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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3日，全国爱耳日，24岁的小军收

获了一份特殊的礼物：经过手术，他在天津

市第一中心医院成功安装上了集采后的人

工耳蜗。

小军大学三年级时出现突发性耳聋，经

过治疗后，仅右耳恢复了部分听力。听说人

工耳蜗集采后降价，并且还纳入了医保报

销，他和父母第一时间来到医院，成为天津

市人工耳蜗集采落地后的第一批受益者。

“我们选的这款人工耳蜗，集采前要

20多万，对于我们家庭来说是一笔不小的

负担。现在有了集采和医保报销，为我们

节省了一大笔钱。”小军妈妈难掩喜悦。

小军今年参加了硕士研究生考试，已

经过了国家线。“有了人工耳蜗，我也不用

担心接下来的面试环节了。”

这一天，不仅是小军重获新“声”的日

子，也是无数听障患者迎来希望的日子。

2024年12月19日，第五批国家组织

高值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在天津开标，

人工耳蜗类耗材5家企业中选，单套价格

从平均20余万元降至5万元左右。2025

年3月1日起，天津、广东等多地陆续落地

执行人工耳蜗集采中选产品。

同样来做人工耳蜗手术的，还有一位

三岁的小朋友。此前在慈善组织资助

下，她已经安装了单侧人工耳蜗，这次父

母专门带她来安装对侧的人工耳蜗。

“双侧人工耳蜗可以提供双耳听觉，

帮助患者更好地定位声源，还能够提高

患者在嘈杂环境中的语音识别能力，改

善日常交流质量。对于儿童来说，安装

双侧耳蜗也更有助于其大脑发育。”天津

市第一中心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主任

王巍说。

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加速，人工耳

蜗植入治疗老年性耳聋的重要性日益

凸显。

“有调查显示，过去因人工耳蜗价格

较高，选择植入的老年听障患者不足

2%。新政策实施后，更多老年听障患者

实现听觉重塑不是望而不及的事了。”中

国听力语言康复研究中心副主任梁巍

说。

从多地对儿童人工耳蜗植入手术进

行资助，到多省份将人工耳蜗纳入医保

报销范围，再到如今人工耳蜗集采中选

产品陆续落地……我国在保障听障人士

福祉的道路上不断迈出坚实步伐。

王巍说，为应对可能增加的人工耳

蜗手术量，医院已储备了更多听力技术人

员和康复训练人员。

据悉，此次集采除临床常用产品外，

还有更加“高科技”的产品中选，满足患者

不同需求，其中既有能支持高场强（3.0T）

核磁的新一代人工耳蜗植入体，也有佩戴

更便利的一体式言语处理器（外机）。

为配合人工耳蜗集采政策落地实施，

国家医保局近日印发的《耳鼻喉科医疗服

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中，设立了

“人工耳蜗适配”“人工耳蜗植入”“人工耳

蜗取出”等项目，提供明确的收费依据。

“人工耳蜗纳入集采，意味着人工耳

蜗普及化的开始。”梁巍表示，从长远看，

更多学龄听障儿童能够回归普校，更多适

龄听障青年能够突破职业壁垒，更多老

年听障群体能够延续社会参与价值。

“这对我们听障患者来说，是实实在

在的好消息。”

“有了人工耳蜗，我更有信心能找到

好工作了。”

患者的话语，回响在记者耳旁。“听”

见希望，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已成为

触手可及的现实。 （据新华社北京3月
3日电记者徐鹏航、张建新）

新华社北京3月3日电（记者徐鹏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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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广州3月3日电（记者徐弘毅）
有人在嘈杂环境中戴耳机试图“以噪制

