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 卷第 !" 期
"##$ 年 !" 月

%%%%%%%%%%%%%%%%%%%%

中国当代儿科杂志
&'() *&+),-./ 0-1(2,3

4+56!! 7+6!"

8-96"##$

!收稿日期""##$ :#; :!!#!修回日期""##$ :#= :J!

!作者简介"黎惟广$男$研究生$副主任医师$科主任% 主攻方向&新生儿急救及围产期脑损伤%

论著'临床研究

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噪音对早产儿听力及智力发育的影响

黎惟广!

!蒋红斌!

!甘恬!

!周文新"

!陈鸣J

"广西桂林市人民医院%!6新生儿科$ "6听力检测室$ J6G超室! 广西 桂林%VQ!##"#

%%!摘%要"%目的%一些基层医院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7C&P)中高于 =# 1G噪音很常见% 该研究旨在探讨

7C&P噪音对早产儿听力及智力发育的影响% 方法%7C&P中呼吸窘迫综合征需机械通气治疗的早产儿 !## 例$随

机分为 " 组$其中观察组呼吸机治疗时使用耳罩$对照组呼吸机治疗时不使用耳罩% 呼吸机治疗结束后$分别进行

听性脑干诱发电位*头颅G超*婴幼儿智力发育测评% 结果%呼吸机治疗结束后 " aJ 1$观察组总听力损失("JU

XAQ=U)和轻度听力损失比例(!VU XAJVU)明显低于对照组("O#6#V)#头颅 G超检查早产儿脑室周围M脑室内

出血与脑室周围白质软化发病率$发现观察组低于对照组("!U XAQ"U#"O#6#V)#生后 ; 个月及 !" 个月时观察

组智力发育指数及运动发育指数明显高于对照组("O#6#V)% 结论%7C&P噪音可造成早产儿轻度听力损失$还可

使早产儿脑室周围M脑室内出血与脑室周围白质软化发生率上升$智力发育落后$而配戴耳罩可以减轻此类不良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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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7C&P) 中噪音对新生儿

影响近年来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Z-)

!!"认为

7C&P噪音是新生儿耳聋的高危因素之一% 7C&P噪

音对新生儿听力影响国内研究不多$但是国内基层

医院的 7C&P的噪音高于 =# 1G(H)很常见$我院

7C&P也如此% 为探讨 7C&P中机器噪音对早产儿

听力*智力发育的影响及耳罩预防作用$本研究对我

院7C&P中 !## 例早产儿进行临床观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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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对象与方法

$6$H对象与分组

!## 例早产儿均为我院 7C&P"##J 年 ; 月至

"##< 年 !# 月收治的因新生儿呼吸窘迫综合征

(>8E)用常频机械通气治疗的患儿% 随机分为观察

组和对照组% 观察组&V# 例$有 J 例因死亡*失访或

不符合条件等而被排除$Q= 例入组% 其中男 "$ 例$

女 !< 例#体重 $<# a! V## Y"J 例$! V#! a" V## Y"Q

例#胎龄 "< aJ! 周 "! 例$J" aJV 周 "; 例% 胸片改

变
+

级 "Q 例*

,

级 "! 例*

-

级 " 例% 机械通气治疗

时间&" aV 1 "; 例$; a!Q 1 !< 例$ R!V 1 J 例% 伴

高胆红素血症 J= 例% 对照组&V# 例$有 = 例因死

亡*失访或不符合条件等而被排除$QJ 例入组% 其

中男 "= 例$女 !; 例# 体重 $<# a! V## Y"J 例$

! V#! a" V## Y"# 例#胎龄 "< aJ! 周 !< 例$J" aJV

周 "V 例% 胸片改变
+

级 "" 例$

,

级 !< 例$

-

级 J

例% 机械通气治疗时间&" aV 1 "V 例$; a!Q 1 !;

