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孩子为何像个闹腾的“小马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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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认识帕金森病 才能做到“知帕不怕”
帕金森病，是一种常见的中

老年神经性系统退行性疾病，，

它的发病率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增

长，据统计，  岁以上的人群中，

帕 金 森 病 的 患 病 率 约 为   

~  ，而   岁以上的人群中，患

病率则高达   。面对帕金森病，

我们无需恐慌，只要全面认识

它，采取正确的治疗和康复措

施，就能有效地控制病情，提高

生活质量。本文将为大家解读一

下帕金森病。

帕金森病的典型症状

帕金森病的典型症状主要包

括静止性震颤、肌肉僵直、运动迟

缓以及姿势平衡障碍。静止性震

颤是最常见的首发症状，通常从

一侧上肢远端开始，表现为规律

性的手指屈曲和拇指对掌运动。

震颤在静止时明显，活动时减轻，

入睡后消失。患者时常会感到肌

肉僵硬，肢体和躯干失去柔软性，

像铅管一样僵硬。这种僵直感在

活动时加重，可能导致患者在进

行日常活动时感到困难。

帕金森病患者常常表现为动

作缓慢、精细动作困难等。例如，

行走时步距变小，转身困难，书写

时字体变小、字迹不整等。随着病

情的发展，患者可能会出现姿势

不稳、易摔倒等平衡障碍。这是因

为帕金森病影响了患者的姿势反

射和平衡调节能力。

此外，患者还可能伴有抑郁、

焦虑、认知障碍等。这些症状对患

者的生活质量产生严重影响，需

要及时诊断和治疗。

该病的具体发病原因尚未完

全明确，氧化应激、线粒体功能

异常、炎症反应等因素被认为与

帕金森病的发生密切相关。此

外，环境因素如农药、重金属等

暴露也可能增加患帕金森病的风

险。此外，该病还具有一定的遗

传性，大约    ~   的患者有

明确的家族史，某些基因的突变

也会增加患病风险。

帕金森病的药物治疗

帕金森病的治疗旨在减轻症

状、延缓疾病进展并提高患者的

生活质量。主要包括药物治疗、非

药物疗法和手术治疗。

药物治疗是帕金森病治疗的

重要手段，主要通过补充多巴胺

或刺激多巴胺受体来改善症状。

非药物疗法包括物理疗法、康复

训练、心理治疗等。物理疗法和

康复训练有助于缓解肌肉僵硬、

提高运动能力；心理治疗则可以

帮助患者应对疾病带来的心理压

力和情绪困扰。对于部分药物治

疗无效或症状严重的患者，可以

考虑手术治疗。一般而言，治疗

该病的药物有以下这些：

左旋多巴类药物 如美多巴、

息宁。左旋多巴是帕金森病治疗

中的基础药物，它可以直接增加

大脑中的多巴胺含量，从而改善

运动症状。长期使用可能会导致

疗效减退和一些副作用。

多巴胺受体激动剂 如吡贝地

尔、普拉克索。这类药物模仿多巴

胺的作用，刺激大脑的受体，可以

帮助控制帕金森病的症状。

抗胆碱能药物 如安坦，这类

药物可以帮助减少帕金森病患者

的震颤和其他运动问题。但会导

致口干、视力模糊等副作用。

单胺氧化酶 B 抑制剂 如司

来吉兰、雷沙吉兰。这类药物通

过抑制神经元内多巴的分解，

增加脑内多巴的含量，从而改

善帕金森病的症状。通常与其

他药物一起使用，以增强治疗

效果。

COMT抑制剂 如柯丹，可以

抑制左旋多巴在外周的代谢，维

持左旋多巴在血浆中的稳定浓

度。这类药物必须与左旋多巴合

用才能发挥疗效。

此外，还有一些其他药物如

金刚烷胺等，可以促进神经末梢

释放多巴胺，减少多巴胺的再摄

取，从而改善帕金森病的症状。

需要注意的是，药物治疗是

一个个体化的过程，医生会根据

患者的症状、年龄、健康状况等因

素选择合适的药物和剂量。同时，

帕金森病是慢性进展性疾病，药

物治疗需要不断调整和优化。因

此，在接受药物治疗时，应密切与

医生保持沟通，遵循医嘱，并注意

观察疗效和可能出现的副作用。

帕金森病的外科治疗

帕金森病的外科治疗主要包

括神经核团毁损术和脑深部电刺

激术。

神经核团毁损术通过毁损导

致帕金森病症状的特定神经核

团来减轻症状。毁损术只能针对

一侧的症状进行治疗，且效果是

不可逆的，不能根据病情变化进

行调整，因此这种方法目前已被

临床摒弃。

   ，也称为脑起搏器治疗，

是一种通过植入电极并给予电刺

激来调控大脑特定区域的方法，

可以显著改善帕金森病患者的震

颤、僵直和运动迟缓等症状。与

毁损术不同，   是可逆的，医

