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噪声性耳聋语言测听的初步探讨

许 生 聚

( 山东省立医院耳鼻喉科 )

仲跻璨 白忠贞

( 劳动 卫生与职业病教研室 )

噪声对听觉影 响的研究利用主观测听

最普通的方法是纯音听阑测听术
、

纯音阂

上测听法及 强 度 辨 差 阂试验 ( D L )
’ 。

语言测听法属阂上测听法
。

语言测听项 目

甚多
,

最常用的项目是语言接受阂又称可

懂阂 (S RT )
,

语言最大识别率又称最大清

晰度 ( D S )
“ 。

我们于 19 8 5年 3 月~ 5 月

对某纺织厂织布车间长期接触高频稳态噪

声 ( 2 0 0~ i o 3d B ( A ) 而引起听力下降的

工人采用此两项语言测听法进行测试
,

结

果如下
。

对象 1
、

选择接触噪声引起高频听

力下降 3 0d B 以上的织布工
,

男 2
、

女 24
,

共 5 2耳
。

年龄 2 0~ 3 9岁
,

工龄 4 ~ 2 0年
,

经检查无其他耳科
一

疾患的健康者
。

2
、

正常对照组选择医科大学四年级

学生
,

听力正常
,

无耳科疾病的身体健康

者
。

女 g ,

男 1 4 ,

共 4 6耳
,

年龄均在 2 0岁

左右
。

方法 纯音测听采用丹麦产 D a m lP xe

A s
一

72 型听力计
。

语言测听用加 拿 大 产

M de s o n o B
一

70 型测听计及附属语言测 听

系统
。

听力计的听力零级 均 经 15 0 标 准

校准
。

纯音测听按国家标准 (第一稿 )进行
。

纯音测听后休息片刻进行语言测试
。

语言

测试的录音带用程锦元的等响和阶梯响度

录音带测试语言接受阂和语言最 大 识 别

牟
。

受试者首先行纯音气导听闭测试
。

将

测得的 5 0 0 H z 、
1 K H z 、

2 K H z
和 3 K H z

实测纯音听阂值相加除以 4 为纯音语言频

率均值
。

语言接受闭测试是根据阶梯响度

录音带
,

将受试耳的复诵结果的正误逐个

记录在专用表内
,

在表中找出多诵正确率

在 50 %或接近 50 % 的一级为语言 接 受 阂

值
。

语言最大识别率根据测得的语言接受

阂值的基础上加 20 d B 和 4 d0 B分 别 测 试
,

受试耳听等响度录音带后复 诵
。

每 词 2

分
,

共 50 个词
,

全错扣 2 分
,

部分错扣 1

分
。

所得分数总和就是该分贝处的语言最

大识别率
。 “

以上测听在本底噪声为 27 d B ( A ) 的

隔声室内进行
。

接触噪声工人均在下班后

休息 1 2小时以上进行测试
。

结果 纯音语言频率听阂
、

语言接受

阂
、

语言最大识别率测试结果见 附表
。

讨论 1
、

纯音语言频率听阂与语言

接受阑比较
,

噪声性耳聋组 t 二 。
.

85
, P >

0
.

05
,

无显著差异
,

可能与噪声性耳聋者

有复聪有关
。

据此规律
,

噪声性耳聋者可

直接采用纯音语言频率均值作为语言接受

闭
。

正常对照组语言接受阂明显 高于语言

频率均值
, t = 6

.

1 3 , p < 0
.

0 0 2 ,

差 异 显

著
。

说明听力正常者进行最大识别率检查

时一定要采 用阶梯响度进行语言接受阂测

试才能取得正确结果
。

如直接采用纯音语



附表 纯音语言频率听阂
、

语言接受阑
、

语言最大识别率测试结果

分 组
受试 纯音语言频率 语言接受阑

耳数 阑值 ( d B H L ) ( d B H L )

语言最大识别率 %

接受阂上 20 d B 接受闹上 40 d B

噪声性
x

耳聋组 S

3 0
。

2 2

1 0
。

0 5

l
。

93

9
。

7 9

67
。

13

1 4
。

3 8

7 4
。

0 0

正 常 x 。
2

.

3 2 1 4
.

7 4 9 0
.

8 5

对照组 S

言频率均值应加上录音带的校正值
。

另外

噪声性耳聋组的语言接受阂值也明显高于

正常对照组
。

纯音语言听阂均值与语言接受阂的相

关关系
:

噪声性耳聋组相关系数
r = 0

.

85
,

t = 1 1
.

4 ,

呈显著相关关系
。

正常对 照 组

相关系数为
r = 0

.

37
, t 二 2

。

82
。

说明纯音

语言听阂均值是语言接受阂的基础
。

2
.

噪声性耳聋组的语 言 最 大 识 别

率
,

语言接受阂以上 20 d B或 4 0d B 与正 常

对照组 比较均有明显差异
, t = 9

.

23
, p <

0
.

0 0 1
。

也低于程锦元提出的正常 值 8 2
.

5

士 7
.

5 %
。

在 噪 声性耳聋组的 52 耳中
,

阂

上 2 d0 B ,

语言最大识别率低于 60 % 计 11

耳
,

占2 1
.

15 %
。

阂上 4 Od B语言最大 识 别

率 74 士 1 2
.

44 %
。

说明噪声性耳聋 者语 言

交流时有一定困难
。

正 常 对照组语 言 最

大识别率高于程锦元的正常泣
,

可能与测

试对象的文化程度和对普通话适应能力有

关
。

3
.

语言接受 aIJ 和语言最大识别率都

与纯音语言频率听阂有相关关系
,

而语言

测听法是符合 日常社交应 用的
。

所以这两

种语言测听法可结合纯音测听法和声阻抗

测听法作为噪声性耳聋的诊断和评定听力

损害程度的指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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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固定
,

输尿管短
,

动脉起点低
; 肾下

垂为后天性畸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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