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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专刊
本刊与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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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视界

市卒中急救地图
完成评审工作

平顶山金融圈

市中医医院
冬病夏治“三伏贴”
预约已开启
7月16日将正式进入
穴位贴敷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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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需8毫升外周血

即可实现消化道肿瘤
早诊早治

腿脚疼痛
就买膏药治骨刺？
别被不良商家误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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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过完端午假期，由于声音嘶
哑、咽喉疼痛、讲话费力，广州市民王女
士不得不去医院耳鼻喉科“报到”。原
来，假期时王女士辅导孩子写作业，经
常吼娃，声带突然出了问题。“明明我喝
水润喉了，吼的声音也不大，为什么还
会哑嗓子？”她感到费解。

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从中山大学
孙逸仙纪念医院耳鼻喉科获悉，最近两
个月，不时有用嗓过度的患者就诊，既
有敬业尽职的老师，也有恨铁不成钢的
家长，有些人用嗓习惯不正确，导致嗓
音病急性发作。

医生提醒，随着期末考试的临近，
辅导孩子写作业时，家长和老师除了提
防心脑血管疾病，还要警惕嗓音病，讲
话时不要频繁喝水，少作“长篇大论”，
不要突发“狮子吼”，而应加强自我情绪
疏导，对“神兽”多些温柔和耐心。

嗓音病偏爱“急性子”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院长助
理、耳鼻喉科主任郑亿庆教授介绍，嗓
音常被称为人们的第二“名片”，一旦出
了问题，不仅给日常交流带来不便，也
影响个人形象。近年来，嗓音疾病的患
病率逐年增加，主要包括由于嗓音滥用
或心理因素导致的功能性发声障碍及
器质性嗓音疾病。器质性嗓音疾病以
反流性喉炎、急性感染性喉炎及声带良
性病变最为多见。

郑亿庆教授介绍，嗓音疾病患者以
女性居多，好发于性格外向、性情急躁
者。在女性器质性嗓音疾病患者中，

15%的患者存在内分泌异常。
郑亿庆教授介绍，以下三类人更容

易患嗓音疾病：1.职业用嗓人群。教师、
接线员、播音员、主持人、演员、歌手、
窗口行业人员、推销员、售货员等职业
用嗓人群。嗓音疾病被称为教师的

“职业病”。根据国内学者的研究，中
小学及幼儿园教师嗓音疾病的总体患
病率为 33.81%，远远高于普通人群 6%
的发病率。其中，肥厚性声带炎、血管
性声带炎、声门闭合不全、声带小结、
声带息肉等都是教师较为常见的嗓音
疾病。2.吸烟饮酒人群。长期吸烟、年
龄40岁以上的男性，有咽喉不适症状或
声音嘶哑超过一个月，需及时就医。3.
儿童。儿童活泼好动、话多，大喊大叫、
大哭大笑或发声方式不当等容易患嗓
音疾病。

语速快、大嗓门易中招

郑亿庆教授介绍，嗓音的产生机
制较为复杂，由肺部的空气动力，声带
的运动与振动，咽腔、鼻腔、口腔及唇
齿舌等的构音与共鸣协同作用产生，
涉及音量、音调、音质、声时及共鸣等，
任何一方面出现异常，即可发生嗓音
障碍与疾病。其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
方面：

1.嗓音滥用与不良生活习惯。嗓音
滥用包括说话音量过大，也就是俗称的

“大嗓门”，音调异常，说话太多或时间
太长，语速太快，欠缺停顿、换气，发声
过于用力，常清嗓或咳嗽，呼吸与说话
不协调等。不良生活习惯包括：过度劳

累、抽烟、酗酒、熬夜、喜辛辣饮食、生理
期过度用声等。

2.感染与炎症。上呼吸道感染、喉
炎、鼻窦炎、过敏、扁桃体炎、支气管炎以
及一些特殊感染，如喉结核及真菌感染
等均可引起嗓音疾病。

3.全身疾病。嗓音衰老、听力缺失、
胃食道反流、内分泌功能异常、神经源
性疾病、声带运动减弱、精神心理性嗓
音疾病等全身性情况均可引起嗓音疾
病。

4.发音结构异常。如声带沟、声带
瘢痕等结构异常均可引起嗓音异常。

护嗓遵循五原则，喝水润
喉有讲究

郑亿庆教授建议，预防嗓音疾病，
应该遵循5个原则：

1.培养良好的用声习惯。讲话要适
量，切勿过度用嗓。生病尤其感冒的时
候，尽量少用嗓，此时声带黏膜充血水
肿，容易产生病变。女性经期尽量减少
用嗓，注意休息。

有些人喜欢在讲话间频繁喝水“润
嗓”，实际上未必是护嗓的好方法。中
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耳鼻喉科杨金
珊医生表示，用嗓过程中频繁、大量喝
水，可能冲淡声带自身分泌的黏液，无
法对声带起到润滑、保护作用。因此，
建议在用嗓前喝足水，用嗓后稍事休息
再补充水分。如果实在太渴，可以喝一
小口水，且用嗓前后不要饮用过热、过
冷、过于刺激的水或饮料。

（下转B5版）

吼娃后声嘶喉咙痛？医生提醒：

这三类人
要防范嗓音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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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吃水果不吃饭
可行否
专家：五谷为养，五果为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