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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母亲走完人生

2019 年，张女士发现妈妈常常在

小区里迷路， 她马上警觉到情况不对，

第一时间带妈妈去看了医生。 经过检

查，妈妈被确诊为阿尔茨海默症早期。

慢慢地，妈妈变“懵”了，没了时间概念，

有时候可以睡上一整天。为了让妈妈作

息规律，张女士就定了闹钟，上班前准

时喊妈妈起床；妈妈变“傻”了，每天，张

女士都会把药物备好，并放在固定的地

方；妈妈变“空”了，不再是那个有主见、

喜欢热闹的人。张女士每年坚持全家旅

行，即使扶着妈妈走完全程，也要让家

人热热闹闹地陪在妈妈周围。

五年来， 妈妈的病情仍维持在轻

度，医生也认为十分难得。鲍勇告诉张

女士，让病人规律作息，做手操，保持

自理能力、 陪他们完成力所能及的任

务、安排家庭性活动等，都有助于他们

保持自信，维持认知能力。

“她的生命已经开始倒计时，未

来，她有可能不记得坐在对面的我们。

听上去很悲凉，但我要拉住时间，让她

记得我们的日子再多一点。这些年，我

来当‘妈妈’，无怨无悔。 ”张女士说。

家庭照护非常重要

然而， 像张女士这样能体面地照

顾阿尔茨海默症患者的例子并不多

见。 鲍勇告诉记者：“超过一半的轻度

认知功能障碍患者在 5 年内会进展

为痴呆。 不少家属发现亲人得了认知

障碍，就陷入悲观情绪，甚至直接放弃

就医。也有很多患者家属，一边尽心尽

力照护病人， 一边还要忍受着患者因

病情带来的易怒、暴力，甚至对亲人的

淡漠和遗忘。 ”

目前， 我国 65 岁以上人群的阿

尔茨海默症发病率为 5.6%，85 岁以

上人群的发病率高达 40%。对于阿尔

茨海默症患者来说， 家庭照护扮演了

重要的角色。

2016年，中国老年医学学会认知

障碍分会发布了《中国认知障碍患者

照料管理专家共识》，对中国的认知障

碍患者照料者提出指导建议， 同时也

强调， 认知障碍患者照料者要进行科

学的压力评估和调适。

实际上，通过药物干预、康复训练

和良好的照护， 可以延缓阿尔茨海默

症的进程，减少总体的医疗费用。鲍勇

强调：“即使病情进展到中期， 像脾气

固执、易怒、性情改变等状况，几乎都

有相关的药物可以控制。此外，照料者

可对患者日常行为进行观察， 并向医

生详细地说明患者行为的变化， 都有

助于医生对症下药。 ”