例$ R!V 1 " 例% 伴高胆红素血症 J" 例% 两组间临

床资料经统计学处理差异无显著性("R#6#V)$具

有可比性% 两组患儿机械通气的呼吸机及撤机后

使用的暖箱品牌均相同$机器噪音相同$耳罩相

同% 上机前头颅G超检查排除脑室周围M脑室内出

血(04DMC4D)及脑室周围白质软化(04K)$并排

除重度窒息*用耳毒性药物*母孕期病毒感染*脑

膜炎*先天听力器官畸形$及治疗中出现胆红素脑

病等情况%

$6!H方法

观察组用耳罩罩住早产儿整个外耳并固定在婴

儿头部固定架上进行呼吸机治疗(根据耳形大小选

复苏面罩型号$用实木堵塞复苏面罩进气孔来做耳

罩)% 对照组则用网罩头部固定气管导管呼吸机治

疗$两组常频呼吸机治疗均符合新生儿常频机械通

气常规!""

$其他并发症的治疗方法均相同% 呼吸机

治疗结束$置于暖箱内继续治疗$" aJ 1 后病情许

可$进行听性脑干诱发电位(2T1(,+3BF32()A,-.3-M

A/+)A-$ HG>)检测及头颅 G超检查$并对两组间发

生听力损失及 04DMC4D和 04K例数结果进行比

较$对存在听力损失及脑损伤者予脑细胞保护剂治

疗(神经节苷脂 "# .YlVU葡萄糖注射液 J# .K静

脉点滴)$!# a!Q 1为 ! 个疗程$! 个疗程c月$持续 $

个月% 第 ! 疗程后除接受常规育儿指导外$还通过

对家长按新生儿行为和 # aJ 岁教育进行培训$每 J

个月一次$对早产儿进行全面早期教育(包括认知*

语言*交往能力和情感等)$在此基础上重点进行运

动训练$如全身按摩*被动体操$每天 " 次$每次

V a!V .()#并按照婴儿运动发育规律做俯卧抬头*

拉坐*翻身*爬*站和走的主动运动训练$连续康复治

疗 ! 年%

$6&H听力测试

呼吸机治疗结束后 " aJ 1$病情许可时进行

HG>测试$于生后 ; 个月再进行HG>检测% 应用美

国7(9+5-,公司生产的 4([()Y5X诱发电位仪$耳机为

7(9+5-,LC0MJ## 插入式$进行HG>检测$每组新生儿

均经耳科常规检查及声导抗测试$排除外耳道及中

耳疾病后$在 !#U水合氯醛诱导入眠后进行%

听力损失分级标准以单耳 4波反应阈值

RJ# 1GDK作为 " aQ [DKZ范围听损失指标% 听力

损失程度判定&轻度听力损失(4波反应阈值IJ; a

V# 1GDK)$中M重度听力损失(4波反应阈 IV! a$#

1GDK)$极重度听力损失 (4波反应阈值
!

$!

1GDK)

!J"

%

$6SH噪音测定

采用HfD;"!<H测量仪测量$按城市区域测量

方法$以等效声级K2-Y表示$单位为 1G% 呼吸机治

疗时7C&P噪音&白天治疗高峰时段 <# a<V 1G$低

峰时段 ;# a;V 1G#夜间治疗高峰时段 =V a<# 1G$

低峰时段 ;# a;V 1G%

$6%H超声诊断

按中华医学会儿科学会新生儿学组提出的早产

04DMC4D与04K诊断建议!Q"

%

$6(H智能发育测评

生后 ; 个月及 !" 个月分别进行婴幼儿智能发

育测评(&8&&)! 次% 神经运动检查采用 H.(+5ML(M

A+)方法!V"

% 婴幼儿智力测查采用中国标准化的贝

来量表(&8&&)

!;"

%

$6TH统计学方法

数据用 E0EE !#6# 软件进行分析$计数资料采

用
!

