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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医生开讲

“帕友”首度现身直播间
乐观故事感染网友

直播过程中，先后患上帕

金森病的林叔叔和周阿姨夫妻

来到现场，讲述自己的抗“帕”

经历。这也是《大医生开讲》首

次邀请患者加入直播，现身说

法。

2012 年，周阿姨患上帕金

森。当时是人没力气，经过一

段时间调理，没有效果，还出现

焦虑抑郁等情况。医生也查不

出原因。

一位一起锻炼的朋友说，要

不去找协和医院的叶钦勇主

任。那时是2015年，也是在那个

时候，周阿姨才被确诊为帕金

森。

“一开始吃四分之一片的

美多芭，症状控制得很好。别

人都说我，最近看上去精神了

不少。后来还跟着女儿去泰

国、日本旅游。心里轻松，有时

候都忘了自己有这个病。”

周阿姨说，每天和林叔叔

出门跳操、打拳，还有气功、八

段锦、五禽戏、木兰扇，在锻炼

的过程中，多交朋友，多与人沟

通，放宽心。阿姨还说，有一位

84岁的帕金森老头经常跟他们

玩 毽 子 球 ，三 个 人 也 互 相 鼓

励。“帕金森是慢性病，可以与

它共生。大家要有信心！”

夫妻俩的故事打动了许多

网友。

周阿姨也提出了很多“帕

友”关心的问题：新冠“阳康”

后，药效似乎有所减弱，脚部肌

肉张力变高，这是为什么？

叶钦勇教授说，周阿姨说

的情况很普遍。“阳康”后，很

多帕金森病友感觉，运动（肌

张力等）或者非运动症状（疼

痛 、疲 乏 、焦 虑 等）加 重 。 这

将为后续药物调整提供重要

依据。叶钦勇教授鼓励病友

及 时 将 症 状 告 知 医 生 ，在 医

生 的 评 估 下 ，可 以 适 当 增 加

多 巴 胺 类 药 物 ，或 者 针 对 肌

强直的药物。待症状有所改

善 ，再 进 行 以 上 药 物 的 减 药

或停药。

不要忽视非运动症状
重视“帕友”的心理健康

借着周阿姨的“误诊”的

故事，蔡国恩博士再次强调，

帕金森病的早期症状，分为运

动症状和非运动症状。运动

症 状 可 以 简 单 概 括 为“ 慢 抖

僵”，如：动作迟缓、震颤、僵硬

和不平衡。

非运动症状被很多人

忽略，包括：嗅觉减退、认

知障碍、精神障碍、抑郁、

睡眠障碍以及疼痛和感觉

障碍。而且这些症状在病

程的各个阶段均可出现，

严重影响了患者的日常功

能及生活质量，千万不要

忽略。

陈滢副教授说，在患

者恢复的过程中，护理人员需

要结合患者的实际情况进行

针对性心理疏导，详细为患者

讲解当前治疗方案的有效性

等，促使患者恢复的自信心可

以得到建立。同时，可以为患

者讲解部分恢复较好的患者

的病例信息，对于缓解患者的

内心压力同样存在一定的作

用。

叶钦勇教授补充，医生更

需要指导患者家属、朋友在日

常和患者进行沟通、交流的过

程中给予患者足够的鼓励，促

使患者可以更为直观地感受到

家人对其的关心，缓解心理压

力。

帕金森专病门诊成立15年
形成“四位一体”的“协和模式”

15 年前，福医协和医院就

建 立 了 帕 金 森 病 专 病 门 诊 ，

2021 年，成立福建省第一家帕

金森病一站式专病诊疗中心。

在治疗方面，形成了较为成熟

的“协和模式”。

一是对病人进行比较全面

的评估，并根据病人所处阶段

和突出症状，制定个体化的药

物选择。

二是在 DBS手术方面也积

累了丰富的经验。福医协和帕

金森治疗中心是“以内科为主

导，内外无缝联合”，内科医生

全程参与，确保治疗效果。

三是在康复治疗方面，这

几年往医工结合方向上探索，

尤其是结合可穿戴设备，结合

VR 技术以及机器人等手段，促

进病人康复。

近年来，中心还承接了许

多临床试验，尤其是国际多中

心的临床试验，涉及的许多新

药也是在国际上经过验证的药

物，这也让病人有机会使用到

最新药物，增强了信心。

帕金森病系列科普第四场 福州“帕友”现身直播间

医患携手 让生命不惧“帕”
□本报记者 陈坤 陈香

“一定要往好的方面想，一切都会好起来的。”确诊帕金森病长达十余年的周阿姨，在直播间说
道。4月13日，《大医生开讲》之帕金森科普系列直播第四场开播，现场也特别策划，首次邀请福州
的两位“帕友”做客直播间，分享与疾病抗争的故事。

当天直播邀请到福建省医师协会神经病学分会会长、福建省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副主委兼神
经变性病学组组长、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叶钦勇教授，副主任医师蔡国恩
博士，副主任医师陈滢副教授，一起探讨帕金森病。截至目前，多平台在线观看与回看人次超34万。

主播观察主播观察主播观察主播观察主播观察主播观察主播观察主播观察主播观察主播观察主播观察主播观察主播观察主播观察主播观察主播观察主播观察主播观察主播观察主播观察主播观察主播观察主播观察主播观察主播观察主播观察主播观察主播观察主播观察主播观察主播观察

把时针回拨到4月13日19:00，灯光
亮起，伴随着耳边导播的倒计时，我开始
了节目录制。节目中我收到一条询问，
是来自一位 59岁，且与帕金森病共生十
年的帕友。与往常评论区滚动的咨询不
同，这是一封手写咨询信。

字迹坚定且端正，详细地写下了自
己的病程，正在服用的药品与现下的困
扰。陈滢医生表示这是帕金森患者常见
的“剂末现象”，为这位帕友细心地提供
了药物服用的建议。

这就是《大医生开讲》节目中医生与
患者之间交流的“小小片段”，简洁却有
力，在一场场90分钟的直播中，这样的片
段总会不断出现。能提供有效的建议、
实际的帮助，指明治疗的方向，在医生与
我看来，这便是科普的意义。不要害怕
长夜，我们将伴你左右，直至黎明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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