噪”，有人工作需要长时间戴耳机……如

何科学使用电子设备，远离噪声损伤？

专家提醒，人们在享受耳机带来诸多便

利的同时，更要重视爱耳护耳，保护听力

健康。

今年春节期间，家住广东阳江的15

岁中学生小李在通宵戴耳机玩游戏后，第

二天出现严重耳鸣、听力下降，在当地医

院被诊断为突发性耳聋，随后转至中山大

学附属第一医院耳鼻咽喉科住院治疗。

小李的主诊医生、中山大学附属第一

医院耳鼻咽喉科主任医师吴旋说，熬夜打

乱了人体生物钟，导致抵抗力下降，容易

受病毒侵袭；通宵长时间玩游戏使人精神

高度紧张、兴奋，导致小血管痉挛，影响内

耳血液循环；同时，长时间戴耳机，耳机产

生的高强度声音过度刺激内耳毛细胞，使

毛细胞受损甚至死亡，多重因素叠加引

发突聋。

“不当使用耳机等电子设备，有可能

对听力健康造成多方面不良影响。”吴旋

说，长时间戴耳机可引起不可逆的听力下

降，耳机音量过大则会损伤内耳毛细胞，

引发异常神经电活动，出现耳鸣。此外，经

常戴耳机的人容易出现听觉疲劳等问题。

据吴旋介绍，近年来，由于耳机使用

不当造成听力损伤的患者不在少数，其中

以学生群体居多，也不乏话务员等从业人

员，相关人群的爱耳护耳意识亟待加强。

如何科学使用耳机等电子设备，才能

更好保护听力健康？吴旋建议，首先要控

制好耳机音量，不要超过60分贝。其次，

对于相关从业人员，连续佩戴耳机不应超

过1个小时，每天佩戴耳机累计不应超过3

小时，其间要让耳朵得到适当放松休息。

专家提醒，在地铁、公交车、马路等嘈杂环

境中，佩戴耳机“以噪制噪”不可取，高强

度的耳机声音容易造成听力损伤。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耳鼻咽喉科

耳专科副主任陈垲钿表示，人们在使用耳

机等电子设备时感到耳部不适，例如出现

听力下降、耳痛、耳鸣等情况，应当立即停

止使用，让耳朵休息，并及时就医。此外，

老年人出现听力减退时，应先咨询专业耳

科医生了解可能病因及治疗方案，谨防不

当使用助听器延误病情，甚至加重耳聋。

预防听力损失
专家来支招

据新华社西安3月3日电（记
者蔺娟）今年3月3日是第26个全

国爱耳日，主题是“健康聆听，无碍

沟通”。什么是听力损失？听力损

失的原因有哪些？听力损失的治

疗方法有哪些？生活中如何避免

听力损失？记者采访了相关专家。

“听力损失，是指听觉传导通

路因器质性或功能性病变而造成的

不同程度的听力减退。”空军军医大

学西京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主任

医师查定军说，听力损失分为传导

性听力损失、感音神经性听力损失

和混合性听力损失三类。传导性听

力损失主要由外耳和中耳疾病引

起，感音神经性听力损失则与内耳

和听神经病变有关，而混合性听力

损失则是两者兼有。听力损失的原

因多种多样，主要包括遗传性因素、

耳部外伤及炎症、噪音、耳毒性药

物、年龄因素等。

查定军介绍，针对听力损失，

临床上常用的干预手段包括药物治

疗、验配助听器、植入人工耳蜗以及

手术、听觉康复训练等。急性感音

神经性聋，如突发性聋，常以药物为

主要治疗手段；对于传导性聋，如鼓

膜穿孔、中耳炎、中耳肿瘤等可采

取手术治疗。助听器适用于传导

性聋和感音神经性聋的轻度至重

度耳聋患者。对于各种原因导致

的重度和极重度感音神经性聋，可

以选择人工耳蜗植入。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耳鼻

咽喉头颈外科医生何星辰表示，保

护听力健康除了做到早就诊、早干

预，预防听力损失也尤为重要。她

建议，要远离噪声，若长期暴露在

噪声环境中应戴隔音用耳塞、耳

罩；减少使用耳机，遵循“60-60原

则”，即耳机音量不超过最大音量

的60%，每次使用耳机的时间不超

过60分钟；避免用棉签等异物掏

耳，如果耳垢较多，可以到医院请

专科医生处理；避免使用链霉素、

庆大霉素等耳毒性药物。

帮助更多患者“听得见、说得出”

耳鼻喉科价格立项指南发布

迎来“听”见希望的特殊礼物

3月3日，在河南省开封市河南大学幼儿园金明园区教室里，保健老师与孩
子互动做护耳游戏。 新华社发（石斐摄）

科学使用耳机 远离噪声损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