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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说起中耳炎，很多人都知道

流脓及耳聋是它的常见表现。然

而，也有一些中耳炎患者，症状不

明显，容易漏诊或误诊。中山大学

附属第一医院耳鼻咽喉科近日收

治了一位14岁青少年耳聋患者，诊

断为左耳隐匿性中耳炎。经过耳内

镜微创手术，左耳听力恢复正常，

现已康复出院。

专家提醒，隐匿性中耳炎是儿

童及青少年致聋常见原因。家长要

注意孩子耳聋一些可疑信号，如看

电视或手机音量开得很大或叫唤

孩子时不理睬，建议及时带孩子就

诊。

隐匿性中耳炎是一种非化脓

性肉芽性中耳炎，无鼓膜穿孔及耳

流脓，最常见病因是既往前期急性

中耳炎，处理不及时或者没有治

愈。隐匿性中耳炎由于症状不明

显，无耳痛耳流脓，如果儿童及青

少年时期的孩子不主动沟通，较难

引起家长的注意，容易延误病情，

可引起鼓室粘连、听骨腐蚀导致耳

聋，长期耳聋可造成儿童患者言语

发育迟缓、反应呆滞等，青少年患

者出现社交障碍及性格改变如沉

默寡言等。

专家建议，有急性中耳炎发作

病史(常见症状是感冒后耳痛)的孩

子，家长需按照医嘱，规范治疗急

性中耳炎，并关注小孩听力变化情

况，必要时隔 3~6 个月定期进行耳

科检查，避免发生因隐匿性中耳炎

致聋的情况。 （据《广州日报》）

面临压力时，来自伴侣的拥抱

会对你的心态产生什么影响？一项

新的研究表明，拥抱有助于女性缓

解压力。遗憾的是，对于男性来说，

这种影响并没有那么强大。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日前报

道称，发表在学术期刊《公共科学

图书馆：综合》上的一项研究表明，

与没有爱人拥抱的女性相比，76名

女性与爱人拥抱后，其皮质醇(一

种压力激素)分泌量明显减少。荷

兰神经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帕克海

瑟表示：“皮质醇会影响回忆，这会

使人们在面对压力时更加困难。而

与伴侣的接触会让人释放一种叫

做催产素的神经递质，它被称为

‘爱情荷尔蒙’，可以降低皮质醇水

平，从而缓冲压力。”

然而，研究结果显示，与女性

相比，拥抱对于男性的效果尚不明

显。帕克海瑟认为，这也许是受社

会因素影响，拥抱对于许多男性来

说是一种尴尬的行为，此外也可能

与男性和女性生理上的触觉感受

器不同有关，“我们没有在男性身

上发现这种效果，并不意味着它不

存在。”他补充道。同时，专家还提

醒，人们对拥抱的反应存在个体差

异，最好是在考虑到接受者感受的

情况下提供拥抱。 （据《今晚报》）

拥抱可助女性缓解压力

天津中医药大学附属南开中

医院医师杨俊燕提示，在家自己拔

罐，有些误区要避开。

误区一：拔罐后就洗澡。一些

人拔罐后，习惯稍微休息就去洗

澡，这样做是不对的。拔罐后，皮肤

非常脆弱，这个时候洗澡很容易导

致皮肤破损、发炎。建议先洗澡再

拔罐，或者拔罐后休息 5 小时以后

再洗澡。

误区二：拔罐时间越长越好。

其实，拔罐的主要原理在于负压而不

在于时间，如果在负压很大的情况下

拔罐时间过长，可能会导致皮肤出现

水泡，或引起皮肤感染。建议将拔罐

时间控制在10~15分钟为宜。

误区三：同一位置反复拔。有

些人拔一次罐子不过瘾，转天在同

一位置继续拔罐，觉得这样效果会

更好。一般情况下，如果上次拔火

罐部位的紫红印记还没有完全消

失，是不能在紫印部位连续拔罐

的，否则不但不能缓解疼痛，还可

能带来更多的问题。（据《今晚报》）

在家自行拔罐避开这些误区

吃得慢更长寿

吃东西细嚼慢咽有很多

好处，也更长寿。如果你是中

老年人或有胃病或在体重超

重时，更应尽可能保持细嚼

慢咽的习惯。

日本早稻田大学科学家

在《科学报告》杂志上发表的

一项小规模人体研究结果显

示：只要吃慢点、多嚼几口、

多感受食物的味道，就能消

耗更多的热量，有助于减肥。

从另外一个角度讲，细嚼慢

咽容易刺激大脑中枢产生饱

腹感，进食总量反而减少，有

利于控制血糖、脂肪等吸收

量。

细嚼慢咽对胃较友好，

食物在口腔内反复咀嚼变得

细小，混入更多的唾液淀粉

酶和唾液，到达胃腔后更容

易让胃进行搅拌、胃酸杀菌，

完成食物吸收的初加工。同

时，还能减轻食物对食管胃

黏膜的物理和化学刺激，硬

的食物变得柔软、烫的食物

温度下降，可以保护胃黏膜。

细嚼慢咽对牙齿也是一

种保护，不仅可避免食物中

掺杂的砂子骨头之类损伤牙

齿，而且反复咀嚼，还能锻炼

咬肌和面部肌群。此外，细嚼

慢咽，还能舒缓紧张、焦急的

情绪。

日常做到细嚼慢咽，就

是每一口进食量要少一点，

慢慢地进行咀嚼，每一口进

食咀嚼不少于五次，直到有

唾液渗出混入食物，慢慢地

咽下，完成后再吃第二口或

喝点汤。 （据《健康时报》）

作为一名运动达人，陈思思每

周都会到健身房锻炼 3 次，每次锻

炼近一个半小时，然而近期她却因

为跳健身操受了伤。“当时运动时

没有穿运动鞋，光着脚跳健身操，

脚的发力方式不对。”陈思思回忆

道，跳完后脚特别疼，走不动路，到

医院检查后发现是肌腱炎。

如何避免运动受伤？昆明医科

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运动医学科主

任李彦林介绍说，健身操是很多年

轻人运动锻炼的方式，有的健身操

节奏较快、运动量大。“一些看似简

单的动作，实则侧重于下肢运动，

对髋关节、膝关节等部位负担较

重，练习不当容易导致关节扭伤或

韧带拉伤。”

李彦林建议，刚接触健身操的

新手应该把节奏放慢一些，循序渐

进、量力而行，逐渐增加运动时长，

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合理安排运动

量。可以从 20 分钟开始，慢慢增加

跳操时间，每天锻炼时间控制在

30~60分钟，不能锻炼过度，运动后

出现疼痛加剧等情况，应尽快到医

院就诊。

“除了跳健身操，喜欢健身的

年轻人还可以选择游泳、健步走等

方式增强体质、减脂塑形。”李彦林

说。 （据《工人日报》）

跳健身操应适度 避免求快求量

这种中耳炎致聋“静悄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