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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岁女童为何莫名其妙听力受损？
孩子满月后父母整天让她听早教音乐
提醒：谨防家庭噪音对孩子听力造成永久性伤害

“本来是想让孩子从小在音乐的氛围中长大，乐感好些，没想到差点害了她！”昨天，张
女士后悔不迭。

宁波市康复医院耳鼻喉科黄加祥副主任医师说：父母给孩子创造音乐环境的心情可以
理解，但长期让孩子处在噪声中，孩子的耳朵实在太受罪了。孩子的听觉器官非常娇嫩，更
需要家长细心呵护，谨防家庭噪音对听力造成永久性伤害。

3岁女童听力比同龄孩子差

张女士的女儿小名豆豆，刚过了3周岁
生日。

“我很喜欢音乐，但是没有机会走上音乐
道路，就把这个梦想寄托在女儿身上了。”张
女士说，女儿还在肚子里时，她每天都会坚持
音乐胎教一小时。女儿出生后，自己更是不
遗余力地为她创造音乐环境。

豆豆满月后，张女士买了个蓝牙小音箱。
“我觉得，让孩子在音乐的氛围里耳濡目染最
重要。小音箱和手机蓝牙连接后，不用插线就
能放音乐了。我一般把音箱放客厅，声音调到
中等，女儿在家里各个角落都能听到音乐。除
了睡觉或讲故事时间，音箱都开着。”

张女士给女儿听的音乐主要是儿歌，还
有些流行音乐和钢琴曲。去年夏天起，还加

入了大量的英文童谣。“既有音乐氛围，又有
英语环境，我想着这样长期熏陶下来，应该会
有帮助。”让张女士开心的是，女儿在音乐上
的确比同月龄的孩子要“有感觉”，能唱不少
儿歌，还能用小手准确地打拍子。

可春节前，张女士注意到了异样——不
知道什么时候起，女儿总喜欢自己去把小音
箱的声音调大些，早教机的声音也开得越
来越大。平时喊她，反应似乎也比以前要慢
一些。

“你们家孩子这样长期听音乐，会不会影
响听力啊？”邻居偶然间的提醒，让张女士慌
了神。经过检查，出生时听力正常的豆豆，目
前听力和听感知能力都低于同龄的孩子，需
要及时进行矫正。

父母给孩子听音乐要注意音量和时间

宁波市康复医院耳鼻喉科医生黄加祥
说，婴儿和幼儿的听觉器官非常娇嫩，有些成
人认为并非特别响的声音，都可能给孩子带
来伤害。

比如像豆豆这样，从满月起就每天长时间
听音乐，耳朵承受的压力的确很大。父母给孩子
听音乐，做环境熏陶，一定要注意音量和时间。

“音量一定要轻柔。有个判断标准，音量
不要超过日常对话的声音。如果音乐声超过
或等同于平时大声讲话的声音，对婴幼儿显
然就成了噪音。另外，像架子鼓、爵士鼓之类
的声音虽然好听，对幼儿来说，就是噪音了，

不要让过小的孩子接触。”
在时间方面，最好每半小时至一个小时，

就暂停乐声，让孩子在安静的环境下得以休
息。当然，能不用耳机就不要用耳机。

黄加祥解释，家庭噪音有一定隐蔽性，当
事人往往因为“适应”而忽略了。家庭噪音主
要会引起幼儿内耳毛细胞、毛细血管形态及
其功能损伤，从而导致小儿听力下降、耳聋或
其他听力障碍。听力的下降和丧失有一个过
程，但是孩子很难准确表达。他建议，一旦发
现自己孩子的听力出现异常，应及时到医院
进行检查，避免错过最佳治疗时机。

父母呼噜声音响会否影响同床睡的孩子听力

“我和妻子睡觉时打呼噜的声音很大，双
胞胎孩子都和我们同床睡觉，会不会对听力
有影响？”年轻爸爸朱先生很担忧。

“我总觉得自己打呼噜的声音起码有70
分贝。”朱先生虽然没有专门测过自己打呼噜
有多少分贝，但可以肯定的是，声音真的不
低。出差时，同屋的人往往“苦不堪言”。同
时，妻子打呼噜的声音也不小。在父母呼噜
声构成的“环绕立体声”萦绕之下，孩子的听
力会受影响吗？

“父母有这样的意识是件好事。”黄加祥
说，不过，在他几十年的门诊中，还没有碰到
过因为父母呼噜声影响孩子听力的例子。

“我建议，睡着的时候，可以请家人在隔
壁房间听听看。如果隔壁能听到，这证明呼

噜声的确不轻。还有一个重要指标是时间，
如果只是偶尔打呼噜，或者一晚上打半个小
时一个小时，没什么事。要是一整晚大声打
呼噜，对孩子的听力的确是负担，也会影响孩
子睡眠。”

另外，房间如果狭窄、封闭，不利于噪音
扩散。相反，如果窗户开着，门留着缝，空气
流通，也能降低呼噜声的影响。

黄加祥建议，如果通过家人的“监测”，发
现大人的确长时间大声打呼噜，建议可以考
虑和孩子分房睡。或者，大人可
以改仰睡为右侧睡，这样，呼噜
声会明显减轻。

记者 王颖 通讯员 毛文琴

男子因关闭手机被行拘
原来他是缓刑人员
关手机脱离监管超15天

本报讯（记者 马涛 通讯员 应伟健）在缓刑社区矫正
期间，孙某出外时擅自关闭了手机，导致司法人员无法与之
取得联系。记者昨天从奉化警方获悉，已对孙某的这一行
为作出行政拘留7日，并处罚款200元的处罚。

孙某今年29岁，奉化萧王庙街道人。去年7月，孙某因
盗窃罪，被当地法院判处缓刑，依法到司法所进行社区矫
正，时间为2016年7月15日，到2018年7月14日。按照规
定，除了要定期向司法所汇报相关情况外，还应遵守信息化
核查规定，保持手机畅通以方便联系。

然而，就在今年2月，司法所在联系孙某了解近况时，却
发现其手机已经关闭了，多次拨打仍是如此。工作人员赶到
了他家，结果孙父也不知道儿子去了哪，也没法联系上。随
后，工作人员又找到了孙某的担保人，通过短信等方式给孙某
留言，要求其尽快回复手机畅通并与司法所联系。直到好几
天后，孙某才来到了司法所。让他没有料到的是，因为他擅
自关闭手机通讯的这一行为，已经违反了相关法规。

“孙某关闭手机，脱离监管超过了15天。”民警表示，根
据规定，社区矫正人员持有的定位手机不得设置呼叫转移、
人机分离、恶意关机和欠费或交给他人使用等，否则，当事
人将面临法律的惩处。

据孙某交代，去年底，家里人给他安排了相亲对象，但
他自己有心仪的对象。经不住父母亲的唠叨，孙某烦不胜
烦，就离开家到了奉化城区，为了躲避父亲的“电话骚扰”，
他干脆关掉了手机。

孙某懊悔地说，他对自己社区矫正人员这一身份认识
不强，再次犯下了错误，让他教训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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