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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 2017 年是帕金森病发
现200周年，4月11日是世界帕金森病
日。帕金森的首发症状通常是一侧肢
体的震颤或活动笨拙，常见的是手抖，
进而累及对侧肢体，导致生活不能自
理。作为威胁中老年人健康和生命的

“第三杀手”，帕金森病仅次于肿瘤、心
脑血管疾病，多发于中老年群体，且有
年轻化趋势。

“手抖听起来没那么致命，但全球
数以千万计帕金森患者每天都面临着
煎熬，手部震颤使得基本的身体机能丧
失，连简单的正常用餐都成为奢望。”华
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神经科学研究

所副所长孙圣刚说，据业内权威调查显
示，目前我国有近300万帕金森患者。

更令帕金森患者担心的是，目前还
没有方法可根本上治疗帕金森病。武
汉大学人民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毛善
平表示，导致帕金森病的确切病因目前
仍不清楚，补充多巴胺等药物治疗方式
成为当前治疗帕金森病的主要手段。

随着机器人和互联网大数据技术的
发展，借助智能辅助机械直接矫正抖动
姿态成为新的治疗思路。2016年，由华
中科技大学、日本神户大学等单位联合
研发生产的睿餐智能防抖勺，成为继谷
歌之后全球第二家涉及此领域的产品。

“这把餐勺通过传感器捕捉运动姿
态，其实就是一个小型机器人。”长期从
事控制研究的华中科技大学自动化学
院赵金教授全程参与了睿餐的研发，他
介绍说，睿餐智能防抖勺通过智能识别
和主动抵消手部颤抖，帮助震颤病人进
食的防抖。不管帕金森病患者手怎么
抖动，餐勺内高速伺服控制系统都能实
时矫正，让勺面始终水平，辅助患者正
常进食。

这把餐勺还是一个数据采集器。
其内置传感器记录的数据可供临床使
用，医生据此分析患者用药前后上肢的
可量化反应数据，实现精准医疗。

帕金森病已成中老年人“第三杀手”
智能机器人可为患者“精准治疗”

据新华社 老年人常有入睡难、睡
眠质量差、醒得早等问题，是不是年纪
大了就不需要那么多睡眠？并非如
此。美国研究人员报告说，睡眠质量对
老年人健康至关重要，老年人睡眠需求
得不到满足会增加罹患一系列心理、生
理疾病的风险。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
研究人员在新一期美国《神经元》杂志
上报告说，几乎每一种导致晚年死亡的
疾病都或多或少与缺乏睡眠有关，已确
认睡眠恶化与阿尔茨海默病、心脏病、
肥胖、糖尿病、中风发病存在关联。

文章第一作者、加州大学伯克利分
校心理学和神经科学教授马修·沃克介
绍说，在延长寿命方面人类已经做得很
好，但在延长健康寿命方面还远远不
够，改善睡眠状况对后者有显著帮助。

人们年轻时容易进入深度和连贯
的睡眠，可能最早从 30 多岁就开始出
现睡眠时断时续、睡不安稳等状况。研
究人员对以往大量与睡眠有关的研究
进行梳理和分析发现，对老年人来说，
代表着深度睡眠的非快速眼球运动睡
眠明显减少，这是因为可以促进深度睡
眠的大脑慢波及睡眠纺锤波等脑电波

活动随年龄增长而减弱。
大脑产生的慢波和睡眠纺锤波有

助于把信息从负责短期储存的海马区
转移到负责长期储存、加深记忆的前额
叶皮质。研究发现，睡眠退化与晚年记
忆力衰退存在关联。

研究还发现，老年人大脑中，有助
从睡眠状态转换到清醒状态的神经肽
激素的调节能力也会减弱。这些神经
化学物质包括甘丙肽、下丘脑泌素等。
缺乏这些激素会打破老年人的睡眠节
律，使他们白天感到疲乏，晚上又难以
入睡。

老年人睡眠不足增加患病风险

前两年，我在北京的餐馆点菜，服
务员最后总会提醒一句，你们要什么
主食？笔者曾长期从事办公室服务工
作，这句话让我感到很新鲜。在南方，
餐馆服务员很少会提醒客人点主食，
至少我的家乡如此。

主食是什么？就是现在国家提倡
的谷类食物，比如南方的米饭、北方的
面食。但有些公众并不是很重视，尤
其是我国南方，由于菜肴越来越丰富
化、精细化，主食的概念日趋淡化，在
外吃饭不点主食、不吃主食的现象越
来越普遍。这里面，有生活水平提高
的原因，更有吃主食容易发胖的误解。

首先，肥胖，不是吃主食的错。肥
胖的真正原因是能量过剩，即能量摄
入大于能量消耗。碳水化合物、蛋白
质和脂肪这三类产能营养素中，每 1
克碳水化合物或蛋白质在人体内可产
生约4千卡的能量，而每1克脂肪的能
量高达9千卡。同等重量的脂肪提供
的能量是碳水化合物的2.2倍，因此脂
肪比碳水化合物更容易造成能量过
剩。另外相对于碳水化合物和蛋白
质，富含脂肪的食物口感好，刺激人的
食欲，使人容易摄入更多的能量。我

