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
灣已步入高齡化社會，因此現今的醫療

政策與全民健保，不僅重視常見疾病的

預防治療，更逐步將一部分焦點轉移到銀髮

族所需要的醫療保健，故而老年醫學近年來

漸成顯學。在耳鼻喉科學的領域中，老年人

最大的困擾，莫過於老年性聽損。

在門診經常有老年性聽損的患者問：

「醫師，你既然說是年紀大了，聽力才會退

化，但隔壁老王和我同樣都是70歲，為什麼

他的聽力就不像我這樣差？」這就要從老年

性聽損的病理生理學談起了。

造成老年性聽損的原因

在老化的聽力背後，醫學上可見的變

化，有可能是內耳末端感覺受器的毛細胞凋

亡、感覺神經元減少等周邊神經的問題；也

可能有腦部退化，語言或音調辨識能力退化

等中樞神經的問題。但無論如何，老化的密

碼仍是不解之謎，所以我們無法有效地抗老

回春。

除了內在的老化過程外，聽損最常見的

原因包括年輕時長期承受過大音量所造成的

累積性傷害、耳毒性藥物的使用，以及相關

疾病如糖尿病等，也會加重或加速聽力退化

的程度與速度。至於每個人退化的情形，以

及抵抗噪音損害聽力的能力，目前認為與遺

傳有關。

打個比方，我的患者和隔壁老王就像是

同一年份的兩輛車，如果廠牌和型號不同，

車輛用途不同，每年駕駛的里程數也不同，

那麼如何能期待10年後，兩輛車的性能與耗

損程度都一模一樣呢？

老人多不願配戴助聽器

高齡族群的聽力退化既然不可避免，那

麼如何面對與處理顯然是實事求是的重要課

題。針對損傷的聽覺功能，最有效且非侵入

性（免開刀）的做法就是使用輔具，亦即配

戴助聽器。通常在診間此話一出，患者的反

應如憤怒、沮喪、焦躁、否認、拒絕等情緒

兼而有之。

歸納他們反對配戴助聽器的理由不外以

下幾點：

1. 我還沒有老到要戴這個東西！對於年華不再

的否認與失落，心理層面的問題的確較難解

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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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上助聽器
　　世界更寬廣



2. 隔壁老王也買過一個，他說帶了很不舒服，

有戴比沒戴還糟。

3.一個要好幾萬元，太貴了。

4. 一個那麼大的東西戴在耳朵上，別人看到都

指指點點的，既難看又丟臉。

十多年前，美國曾有學者針對助聽器的

配戴者做過調查，發現滿意度很低，覺得滿

意的不到6成。除了價位、耳模製作、售後服

務等因素之外，最大的原因是當時的科技無

法針對個人聽力在不同頻率上的差異，分別

獨立調節音量，使配戴者能聽到最舒適清楚

的聲音，並減少回饋聲等噪音。

功能完善的個人化助聽器

但是，拜電子科技突飛猛進之賜，現

今的助聽器已不能與當年同日而語。相同功

能的助聽器，現在的價格可能只及當年的

1/5。而且，新型的助聽器體積更小，更注重

美觀，甚至可當配飾，再加上新科技如藍芽

的使用，有些助聽器的配戴者甚至在聽電話

與欣賞音樂時，比一般人更方便，甚或更享

受。另一方面，其科技功能更強大，處理器

運算速度快，可以針對不同的聽損程度，配

合個人化的軟體控制，即時反應。這種為配

戴者量身打造的聽覺輔助，已盡可能達到理

想的配戴後聽力。

當然，若要達到最理想的狀況，從初

始的型號選取，耳模的取模，配戴後的軟體

調整，舒適度的反應與助聽器的保養，缺一

不可，完善的售後服務也是提高滿意度最重

要的一環。在費用與價位方面，政府對於符

合聽力殘障條件的民眾或中低收入戶，有適

度的補助，退輔會針對符合其要件的聽損榮

民，亦有免費助聽器可供申請，這些對於減

輕選配者的經濟負擔也不無小補。

小小助聽器是生活好幫手

老年性聽損其實對銀髮族造成很多不

便，例如在街上走路聽不見喇叭聲，過馬路

真的很危險；聽不清楚別人說什麼，交談常

常牛頭不對馬嘴，自尊心受創，久而久之就

不願意出門，心靈受傷又畫地自限，很多老

人往往因而錯失晚年的快樂時光。

聽力退化不是老了沒人要了，也不是

世界末日，換個角度想，這不過是跟90%的

台灣學生站在同一個戴著輔具的立足點上，

不同的是這些學生配戴的輔具是「眼鏡」而

已。戴上你的專屬助聽器，自信地迎向世

界，銀髮族的每一天又會是精神矍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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