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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衣服、洗头要“哄”，重复的
问题要一遍遍回应……照顾患有
阿尔茨海默病的老母亲时，张女士
极为耐心，尽管“总是在努力完成
对普通人而言很简单的小事”。

阿尔茨海默病是老年期痴呆
最主要的类型，常常表现为记忆
减退、词不达意、思维混乱、判断
力下降等脑功能异常和性格行为
改变等，年龄越大，患病的风险也
越大。

“这是一种伴有复杂病理的神

经退行性疾病，目前尚无法治愈。”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神经
外科医学部主任医师毛之奇说，阿
尔茨海默病的病因尚不明确，发病
症状较为隐匿，其典型症状通常会
在疾病病理积累到一定程度时才
会表现，晚期患者甚至完全丧失日
常生活能力。

数据显示，我国 60 岁及以上
阿尔茨海默病患者达千万人。随
着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发病人
数或将持续增加。“脑海中的橡皮

擦”正悄无声息地抹去许多老年
人的记忆，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
重负担。

目前，药物治疗和非药物治疗
可以帮助阿尔茨海默病患者改善
认知功能，减少并发症。毛之奇介
绍，治疗阿尔茨海默病的常用药物
包括乙酰胆碱酯酶抑制剂等；一些
最新的国际前沿治疗手段，如经颅
交流电刺激、脑深部电刺激手术
等，对部分患者初步显示出延缓疾
病进程的效果。

和“老小孩”一起对抗记忆的“橡皮擦”
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

记忆逐渐减退，
日常生活能力每况

愈下……阿尔茨海默病偷
走了亲人的健康，令无数家庭心
碎。在9月21日世界阿尔茨海默
病日到来之际，记者采访专家了
解到，阿尔茨海默病需要“早防
早查早治”，尽早采取积极干预

措施，耐心呵护“老小孩”，能
够帮助他们对抗遗忘、

改善生活质量。

很快忘掉刚刚发生的事情，对
原来的爱好失去兴趣，性格或行为
出现变化……这些容易被忽视的
现象，都可能是阿尔茨海默病的早
期迹象。

专家提示，当发现老人出现阿
尔茨海默病征兆时，家人应及时陪
同其到综合医院的老年病科、神经
内科、精神/心理科、记忆门诊或精
神卫生专科医院就诊。

“早期筛查有利于更早发现
易感或高危人群。”中国医师协
会神经内科医师分会痴呆与认
知障碍学组副主任委员魏翠柏

说，对于轻度阿尔茨海默病患者
而言，早期发现可以及早干预治
疗，防止疾病向更严重阶段进
展。

研究发现，我国阿尔茨海默病
患者就诊率低，并且就诊时多处于
疾病的中晚期，大多数患者错过了
治疗效果更佳的干预时间窗，“早
防早查早治”至关重要。

《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
年）》提出，到 2030 年 65 岁及以上
人群老年期痴呆患病率增速下
降。为预防和减缓老年痴呆发生，
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正式启动老

年痴呆防治促进行动，明确“指导
有条件的地区结合实际为辖区内
65 岁及以上常住居民每年提供 1
次认知功能初筛”；此前已组织开
展老年人失能（失智）预防与干预
试点等工作。

国家卫生健康委有关负责人
表示，将继续加强科普宣教、预防
干预、早诊早治等老年痴呆防治工
作，呼吁全社会积极关注阿尔茨海
默病患者群体，给予他们更多关心
和爱护。

新华社北京 9月 21日电
本版图片新华社发

“早防早查早治”至关重要
国家有关部门正在行动

对阿尔茨海默病患者而言，
熟悉的家渐渐成了陌生的“孤
岛”。他们需要来自家人的理解
和帮助，好让无情的“橡皮擦”擦
得慢一些。

“良好的健康管理策略可能有
助于减缓阿尔茨海默病的进展，并
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国家神经
疾病医学中心常务副主任、首都医
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
师唐毅说，这些策略包括管理好吸
烟、抑郁等危险因素，进行药物及

神经调控治疗、认知训练、定期复
查等。

家有阿尔茨海默病老人，照料
时应该注意些什么？北京协和医
院主管护师金雪妍建议，家人可从
心理、生活环境等多个方面为患者
提供帮助——

为老人创造安全舒适的生活
环境，物品摆放在相对固定的位
置；帮助和鼓励老人多读书看报、
翻看老照片，回忆当年趣事；为老
人准备的三餐要按时、按需、有营

养；监督老人保证充足的睡眠和
适当的运动；多组织一些老人喜
欢的家庭活动，让他们保持愉快
的心情……

“当老人出现精神行为异常
时，要用耐心、换位思考和引导的
方式来应对，找出诱因并用合理的
方式解决，而不是采取与之对抗的
方式。”唐毅还提示，应做好对阿尔
茨海默病老人的持续性监护，同
时，应避免老人在外独处，以防走
失。

改善患者生活质量
让无情“橡皮擦”擦得慢一些

我国60岁及以上患者达千万
目前尚无法治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