族史，属于高
风险人群。许烂漫为其制定了个性化
最优治疗方案，先口服抗病毒药物。
李先生规律服药，按时复查，各项指标
和结果越来越好，乙肝表面抗原从
2020年的1000多降到了80多，达到
了乙肝临床治愈“优势人群”标准。也
就是说，只要李先生规律治疗，很有可
能实现乙肝临床治愈。

这个消息无疑是一剂强心针，让
李先生对于治疗更有信心。接下来开
始口服抗病毒药联合长效干扰素治
疗，从2024年1月开始，经过10个多
月的坚持多靶点治疗，李先生迎来了
令人欣喜的复查结果：他的乙肝表面
抗原成功转阴！为了巩固治疗效果并
增强表面抗体，李先生严格遵循医
嘱。最新的检查结果显示，他真正实
现了乙肝临床治愈。

“在很多人的认知中，乙肝很难治
愈，会伴随人的一生，其实不然。”许烂
漫介绍，乙肝是一种由乙肝病毒感染
所致的血源性传染病，主要通过血液、
体液、性接触及母婴传播等途径。我
国乙肝母婴传播途径常见，而婴幼儿
感染90%以上可发展为慢性乙肝，很
难清除，加上乙肝病毒在抗病毒治疗
过程中容易变异耐药，影响治疗效果，
严重阻碍乙肝的治愈。

记者 陆麒雯 通讯员 郑瑜 张波

一觉醒来，41岁高管左耳聋了

“我的左耳像突然被灌了水
一样，闷闷的，听不清。”“一下就
发生了，好比电线短路、收音机没
调好台，耳朵里一直嗞嗞作响。”
“耳朵里的声音很刺耳，夜深人静
时更响，晚上也睡不好。”……

从医将近30年，宁波市第二
医院耳鼻咽喉科主任王凯每每在
门诊听到这些表述，心里便会“咯
噔”一声——这是突发性耳聋（以
下简称突聋）的典型表现。突聋有
黄金治疗期，治疗上需争分夺秒。
突聋本好发于 50岁-60 岁年龄
段人群，但他发现，近年来该病的
发病率有上升趋势，发病人群趋
于年轻化。过去一个月，该科室收
治了十余位突聋的住院患者，最
小的才16岁。

突聋发病前有什么征兆？为
什么越来越喜欢“招惹”年轻人？
生活中又该如何预防？

王凯为患者检查耳朵。

在门诊中，王凯经常提醒患者，
要像重视心梗一样重视突聋。“耳朵
与其他器官不同，内耳里只有一根血
管，堵塞就堵塞了。用通俗的话来说，
内耳缺血就像树枝干枯，浇点水营养
一下可能还能救回来，但如果完全枯
死，就恢复不过来了。”

很多人以为突发性耳聋“病如
其名”，是突然发作的，但实际上，
突聋可以是一天之内，也可以是几
天逐渐地听力下降。“突发性耳聋
是突然发生、病因未明的感音神经
性听力损伤，主要是因内耳血管痉
挛、内耳血管阻塞引起的缺血障
碍，使感觉声音的内耳Corti 器供

氧不足，从而影响听力。”他说，突
发性耳聋的诊断标准是72小时内
至少在2个连续的频率上听力损失
≥20dB。

“患有突发性耳聋的人，通常会
在早上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听不见
了。起病时，大多数患者会感觉到一
侧耳朵突然听力下降，少数患者会出
现双侧听力同时下降的情况。”王凯
介绍，就症状而言，突聋也有可能会
伴随着以下症状中的一种或多种，如
耳闷胀感、头晕、耳鸣等等。发现听力
下降的时候，一定要及早去医院诊
治。一般在7天以内开始治疗的话，
效果较好。

王凯说，目前突发性耳聋的病因
尚不明确，一般认为，突发性耳聋与
病毒感染内耳血液微循环障碍、头部
外伤、自身免疫以及变态反应等密切
相关。天冷血管收缩，引起内耳血液
微循环障碍等也是突发性耳聋发生
因素之一。另外工作生活压力大、精
神紧张、情绪刺激、作息不规则、睡眠
障碍等可能是突发性耳聋的主要诱
发因素。

他特别提到，年轻人发生的突发
性耳聋多是不良生活习惯所致，如熬
夜、长时间戴耳机、大量高脂饮食等。
特别是熬夜，很容易造成内耳血管神
经运动失调，引起血管痉挛，从而导
致内耳毛细胞损伤，引起突发性耳
聋。相比年轻人，老年人听力功能本
来就相对弱一些，如果身体过度劳

累，就更容易患上突发性耳聋。而且
一旦发病，症状往往来势汹汹，比较
严重。

日常生活中，我们该怎么做才能
远离突发性耳聋?王凯给出几点建
议：充分休息，避免过度劳累及剧烈
的情绪波动；改善不良听力习惯，保
持环境安静，避免噪声刺激；有高血
压、糖尿病等基础疾病时需积极控制
血压、血糖水平。他提醒，现在生活节
奏快，压力大，熬夜、过度疲劳，很大
程度上提高了突发性耳聋的发病率。
因此，工作、学习应劳逸结合，避免过
度疲劳和紧张，面对压力要注意调整
情绪，同时注意保暖等。如突然出现
眩晕、耳鸣、耳闷、听力下降等症状，
应及时就医。 记者 庞锦燕

通讯员 郑轲 朱晓晖 文/摄

天冷也是突聋发生因素之一

要像重视心梗一样重视突聋

高管突然耳聋：
“世界离我都遥远了!”

医生：熬夜很容易引起突发性耳聋

医生诊治乙肝患者医生诊治乙肝患者。。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