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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态

又一高校资源
落地宝山

本报讯 记者 刘昕璐 宝山区人
民政府与上海外国语大学近日签订
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以
宝山区“十三五”发展规划和上海外
国语大学发展战略为基础，在前期友
好协商的基础上，优先在教育领域开
展合作。

同时，宝山区教育局、宝山工业
园区管理委员会与上海外国语大学
签订合作办学协议，对合作开办九
年一贯制“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北
郊外国语学校”（暂定名）的相关事
宜，达成一致。按照协议，上海外国
语大学将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深
化办学合作探索，在学科建设和人
才培育上支持宝山教育事业整体发
展。宝山区则本着进一步扩大教育
开放度、优化宝山教育发展布局、提
升区域教育内涵品质、满足人民群
众对接受多样化教育需求的原则，
积极利用各类资源，对合作办学给
予大力保障。

据介绍，宝山工业园区九年一
贯制学校位于园区西南部公共服务
配套区域，该学校选址为金池路
295 号（东至罗宁路、西至合兆路、
北至金池路、南临北新塘），规划约
46 亩，总建筑面积约 22205.5 平方
米，建设及设施设备总投资约1.26
亿元人民币。包含 3 栋教学楼、1
栋综合楼、1栋实验楼、1座多功能
教学楼及 1 座风雨操场，班级规模
达40个。

新建学校紧邻园区居住地，是
宝山工业园区第一所集中学与小学
于一体的基础教育配套设施，符合
园区“规划先行、环境先行、基础设
施先行”的开发原则，目前园区有产
业人口一万多人、适龄学生数百人，
建成后将解决宝山工业园区住宅建
设和大量人口导入后的教育服务的
问题，解决园区居民和企业职工的
后顾之忧，进一步为园区的产城融
合、项目配套奠定基础。

在学校办学方面，上海外国语
大学将利用自身优势，在教学管理、
师资培训、课程开发、教科研实践等
方面对学校给予专业指导与支持，
争取在三年内将学校打造成为宝山
区基础教育一流学校，五年内建设
成以外语为特色、上海一流、宝山拔
尖的公办学校。

世界卫生组织近日发布
数据称，目前全球有约11
亿年轻人（12-35岁之间）
正面临无法逆转的听力损
失风险，个人音频设备音量
过大（例如用手机听音乐）
是造成风险的重要原因。
随着该条新闻的快速转载，
一时间引发了众多网友担
忧：使用耳机听音乐、打游
戏是年轻人日常生活中的
标配，自己的听力是否已经
受损？ 青年报记者 顾金华

一部手机+一副耳机成年轻人标配
世卫：全球有约11亿年轻人正面临无法逆转的听力损失风险

近年来伴随着手机、平板电脑等
电子产品的普及以及歌厅、酒吧等娱
乐场所的增多，社会公众特别是青少
年因不当用耳发生噪声性听力损伤
的风险日益加大。那么，到底对听力
造成了多大的伤害呢？记者昨天采
访了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耳鼻喉科主任医师李树峰。

李树峰主任医师告诉记者，可引
起听力损失的病因很多，目前最常见
的就是噪声，通常是长时间暴露于强
噪声会引起听力损失。“很多国家的
劳动防护标准是每天的噪声暴露不
超过85分贝连续8小时，也就是说超
过这个强度就很可能会造成噪音性
耳聋。”而根据波士顿儿童医院的研
究表明，不超过耳机最大音量的60%，
连续使用耳机时间少于60分钟是比
较安全的。

在门诊中，因为使用耳机导致听
力受损的现象并不多见，所以市民无

须过于恐慌。但是世卫组织公布的
这一数据正是提醒年轻人对自己的
听力保护要引起重视。噪音对于听
力的损害有积累性，接触高分贝的声
音可能暂时没有感觉，甚至在暂时损
害后恢复，但是长此以往对听力是有
损害的。“短时、低强度的噪音将导致
暂时性的听觉损伤，这种损伤在脱离
噪声环境后，有的可以自行恢复；但
是长期处于噪声环境中，将可能导致
内耳的毛细胞和它与听神经的突触
连接发生损害、听神经发生退行性
变，这样的听力下降是不可逆的。”李
树峰主任医师指出。

李树峰主任医师提醒市民，不要
为了听觉的刺激，过度追求大音量、

“震撼”的音响效果；注意耳机等音频
设备的使用时间，建议一小时后就要
让耳朵休息一下；如果要进入嘈杂的
环境中，最好不要用耳机听音乐，或者
可以佩戴降噪耳罩、耳塞等进行防护，

