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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者 傅畅珺

通讯员 唐晓霞 彭颖异

“邓医生，我爸爸吃晚饭的时候
有点不舒服，一开始只是左手有点
发麻，过了一会，不仅喝水就呛，讲
话也讲不清楚，我要不要带他来医
院看看。”近日，市第二人民医院主
治医师邓俊波在深夜值班时，接到
了以往患者周先生家属的紧急电
话。邓俊波立马意识到，年初刚出院
的周先生极有可能再发脑卒中了。
于是，他赶忙让周先生家属将其紧
急送来医院，同时让护士备好抢救
床，等待周先生到来。

所幸，周先生家住市区，没有多久
就来到了医院。邓俊波详细询问病史，
发现周先生自 1 月份出院后，再也没
有服用过阿司匹林等抗血小板聚集预
防药物。CT显示，周先生急性缺血性
脑卒中。邓俊波立即为周先生展开个
体化对症治疗。经过一系列的护脑、调
控血压、针灸康复等有效治疗，周先生
的左侧肢体不再发麻，变得有力，言语
也逐渐清晰，饮水进食也不再呛咳了。
一周后，周先生顺利出院了。

“缺血性脑卒中就是指各种原
因引起的颅脑内血管阻塞导致脑部
血液供应障碍，导致脑组织缺血缺
氧性坏死，进而产生不可逆的脑损
害。要知道脑卒中可不是‘一次性’
的疾病，只要罹患一次便终身不再
复发；相反，有过脑卒中病史的人更
容易再复发脑卒中。但是，脑卒中患
者通过寻找卒中发生的病因，及时纠
正所有可以干预的危险因素，完全可
以避免脑卒中‘卷土重来’。可干预的
危险因素包括：吸烟、酗酒、肥胖、冠
心病、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半
胱氨酸血症等。”蒋新作介绍，大多数
缺血性脑卒中患者出院后，医生会根
据个体情况酌情使用抗血小板药物
如阿司匹林、氯比格雷等干预血小板
聚集。同时，大部分脑卒中患者有着
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高脂血症、
高半胱氨酸血症等慢性疾病。控制血
压血糖血脂同型半胱氨酸不仅离不
开预防及治疗用药，也离不开良好
的生活习惯。周先生就是出院后不
遵医嘱，不仅不按时服用药物，饮食
习惯也过咸过油，才会在短时间内
再次复发脑卒中。

蒋新作提醒，脑卒中患者出院后
应遵医嘱按时按量服药，不要漏服少
服甚至不服。脑卒中患者应定期体检
复查，尤其合并高血压、糖尿病、房颤
等慢性疾病的患者，必须长期治疗才
能有效控制。同时，蒋新作建议，脑卒
中患者出院后应戒烟，少饮酒，饮食少
油少盐，多食用新鲜水果蔬菜，少食用
加工过的食品，每日适当摄取富含维
生素和微量元素的食物，适当进行身
体能耐受的活动，坚持规律锻炼，提高
身体抵抗力及免疫力。部分脑卒中后
患者会发生认知功能障碍、血管性痴
呆、抑郁等，早期的药物及心理干预可
以有效缓解。

综上所述，蒋新作提醒，脑卒中患
者出院后应规律服药、合理饮食、适当
锻炼、科学作息、按时复诊，才能有效
避开脑卒中的再次发作。

谨防卒中复发

重在防治 防在日常

徐鹏航 顾天成

在我们的身边，有这样一些
“帕友”——他们可能行动迟缓、
肢体不协调，还可能出现手抖等
症状。每年的 4 月 11 日是世界帕
金森病日。帕金森病有哪些症
状？如何早期识别？在目前无法
治愈的情况下如何更好地治疗？
新华社记者采访了相关专家。

帕金森病一定会“手抖”吗

帕金森病是一种神经系统
退行性疾病，威胁着我国约 300
万人的健康。北京协和医院神
经科主任医师王含介绍，帕金
森病的症状有震颤、动作慢、走
路姿势不协调等运动症状，还
会累及身体各个系统，导致血
压调节障碍、胃肠道功能障碍、
便秘、尿频尿急等非运动症状，
疾病后期还可能会出现认知功
能方面的问题。