生可以根据患者的症状变化调整

刺激参数，从而达到更好的治疗

效果。此外，   还可以同时治

疗双侧的症状，对于双侧症状明

显的患者尤为适用。

在进行帕金森病的外科手术

前，医生会对患者进行全面的评

估，包括症状严重程度、内科治

疗效果、身体状况以及手术风险

等因素。术后患者还需要接受一

段时间的康复治疗和随访，以确

保手术效果。

需要注意的是，并非所有患

者都适合手术治疗。在决定外科

治疗前，患者应与医生充分沟通，

了解手术的风险和收益，并根据

自己的实际情况做出决策。

心理治疗与康复

帕金森病不仅影响患者的身

体健康，还可能对其心理健康造

成严重影响。因此，心理治疗极

为重要。包括认知行为疗法、支

持性心理治疗及放松训练等。

此外，康复治疗在帕金森病

的治疗中占据重要地位，能够帮

助患者恢复或提高日常生活能

力，改善生活质量。包括物理疗

法、职业疗法、言语疗法、心理康

复、教育和自我管理以及生活方

式调整等。

综上所述，帕金森病的内科

治疗、外科治疗和心理治疗以及

康复治疗是一个综合性的过程，

需要多学科团队的协作和患者的

积极参与。通过全面的评估和治

疗计划，可以有效地控制症状、提

高生活质量并帮助患者更好地应

对帕金森病带来的挑战。

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神经外科

朱俊乐（主治医师）

叶晶亮 （主治医师）

家中孩子是否有以下表现？总是注意力

不集中，上课时东张西望，作业拖拉，平时精

力旺盛、动个不停，性情较暴躁……孩子像个

“小马达”，可能患有“注意缺陷多动障碍”。

”注意缺陷多动障碍“，也就是我们常说

的“多动症”，这是一种慢性神经发育障碍和

精神障碍。该病通常在童年时期出现，其中部

分可能会持续到成年期。其主要临床表现为

注意缺陷、冲动和多动，可能对患儿的学习生

活造成影响，例如在学校表现不佳、情绪容易

波动、出现社交障碍等。

不过，也不必太过担心，通过行为训练、

药物治疗和心理治疗，注意缺陷多动障碍患

儿的症状可以得到控制。对于轻度的病症，通

过行为训练，就能帮助患者改善注意力和自

控能力。而中重度的患者，通过注意力训练和

药物治疗，也会有较明显的改善。

日常生活中，一旦发现孩子有相关症状

表现，建议尽早至医院就诊，以获得正确的

诊断和治疗方案。同时，家长和老师也应该

了解此疾病特点，给予理解，共同帮助患儿

克服困难。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心理科

魏佳（主治医师）

钙是人体所不可或缺的营

养素之一，缺钙容易导骨质疏

松、骨折等相关疾病。钙的需

要量因人而异，主要取决于年

龄、性别、生理状态和健康状

况等因素。根据《中国居民膳

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人在

成年以后每天的钙需要量是

   毫克，孕妇在孕中晚期增

加到     毫克，哺乳期妇女

则需要增加到     毫克。

除了乳制品和豆制品，绿

叶蔬菜，尤其是深绿色蔬菜，也

是补钙的有效途径，它不仅提

供丰富的钙质，还含有多种促

进钙吸收的营养素。

在菠菜、羽衣甘蓝、芥菜和

白菜等绿叶蔬菜的叶子中，每

   克含钙量分别为    毫

克、  毫克、   毫克和    毫

克。除羽衣甘蓝外，其他  种蔬

菜的钙含量均高于牛奶。

此外，维生素  能激活骨

钙素，促进钙在骨骼中的沉积，

从而让钙的作用最大化。维生

素  多以叶绿醌的形式存在，

在绿叶蔬菜中的含量最高。一

般绿叶蔬菜颜色越深，维生素  

的含量也越高。

华东医院营养科

陈敏 （副主任医师）

扁桃体位于人体口腔舌

后根双侧，是两块“栗子肉”样

的组织，自我们出生时就存在

着。

它是一个免疫器官，是我

们口腔免疫系统“咽淋巴环”中

的一部分。在我们幼年时候是

抵御咽部各种感染的一道免疫

防线，扁桃体可产生淋巴细胞

和抗体，故具有抗细菌抗病毒

的防御功能。

但是，如果扁桃体经常发

炎，就会对我们的其他器官造

成损害，如会引起肾炎、心肌

炎、皮肤病损、关节炎等疾病。

因此，医生往往会建议患者摘

除扁桃体。切除扁桃体后，对人

体不会有过多伤害，患者不必

过于担心。

此外，有人天生扁桃体长

得比较大，若引起了吞咽不适

与严重打鼾，那么我们也只能

和它“说分手了”。

上海市健康教育协会 姜辉

扁桃体“闹情绪”，到底该不该切

巧选蔬菜可补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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