或者使用具有主动降噪功能的耳机。
在出现以下症状时，需要及时到

医院进行检查。比方说在听力下降、
嘈杂环境中常听不清别人说话或者
经常出现耳鸣等。万一出现突发性
耳聋，越早治疗效果越好。

此外，需要指出的是，长期错误
的掏耳屎会使耳道失去保护、异物入
侵引起炎症，严重者还会损伤听力。
那么如何正确的掏耳屎呢？因为外
耳道皮肤具有自动排除皮屑和耵聍
的功能，很多人一辈子都无需掏耳
屎。而对于耳屎较湿且分泌旺盛的
人来说，最好建议按医生建议定期清
理耳道。此外，不要乱用一些对于耳
朵有害的药物，如治疗结核病的链霉
素、治疗细菌感染类疾病的庆大霉
素、治疗肺炎的卡那霉素、治疗严重
感染的万古霉素等，这种损害是不可
逆的，必须在医生的指导下服用这些
药物。

日常生活中，无论在地铁上、公
交上、走路，几乎每个人都喜欢戴着
耳机听歌或者刷剧，沉浸在自己的世
界里。一部手机加一副耳机，这似乎
是现在年轻人的标配。

记者昨天随机在地铁2号线中山
公园站调查时发现，5分钟内，出入地
铁的50名年轻路人中，有近三分之一
戴着耳机。“习惯了，边走边听音乐更

自在，而且上班路上要一个多小时，这
样感觉不浪费时间。”25岁的小张告
诉记者，一天使用耳机的时间起码在
3个小时以上，包括打电话、听歌以及
打游戏。问及是否感觉耳朵不舒服
时，小张表示，偶尔音乐声音大了会有
不适感，其他倒没什么。

记者采访中发现，大学生使用耳
机的频率更高。大二学生小王表示，

“主要是为了防止噪音的精神污染。戴
上耳机，可以沉静在自己的世界里。”小
王告诉记者，和她一样，不少大学生听
音乐都是佩戴着耳机进行的，多是地
铁、公交车、宿舍等公共环境中。有时
因为环境音嘈杂，她会不自觉为了听清
音乐而调大音量，但是世卫组织发布的
这个数据确实让他们紧张了一下，以后
在使用耳机时会尽量调小音量。

据世卫组织近日发布的数据称，
全球12岁至35岁人群的近半数，即
11亿人，面临丧失听力的风险，个人
音频设备音量过大是造成风险的重
要原因。

世卫组织指出，目前全球约半数
年轻人在使用手机等设备听音乐时
音量高于安全水平。听力损失往往
是不可逆转的，在人类拥有足够保护
听力的技术和知识的情况下，不应让
众多年轻人仅仅因为听音乐而遭受

听力损失。
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每人每天带

耳机的时间应控制在1小时内，且应
尽量调低音量，以保护听力。买耳机
最好选择降噪耳机，最好是高质量的
入耳式或者头戴式耳机，这样可以降
低背景噪音，让使用者可以听到较低
音量的声音。此外，世卫组织因此呼
吁监管机构和生产厂家确保在智能
手机和其他音乐播放器上安装控制
音量和收听时长的软件，防止使用者

听音乐时间过长或收听时音量过大。
这条新闻很快登上新浪微博热

搜榜，不少网友看过后都吓得一哆
嗦，因为新闻中提到，这样的损伤是
不可逆的。网友“小鱼儿”表示，这可
如何是好，每次戴耳机听歌一听就要
好几个小时，打游戏也是，难怪有时
会出现耳鸣，很担心将来会耳聋。还
有不少网友表示，别让坏习惯偷走了
你的听力，已经自觉将保护耳朵列入
养生项目。

长时间暴露于噪音，听力受损后不可逆

地铁口近三分之一年轻人边走边听耳机

11亿年轻人面临丧失听力的风险

沪牌拍卖周六开启
个人额度8998辆

本报讯 记者 钟雷 根据上海
国拍公司发布的公告，本月沪牌个
人额度拍卖将于2月 23日举行，个
人额度为 8998 辆（其中，本市个人
二轮摩托车有效额度转换客车额度
0 辆；本市个人在用车有效客车额
度 998 辆）。今年全年警示价为
88100 元。今年 1 月的沪牌拍卖
中，个人额度为12832辆，参拍人数
为 168614 人 ，最 低 成 交 价 89500
元，平均成交价为89565元，中标率
7.6%。

记者调查

专家意见

一部手机+一副耳机成年轻人标配。 青年报记者 吴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