提起帕金森病，许多人的第
一反应是“手抖”。“‘手抖’医学
上称为‘震颤’，而帕金森病有
震颤型和非震颤型，并非所有
的帕金森病患者都会出现震颤
症状。”王含说，出现“手抖”也
不一定是帕金森病，需要结合其他症状综合
判断。

帕金森病如何早期发现？王含表示，可
以 通 过 日 常 生 活 中 一 些 小 动 作 发 现 端 倪
——如走路时一条胳膊摆臂慢、一条腿抬不
起来等不对称的运动缓慢；刷牙、包饺子等
重复性动作不灵活；写字大小不均匀、一行
字越写越小等。此外还有顽固性便秘、嗅觉
减退、抑郁等非运动性症状。“如果发现这类
症状要及时就诊、查体，以便及早采取治疗
措施。”王含说。

帕金森病如何治疗

“作为一种慢性进展性疾病，帕金森病治
疗原则是全疾病周期的管理。”上海交通大学
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陈生
弟介绍，当前，帕金森病的治疗有药物、手术、
运动、心理疏导及照料护理等方式。通过选择
合适的治疗方案，已经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实
现患者症状的改善。

陈生弟提醒，对于帕金森病来说，不是吃
了药就可以“高枕无忧”，主动进行运动康复
也是疾病管理的重要部分。上海瑞金医院联
合上海复星公益基金会共同开展的一项康复
训练研究显示，包括太极拳、快步走在内的非
药物运动辅助治疗可以有效改善帕金森病的
症状和降低并发症。

由于帕金森病目前无法治愈，一些患者
易产生消极情绪，甚至放弃治疗。对此，陈生
弟表示，通过及早开展对症治疗，并在规律的
随诊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可以延缓症状发
展，以期达到更为理想的治疗效果。

加强关怀 呵护身心健康

对于帕金森病患者来说，一方面运动的
受限会导致沮丧、无助等情绪，另一方面疾病
本身也会影响神经递质，从而导致抑郁症状。

“许多帕金森病患者有抑郁症状，家属营造良
好的家庭氛围，为患者提供身心支持尤为重
要。”王含说。

王含表示，理解、包容患者情绪，做患者
的“小助手”和“安全督察员”，保证患者正确
服药，鼓励和陪伴患者进行康复训练等方式，
都可以更好地呵护患者身心健康。

虽然帕金森病多发于老年人，但一些青
壮年也会确诊帕金森病。“早发型的帕金森病
患者更易有病耻感，需要家庭和社会给予更
多关爱。必要时可以通过心理科专业人员进
行心理疏导。”王含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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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季来临，气温回升。中国疾控
中心近日发布健康提示，提醒即将
进入手足口病高发季节，家长和老
师们要做好预防，多关注孩子手、
足、口等部位的症状表现，发现异常
应及时就诊。

根据健康提示，手足口病是由多
种肠道病毒引起的5岁及以下儿童常
见急性传染性疾病。全年均可发病，4
月至7 月为春夏季高发时段。临床表

现有发热，口腔出现疱疹，手、足和臀
部出现斑丘疹等，伴有咳嗽、流涕、食
欲不振等症状。患儿一般预后良好，7
至10天病程后可康复。

北京儿童医院感染内科副主任医
师郭欣表示，针对手足口病，家长们一
旦发现以下情况，建议及时带孩子到
医院就诊，包括出现38.5℃以上的高
热体温；孩子由于口腔内的疱疹造成
严重疼痛，食欲不振、尿量减少；孩子
出现精神差、面色苍白、心率增快等和
平时状态完全不一样的情况。

如何做好预防？健康提示明确，
要重点做到以下五点，包括保持良好
手卫生，儿童以及家长和看护人在外
出回家后、进食前、如厕后等情形下，
应用七步洗手法清洁双手；防止交叉
感染，尽量不与患儿分享玩具、共用
餐具和洗浴用品等；建议手足口病流
行期间尽量不带儿童到人群聚集的
公共场所；居室等环境要经常通风，
保持空气流通；门把手等接触频繁部
位、日常用品和儿童玩具定期清洁和
消毒。

春季手足口病高发 疾控机构提示做好预防

4月7日，新宁

县黄金瑶族乡政府

联合该县人民医院

开 展“ 一 心 向 党

医心为民”义诊活

动。医护志愿者们

通过现场解答咨

询、诊断，发放保健

资料、免费赠药等，

让瑶乡人民切实感

到有“医”靠。

朱巨滨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