记者 梅一鸣

9月 21日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症日。 1906年，德国神经病理学

家爱罗斯·阿尔茨海默首次报告了一例具有进行性痴呆表现的 51

岁女性的案例，4年后，这种疾病被命名为阿尔茨海默症，又名“失智症”，

患者常常具有记忆障碍、失语、失认以及视空间能力损害等症状。

上海市瑞金康复医院康复科鲍勇副主任医师表示，通过良好的护

理，也能延缓阿尔茨海默症患者的病情、降低医疗负担。

近年来，随着大众健康意识的提

升，胸部 CT 检查已成为体检标配，特

别是针对肺部健康的监测。 伴随 CT

技术精进与 AI辅助诊断能力的提升，

肺结节的检出率显著上升，其种类繁

多，包括磨玻璃结节、实性结节等，让

人心生忧虑。 面对 CT报告中的“肺结

节”，多数人第一反应是恐慌与迷茫，

随即可能陷入网络信息的泥沼，自行

比对、过度解读，导致心理负担加重。

实际上，肺结节的良恶性判断远比网

络上的只言片语复杂得多。

建议从“三态”入手理性看待，首

先要关注肺结节的“形态”，包括其大

小、外形及与周围组织的关系。 通常，

结节越大、外形越复杂、与血管等结构

关联越紧密，越需警惕。

其次是肺结节的“状态”，即其生

长变化情况。如果生长发育速度过快，

则需要特别警惕“恶性”的可能；如果

生长完全停滞，那么优先考虑“良性病

变”。 事实上，临床医生们会赋予每一

位患者的“肺结节”一个观察期，如 3

个月、6个月或 12 个月。 在观察时间

窗内，通过胸部 CT，来动态随访肺结

节的“生长发育”情况。

最后，不可忽视的是患者自身的“心

态”。 面对可能的健康威胁，保持冷静、乐

观至关重要。 过度的焦虑与不安不仅无

益于病情，还可能影响日常生活质量。

因此，及时咨询专业医生，获取准

确信息，调整心态，是应对肺结节的正

确之道。

上海瑞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

周剑平（副主任医师）

当我们面临家人或朋友入住重

症监护室（ICU）的情况时，虽渴望近

身陪伴，但 ICU 严格的陪护限制常令

家属不解。 这一制度背后，实则蕴含

多重深意。

ICU环境高度敏感， 病人抵抗力

弱，极易感染。 家属虽心怀关爱，但缺

乏医学知识，难以确保无菌操作，从而

增加交叉感染风险， 对病人恢复构成

威胁。

ICU 是生命救治的前沿阵地，医

护人员需全神贯注于病情监测与治

疗。家属陪护可能会他们的工作，影响

工作效率与救治质量。 ICU 中配备专

业的护理团队， 负责病人全方位生活

照料与医疗护理，确保治疗顺利进行，

无需家属额外操心。

从病人角度出发，ICU 提供安静

的恢复环境， 避免家属陪护带来的干

扰， 有助于病人休息与康复。 同时，

ICU设有定时探视制度， 既满足家属

的关怀需求，又保障病人情绪稳定，对

于存在负面情绪的病人， 医护人员还

会引导家属参与心理疏导， 共筑康复

桥梁。

徐汇区中心医院供稿

每年 9 月的第四个星期

日为“国际聋人日”。 9 月 18

日下午，上海市静安区市北医

院在静安区残联和区聋协的

支持下，在门诊大厅举办了一

场助聋专场义诊活动，为从四

面八方闻讯赶来的 50 多位

听障人士提供了专业、优质的

医疗咨询和健康服务。

李大爷通过市北医院创

新的肺功能检查手语视频，轻

松完成测定，赞其细致周到。

该视频由医护团队与手语老

师合作制作，针对听障人士的

沟通难题，直观展示操作步骤

与注意事项。 视频内容精准，

便于理解，有效缩短了检查时

间，减少了沟通障碍，提高了

检查结果的准确性。

市北医院党总支书记张

鶄介绍：“市北医院自 2018

年起便开设助聋手语门诊，成

为静安区聋人就医的友好机构。 每

周二下午，专业手语翻译与志愿者

全程陪同， 确保听障人士就医无

碍。 医院还增设了助盲门诊，全方

位覆盖特殊人群的需求。 ”

据介绍，市北医院还利用手机

App、微信群等数字化工具，提供

预约挂号、健康咨询等便捷服务。

同时，定期举办手语培训，扩大手

语使用范围， 营造更加包容的就

医环境。 喻文龙 魏毅

9 月 21 日， 虹口区卫健

委携手多部门，举办了“甜蜜

爱次元，相约在虹口”甜蜜定

向跑活动， 并借此契机启动

了 2024 年度“保护生育力”

科普宣传活动。 活动吸引了

百名参赛选手及二次元文化爱好者参与。

本次活动以“保护生育力，健康向未来”为主题，巧妙融

合动漫、体育元素，通过二次元偶像领跑、任务打卡及线上

线下互动问答， 向年轻人宣传适龄婚育、 优生优育的重要

性，以及尊重生育的社会价值。生殖健康机器人“申媛媛”现

场科普，推广新型婚育文化，营造了浓厚的生育友好氛围。

未来，虹口区卫健系统将持续创新宣传服务模式，深化

保护生育力教育，为人口长期均衡发展贡献力量。 鸿轩

皮肤癌与黑痣并不相

同， 皮肤癌是由于各种物理

化学生物因素导致的基因突

变，病因比较复杂。而痣的发

病原因， 多数与遗传因素和

紫外线照射有关。

皮肤癌的症状相对复

杂，其中鳞状细胞癌多呈现

结节样或菜花状，还有的呈

蝶状，这种恶性肿瘤一般会

伴有化脓性感染，还伴有恶

臭、疼痛；基底细胞癌初期

表现为较硬的丘疹，随着病

情加重， 进而破溃为溃疡，

其边缘隆起， 底部凹凸不

平。 而痣除了影响美观外，不会有

其他的不适症状。 亚运

对于耳鸣， 相信大多数人都不

陌生。 那么，你听说过脑鸣吗？ 脑

鸣是一种高频率声音， 同时还会伴

有耳鸣、腰膝酸软、目眩，患者还常

常会出现头晕、记忆力下降等症状，

影响睡眠、生活、工作等。 老年患者

居多，且女性多于男性，发病年龄在

40~70 岁之间。

脑鸣和耳鸣并不是一回事，患

者往往进行了大量的耳部相关检

查，却查不出任何疾病，这部分患

者往往会被认为是更年期、 患有

精神心理问题等。 建议有脑鸣症

状的患者进行脑血管相关的检

查，如颈静脉超声检查等。

王凝

应对肺结节 关键看“三态”

ICU里为何不能陪护？

“保护生育力”，虹口在行动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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虹口区张先生来信咨询：我即

将去医院拔牙，但是听说拔牙可能

会造成口腔大量出血，能否避免？

上海市口腔医院颌面外科盛

璐副主任医师回答： 拔牙后出血

是非常正常的， 建议患者拔牙后

在创口处放置棉条（或棉球、纱

布）， 紧咬 30～45 分钟。 拔牙后

24小时内不刷牙、不漱口，不要用

拔牙侧咀嚼食物， 避免吮吸及舔

舐伤口， 以减少术后出血和感染

的发生。 此外，请勿使用吸管，且

不要剧烈运动， 以免破坏血凝块

引起出血。

答读者问

警惕这种“颅内交响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