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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病管理

全球最年轻阿尔茨海默病患者
19 岁男孩 不记得是否吃过饭

19岁患者
出现记不得是否吃过东西等症状

根据研究小组提供的资料显

示，该患者在就诊前两年开始出现

在学习时注意力难以集中，一年

后，短期记忆丧失明显，无法回想

起前一天发生的事或个人物品的

存放位置，阅读困难，反应缓慢。

随着病程进展，记忆力进一步

下降，经常丢失个人物品，记不清

自己是否吃过饭，难以完成学习内

容和老师布置的作业。由于记忆

下降严重，他的学习成绩从之前的

中等以上水平下滑到班内末位，无

法完成学业，不得不从高中退学。

医生：开始时有点不相信检查结果

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

博士生导师贾龙飞表示，该病例的

发病年龄十分罕见，开始时他也曾

有点不相信检查的结果，因为此前

虽然确实发现过 20 多岁罹患阿尔

茨海默病的患者，但这类患者往往

会存在基因突变或家族史。

“但最终经过全面的检查，我

们确认这次的患者没有家族史，以

现 有 的 手 段 也 无 法 查 到 基 因 突

变。这种情况确实极为罕见。”

研究小组对此病例的诊断为

“疑似 AD”，原因是仍有部分评估

结果不符合 AD 的国际公认诊断

标准（NIA-AA）。由于患者比较

年轻，不能接受大脑活检，需要长

期随访进一步支持该团队的诊断。

1 月 23 日，该杂志主编同时在

该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对此研究的社

论，其中指出，年龄是 AD的重要危

险因素，自 1906 年报道了第一例

AD病例以来，人们普遍认为 AD主

要发生在老年人。此前被确诊患上

阿尔茨海默病的最年轻患者年龄为

21岁，并携带有一种基因突变。

网友热议：自己也很健忘

论文发布后引发了部分网友

热议，有网友表示自己虽然很年

轻，却可能也患有此病。还有网友

猜测了越来越多年轻人患上阿尔

茨海默病的可能原因。

对此，贾龙飞表示，市民不必

对此过度担忧，实际上记忆和很多

因素有关，绝大多数人“忘事”往往

是功能性的，并不是大脑真的出了

什么问题。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选

择良好的生活习惯，规律作息就足

够了。

相比之下，阿尔茨海默病以

现在的科技手段无法逆转，如果

一个人疲劳、营养没跟上等不利

影响因素已经改善了，但在相当

长的时间里认知状态仍然没有恢

复，那就需要患者及时到医院进

行检查了。

贾龙飞说，此次报道的这名 19

岁且没有常见基因突变的病例，对

于人类进一步去了解阿尔茨海默

病的发病原理等，有着巨大的意

义。

（新闻坊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
医院 北京青年报 人民日报健康
客户端 红星新闻）

1 月 30 日，在北京，出现了令

人心酸的一幕：

女子在医院长椅上，因邻坐的

奶奶一直抖腿导致座椅晃动，便

“啧”了一声。

随后奶奶笑着对女子说：对不

住啊孩子，奶奶有帕金森……

帕金森病，是威胁老人健康的

沉默杀手，目前我国的帕金森病状

况不容乐观，部分已经严重影响患

者生活，且超九成大众对帕金森病

认识不足。

九个问题揪出早期帕金森病

帕金森是一种随年龄增长而

发生的退行性疾病，平均发病年龄

为 60 岁左右，75 岁以上老人患病

率达 10%。

“抖”作为帕金森病的典型症状

早已深入人心，可实际上，并不是所

有的帕金森病人都会出现手抖或脚

抖，而有相当部分仅表现为肢体僵

硬、活动不灵活或动作缓慢，尤其是

帕金森病初期症状复杂多样且不典

型，很容易和其他疾病混淆。

由于人们对帕金森病的认识

严重不足，大多数患者都没能早期

就医。据统计，将近一半的早期帕

金森病患者并没有发现自己患有

该病，而到症状显著时，病情已发

展到中晚期，错失治疗的最佳时

机。

居家训练小技巧

帕金森病，除了药物治疗、手

术治疗，康复治疗也很重要。

福州市第一医院刘医俊治疗

师推荐了 7 个帕金森患者居家康

复训练技巧——

1.呼吸和发音训练
♦用力腹式呼吸：将手放在腹

部, 用鼻吸气 3秒后再用口呼气 3
秒, 并逐渐延长。

♦持续发声：用腹部充分吸气
后，喊“啊”，最好持续15秒以上。

♦声音强弱和高低的控制：依
次数“1、2、3、4、5”，从小声至大声
或随着乐声喊“do、re、mi、fa、so、
la、si、do”。

♦朗读或唱歌练习。
2.说话训练
调整气息，张大口发音，形成缓

慢、逐字发音清楚的说话习惯。随着
钟表的节奏进行说话练习比如“1，2，
1，2……”或“我的名字是……”。

3.走路训练
♦一边喊口令，一边步行。
♦一边注视放在床上的目标，

一边步行。
♦在开始走路前练习原地踏

步，决定先迈出哪只脚；也可通过
喊口令促使迈出第一步。

♦跨越障碍物训练：比如家里
贴上“斑马线”标记 ，练习步行时
大幅摇摆上肢。

♦练习听号令急停。
4.前冲步训练
改善躯干前倾姿势。选择舒

适、防滑的鞋子。
5.下蹲引导法
找到一把稳固的椅子，扶着椅

背，进行下蹲练习。搀扶物应确保
稳固，家属应在一旁协助，保护其
安全。

6.打太极/爬楼梯
7.吞咽困难训练
♦多吞咽口水，在说话和吃饭

前先咽几次;
♦尽量减少摄入甜食;
♦勤喝水，把唾液冲下去;
♦头常抬，尽量坐直，使唾液

更容易吞咽;
♦适当咀嚼口香糖，会促进吞

咽意识。
（本报综合锐目视频）

老奶奶因帕金森抖腿给女子道歉……

7个居家康复训练小技巧

近日，一篇由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贾建平团队撰写的论文，发布在了国际知名阿尔茨海默病研究刊物
上，文中介绍一名来医院就诊的19岁男孩被临床诊断为阿尔茨海默病患者，是迄今为止最年轻的患者。

论文的作者之一、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贾龙飞表示，该病例的情况非常罕见，以至于他一度不敢相
信检查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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