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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坤
4月11日上午，由福建省卫生

健康委员会指导，福建省老年事业
促进会、福建省医学会、福建医科
大学附属协和医院等多家单位联
合主办的“银杏百福·健脑同行”关
爱老年人脑健康公益行动启动仪
式在福建省老干部活动中心多功
能厅举行。

活动聚焦阿尔茨海默病与帕
金森病两大高发神经退行性疾病，
旨在通过“早期筛查—精准诊断—
规范治疗—全程管理”四级防控模
式，提升老年群体脑健康水平，助
力健康老龄化。

党政机关、医疗机构、企业及
社会团体代表、患者家属等300余
人参与活动。

福建省老年事业促进会会长
池秋娜在致辞中表示：“目前，福建

省老年人口达 793 万，占比 20%。
数据显示，我国65岁以上人群中，
帕金森病患病率达1.7%，且随着老
龄化社会的加剧，患者的数量还在
持续上升。希望通过此次活动汇
聚多方力量，共同守护老年人的脑
健康。”

福建医科大学神经科学研究
院院长、中国脑健康行动专家委员
会成员陈晓春教授说，福建省老龄
化率已超20%，神经退行性疾病致
残率高、照护负担重，亟需建立全
链条防控体系。

福建省华福证券慈善基金会

为“银杏百福·健脑同行”关爱老年
人脑健康公益行动提供专项基金
支持，这也标志着“政府引领、医院
支撑、企业助力、社区联动”的协作
网络正式形成。

福建省老年事业促进会、福建
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与全省20
家“银杏乐龄家园”签署志愿服务
协议，未来，志愿服务队伍将依托
20个“银杏乐龄家园”所在村居为
重点，为55~75岁居民开展脑疾病
筛查、科普宣教、康复支持、关爱陪
伴等，增强老年人自我预防意识，
力争重点人群对脑健康知识的知
晓率提高至85%以上。

公益讲座环节，专家团队从多
维度解析防控策略。

活动最后，主办方播放了福建
省功勋教练林秀炳分享抗帕经历
的视频，引发全场共鸣。

□本报记者 陈坤
4月11日上午，“银杏百福·健

脑同行”关爱老年人脑健康公益行
动启动仪式在福建省老干部活动
中心多功能厅举行。现场播放的
一条视频，引发在场不少“帕友”的
强烈共鸣。视频的主人公是福州
少体校乒乓球高级教练、福建省功
勋教练、省部级劳模林秀炳。

2016 年，林秀炳确诊帕金森
病；2023年病症加重，身体僵直活
动受限。

“他在床上无论哪种躺姿都不
舒适，翻来覆去无法入睡，生活自
理能力急剧下降，我只能 24 小时
陪护，即使加大药量，增加药物种
类，也已经不能控制他的病情了。”
林秀炳的爱人说。

2023年8月底，林秀炳终于下
定决心，在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
医院神经内科帕金森病团队接受
了脑深部电刺激术（DBS）治疗。
术后，林教练的震颤缓解，行动自
如，穿衣吃饭等都可自理，此前最
困难的翻身起床下地都能自主完
成，也减轻了家人的护理重担。

不久前，他又重新走进球场，
拿起了乒乓球拍。

福建“帕友”就诊率不到50%

林秀炳的经历并非个体困境，
而是帕金森病患者及其家属正在
面对的难题。

数据显示，我国 65 岁以上人
群中，帕金森病患病率达1.7%，且
随着社会老龄化的加剧，患者数量
还在持续上升。

福建卫生报健康大使、福建医
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副院长、神经
内科主任医师叶钦勇教授表示，帕
金森病是遗传、环境、衰老和生活方
式等多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福建
省65岁以上帕金森病患病人数约为
9.758万人，就诊率不到一半。

很多人把一些动作迟缓归结
为“自然老化”，不当一回事，所以
有相当多的患者直到出现了非常
严重的运动障碍才来就诊。

福医协和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
师曾育琦说，除了药物治疗，非药物
治疗更需要患者树立科学的治疗观
念。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康复医院
脑病科/帕金森康复专科副主任医
师夏敏说，早期和中期帕金森病患
者进行为期16周的多模式运动项
目，包括每周2次的持续30~60分钟
的运动健身训练，其运动能力、认知
功能和情绪均改善。

省内已开展方向性脑起搏器植入术

前期，帕金森病的药物治疗对
患者的症状改善较为明显，这一阶
段被称为“蜜月期”，通常持续3~5
年。之后，如果出现药效明显降低
的情况，病人就可以考虑DBS手术
了。

2016年，福医协和医院在福建
省率先开展DBS手术，形成了“以
内科为主导，内外无缝联合”的协
和模式。

随着医学技术的发展，DBS的
电 极 也 发 展 出 更 多 技 术 趋 势 。
2024 年 11 月，福医协和医院成功
完成福建省首例方向性电极系统

脑起搏器植入手术，这也开启了福
建省神经调控技术个体化精准治
疗的新进程。

叶钦勇教授说，很多病友还不
知道帕金森病可以手术治疗。DBS
的意义在于可以全面改善患者的
生活质量，尤其是针对震颤、僵直
等，效果良好。比如，有的患者手
术前身体僵硬、步伐小，连转身都
困难，植入DBS后，病人可以迈开
腿走路，动作流畅，与常人无异。

人工智能为帕金森病治疗赋能

针对帕金森病病人，规范的全
程管理是关键。

2025年4月11日是第29个世
界帕金森病日，今年的主题是“人
工智能助力帕金森病管理”。人工
智能技术已开始融入帕金森病全
周期管理体系。

叶钦勇教授说，随着人工智能
的发展，这几年帕金森病的治疗有
了突破性的进展。

药物方面，出现了针对病因的
治疗药物，比如专门针对致病的
α-突触核蛋白的治疗方法正在研
发中；

机器人和虚拟现实VR的康复
方法，也能极大地改善患者的症状；

还有脑机接口技术的发展，尤
其是各种芯片技术的改良，可以感
知实时的脑电场的情况，获得病人
的症状，这样让病人症状的调控有
了进一步改善的空间。

可以说，人工智能的发展对帕
金森病的治疗有了很好的赋能和
加持。

科技为医疗赋能，让更多“帕
友”获得规范的管理。而
医疗和社会资源的整合，
也构建起科学防治新模
式。
4月11日，“银杏百福·健

脑同行”关爱老年人脑健
康公益行动启动。活动现
场，福医协和医院帕金森
病医疗团队也发出了“携
手抗帕‘乒’向希望”招募

帕金森病乒乓球队员的公告。
福医协和医院神经内科主治

医师王迎青告诉记者，有研究表明，
乒乓球运动能有效地锻炼帕金森病
患者的心肺系统，提高眼手协调性
和反应能力，以及四肢的平衡能力，
是改善帕金森病病症的康复手段之
一。不久前，包括林秀炳在内的几
位“帕友”首次“成团”，组织了一场

“帕友”乒乓球赛。他们年龄大多为
50~70岁，“帕龄”最长的有8年。

“走出家门就是改善的第一
步！我们要打破患病即隐居的传
统认知，让越来越多的‘帕友’加入
进来，在社交和运动中改善功能。”
王迎青说。

别总把动作迟缓归结为“自然老化”
帕金森病治疗：DBS手术精准治疗 人工智能赋能病情管理

福建脑健康公益行动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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