" 检验$计量资料采用@检验$"O#6#V 为差异有

显著性%

!H结果

!6$H两组听力评估

发现对照组的总听力损失 "# 例和轻度听损失

!V 例$均明显高于观察组("O#6#V) (表 !)$中M重

度听力损失在两组间差异无显著性% 生后 ; 个月

时$两组间的总听力损失*轻度听力损失及中M重度

听力损失差异无显著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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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H两组头颅G超检查

本研究发现观察组发生 04DMC4D和 04K的比

例低于对照组("O#6#V)(表 !)%

!6&H两组智力及运动发育比较

观察组生后 ; 个月及 !" 个月时智力发育及运

动发育指数均高于对照组("O#6#V)(表 ")%

%%表 $H两组新生儿期听力学评估比较 例(U)

组别 例数
总听力

损失

轻度听力

损失

中M重度

听力损失

04DMC4D

及04K

对照组 QJ "#(Q=) !V(JV) V(!") !<(Q")

观察组 Q= !!("J) =(!V) Q($) !#("!)

!

" 值 V6J! Q6<; #6"Q Q6QQ

"值 O#6#V O#6#V R#6#V O#6#V

%表 !H两组智力发育指数及运动发育指数比较
(KbC)

组别 例数
智力发育指数

; 个月 !" 个月

运动发育指数

; 个月 !" 个月

对照组 QJ =; b!# <V b!# =Q b!" <! b!!

观察组 Q= <; b!# $" b!! <Q b!# <= b!!

@值 Q6V= "6<! Q6"$ "6<;

"值 O#6#V O#6#V O#6#V O#6#V

&H讨论

近年来国外有关噪音对新生儿听力影响越来越

受到重视$美国第五次 7C&P设计报告提出&建议

7C&P持续噪音限制在
"

V# 1G(H)$脉冲噪音限制

在
"

VV 1G(H)% 国内尚无此方面的标准或建议%

HG>作为听力筛查的方法之一$反映了耳蜗*听神

经和脑干听觉径路的功能$可以筛查从外周听功能

到大脑皮层的整个听觉通路$对听力损伤既可以定

性又可以定量$无疑成为新生儿听力筛查客观*准

确*全面的金标准% 噪声引起听力损伤的机制主要

有机械性*血管性和代谢性$ 这三者相互联系$彼此

影响% 机械学说认为高强度的噪声可引起强烈的迷

路内液体波动$ 在蜗管内形成涡流$ 冲击耳蜗螺旋

器$ 可出现不同程度的机械性损伤$ 如毛细胞静纤

毛的损伤*前庭膜破裂*网状层穿孔*毛细血管出血$

严重时螺旋器可从基底膜上剥离% 孙?等!="报道

噪声暴露不仅引起外毛细胞的损伤$还可以引起内

毛细胞及传入神经纤维的损伤$ 机械性损伤又可加

重或继发生化代谢的改变% 代谢学说强调毛细胞*

支持细胞酶系统严重紊乱导致氧化代谢障碍$ 能量

不能生成$细胞死亡% 其中氧自由基学说和&2

" l超

载学说较为共识$有学者发现细胞凋亡是噪声性耳

蜗损伤的途径之一$周彬等!<"发现$在噪声暴露耳

蜗中$存在着细胞凋亡$在声损伤后的 ; ' 即有细胞

凋亡的出现$在损伤后的第 J 天达到高峰$然后逐渐

下降$致 !Q 1仍未消失$这与 HG>所反映的听力损

失有一定的关系% 噪声暴露后耳蜗内可产生大量的

氧自由基$同时内耳抗氧化物质及相关酶类活性增

强$氧自由基参与了噪声性耳聋的发生#同时在噪声

暴露时$内耳血流量的减少以及随后的再灌注损伤$

能够引起清除自由基的酶及其代谢产物的耗竭$使

毛细胞兴奋性氨基酸过度释放% 周彬等!$"进一步

实验结果表明$氧自由基的大量产生和抗氧化防御

系统能力的下降所导致的细胞凋亡$很可能是通过

*7̀ 信号途径$噪声暴露致 *7̀ 活化很可能是由于

氧自由基中毒造成的% 血管学说认为强噪声损害了

耳蜗微循环导致耳蜗缺血和缺氧$ 造成毛细胞及螺

旋器的退行性病变% 噪声对内耳的影响$ 目前普遍

认为超高强度以上的噪声以对毛细胞产生直接的机

械损伤为主$ 中高强度噪声以代谢性损伤为主$ 中

强度噪声则同时引起以代谢和血管障碍为主的病

变% 婴儿对听力敏感决定于耳蜗和听神经发育程

度$在胚胎 "Q 周左右耳蜗的形态和听神经的分化基

本完成$"< 周时则对音响刺激已具有充分的反应能

力% 所以早产低体重儿不是7C&P中新生儿影响听

力筛查通过率的主要因素%

国外文献报道7C&P中新生儿听力下降发生率

"#U aQ#U

!!#"