国居民习惯把谷类食物作为主食，谷
类食物中碳水化合物一般占重量的
75％ ～80％ ，蛋 白 质 含 量 是 8％ ～
10％，脂肪含量1％左右，还含有矿物
质、B族维生素和膳食纤维。谷物为
主的膳食模式，不仅可以提供充足的
能量，保障碳水化合物供给能量达到
膳食总能量的一半以上，还能够减少
动物性食物和脂肪的摄入，降低心血
管疾病和糖尿病等慢性病的发病风
险。所以我们一日三餐都要摄入充足
的谷类食物。

其次，不吃主食减肥存在健康风
险。近年来，很多人认为吃富含碳水化
合物的主食，会引起肥胖，所以不吃主

食、只吃肉就会减肥。这是不正确的。
因为食物总量摄入多导致膳食总能量
摄入过多，而减少主食量可以减少能量
的摄入，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减少主食的
确会对体重控制有帮助。但是真正的
罪魁祸首是能量摄入过多！在减少主
食控制能量的同时，也减去了膳食中谷
类提供的维生素、矿物质的来源，这种
营养素不均衡的膳食结构对长期的体
重控制不利，对健康不利。

控制体重的关键是能量平衡，以
谷类为主的平衡膳食更能保证充足营
养素的摄入，有助于健康体重的维持。

吃主食更容易发胖吗吃主食更容易发胖吗？？
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 许仁安许仁安

记者 陈星

本报讯 4 月 10 日，家
住邵阳县塘渡口镇的黄女士
正在家里坐小月子，因为她
刚从医院做了终止妊娠手术
回来。因为失去了这个孩
子，她的心情一直很抑郁。

原来，2004年，黄女士和
丈夫王先生步入了婚姻的殿
堂，结婚多年，一直都没有孩
子。后来经过检查发现是因
为黄女士的双侧输卵管堵塞
导致不能生育，治疗了很长
的一段时间都没有受孕成
功。

无奈的黄女士于是选择
了试管婴儿，当时实验了很
多次都未成功。2009年，她
终于受孕成功。当年年底，
黄女士剖腹产生下了一个可
爱的女儿。

二孩政策放开以后，为
了让孩子有个伴，夫妻俩决
定再次尝试试管婴儿。

经过两年的努力，今年
2 月 ，黄 女 士 终 于 受 孕 成
功。对于这个新来的小生
命，她非常珍惜，知道受孕成功后，便辞掉
了工作，在家里进行保胎。

满了8周，黄女士突然发现阴道流血，
在丈夫的陪同下来到了医院进行第一次产
检。检查结果出来以后，医生建议让黄女
士放弃腹中的孩子。因为如果继续妊娠，
连孕妇都会有生命危险。

怎么会这样呢？原来，黄女士第一胎
生女儿的时候是剖腹产手术。这次受孕成
功了，可是受精卵着床却着在上次剖腹产
的疤痕处。如果继续妊娠，很有可能会出
现大出血的情况，危及生命。

听了医生的话，黄女士只有忍痛将孩
子拿掉了。

市第一人民医院产科医生杨敏介绍，
怀孕以后，正常胎盘是附着于子宫体部的
后壁、前壁或侧壁，顺产的妈妈其子宫不会
留下瘢痕。而经受过剖宫产的子宫会有手
术形成的疤痕。如果再次怀孕，胎盘容易
像黄女士那样，附着在疤痕上。

杨敏说，这些瘢痕无法供给胎盘的营
养，即使存活下来，也无法支撑日益增大的
胎盘，严重者会引起子宫大出血，甚至子宫
破裂、摘除子宫。据了解，妈妈头胎是剖宫
产，二胎出现瘢痕妊娠的比例达到了
15.2%。所以，曾经进行剖宫产的妈妈想要
健康怀二胎，必须关注孕前、孕后的几项检
查。即使第一胎检查结果良好，生产顺利，
怀二胎依然要重视常规孕前检查，因为一
胎和二胎之间，妈妈体质、病毒感染也有可
能发生变化，所以包括血常规、尿常规、粪
常规、肝功能、妇科内分泌、白带常规在内
的检查都不容忽视。

杨敏提醒，成功受孕后，孕妇一定要及
时查B超。B超可以通过观察子宫前壁下
段厚度及子宫疤痕的回声状态，诊断子宫
疤痕的愈合情况，这是预测产前子宫破裂
危险性的一种安全、可靠的方法。一般来
说，子宫前壁下段厚度大于 3mm，子宫下
段各层次回声连续、均匀属于Ⅰ级疤痕，妈
妈子宫疤痕愈合良好，可以继续妊娠观
察。有剖宫产史的妈妈二胎孕前、孕后都
要重视产检，关注胎盘发育和自身健康状
况，出现不明原因的阴道流血、腹痛等情况
要迅速到医院就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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膳食与营养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