% 孙建华等!!!"报道 7C&P中重症患

儿及高危儿听力障碍发生率中$早产儿组听力障碍

比率为 JQ6#$U$出生体重O! V## Y者阳性率尤高$

接受机械通气组为 Q#U% 本研究发现7C&P中机器

噪音对新生儿听力有影响$ 对照组听力损失的比率

高于国内外报道高限(Q#U)$表现在轻度听损失比

率增高$但生后 ; 个月听力学评估比较差异无显著

性$ 这可能与7C&P中噪音强度中等度$持续时间不

长及连续康复治疗有关$另外还可能与噪声暴露后

外毛细胞有自我修复功能有关!!""

% 据报道耳罩可

降低周围环境噪音水平约 = 1G$并使声压降低

V#U

!!J"

% 大量的统计资料表明$环境噪音水平低于

<# 1G以下$一般不会导致耳聋!!Q"

% 我院 7C&P中

噪音在白天治疗高峰时段为 <# a<V 1G$夜间治疗

高峰时段为 =V a<# 1G% 那么使用耳罩的观察组患

儿感受到的实际周围环境噪音水平应小于 <# 1G$

观察组呼吸机治疗时用耳罩$听力损失发病率

("JU)$接近国外报道的低限("#U)% 新生儿听损

伤还与多种高危因素共存$陈平等!!V"报道$当新生

儿高胆红素血症与缺氧缺血性脑病*极低出生体重

同时存在时$听力损伤的几率相应增加$听力损伤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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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也随之加重$故在治疗过程中还需注意这些高

危因素%

早产儿 04DMC4D与 04K的发病机制极其复

杂$是多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研究表明$脑血管未

成熟$包括脑室周围血管解剖及生理因素$压力被动

脑循环和脑血管自我调节功能损伤 是早产儿 04DM

C4D与脑室周围白质损伤发生的重要因素!!;"

% 由

于7C&P环境噪音而引起的新生儿觉醒时间的延长

和随之引起的哭吵$是新生儿疾病和低氧血症的一

个潜在原因$动脉氧压*血压和颅内压的波动可导致

缺氧性脑损伤% 有研究显示$新生儿在其大脑快速

发育期间置留在 7C&P环境里$可能会经历无数次

噪音的严重影响$潜在的结果包括脑血管的脆性增

加% 早产儿尤其脆弱$他们未发育成熟的中枢神经

系统使他们处理压力的自主调节能力降低$不能选

择性地限制或阻止噪音刺激的侵入及其他有害性刺

激对生理平衡的重要影响!!="

% 本研究对照组早产

儿04DMC4D与04K比例高于观察组$智力发育落

后$可能与7C&P环境噪音导致动脉氧压*血压和颅

内压的波动而引起压力被动脑循环和脑血管自我调

节功能受损$脑室周围白质局部缺血$谷氨酸及氧自

由基等产生增多有关% 还可能因噪音导致人机对抗

增多$镇静剂使用增多有关$因动物实验证明这些药

物可引起大鼠神经细胞大量凋亡%

本研究结果显示$7C&P嗓音可造成早产儿轻度

听力损伤和智力发育落后$还可导致早产儿

04DMC4D与04K发生率上升$而配戴耳罩可以减轻

这些不良影响% 由于本研究病例数较少$为了更好

地分析不同病因*病情*噪音等高危因素对新生儿听

力的相互影响$还有待于进一步多中心联合$在较大

样本数上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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