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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阻击击阿阿尔尔茨茨海海默默，，早早诊诊早早治治是是关关键键
山东省第五届神经内科大会暨山东省脑卒中大会召开

本报济南 9 月 12 日讯(记者
陈晓丽) 10 日上午，山东省第五届
神经内科大会暨山东省脑卒中大
会 2016 年学术年会在山东大厦举
行（右图），本次会议由山东省神经
内科医师协会、山东省脑血管病防
治协会主办，山东省立医院神经内
科承办。山东省政协副主席赵家
军、山东省医师协会副会长宋良
贞、山东省脑血管病防治协会会长
曾现伟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山东省
脑血管病防治协会副会长孙钦建
主持了开幕式。

开幕式结束后，北京宣武医院
教授贾建平、重庆医科大学教授谢
鹏、四川大学教授刘鸣、解放军总
医院教授王鲁宁、南京军区总医院
教授刘新峰、山东省医师协会神经
内科分会主任委员、山东省立医院
神经科主任杜怡峰等国内著名神
经内科专家围绕神经内科疾病，分
别进行了大会主题发言。随后，会
议主办方邀请的省内外知名专家
分别在“脑血管疾病”、“神经变性
病”、“癫痫与发作性疾病”等分会场
进行主题研讨，此外，本次会议还
首次设立了青年医师临床病例研
讨会场。

在诸多神经内科疾病中，阿尔
茨海默病是常见疾病之一。据报
道，超过八成走失的老人是阿尔茨
海默病患者。阿尔茨海默病俗称老
年痴呆，患者不仅渐渐失去大脑中
的记忆，随着病情发展，甚至完全
丧失生活自理能力。因此，每年的 9
月 21 日被定为“世界老年痴呆日”，
以呼吁大家关注和帮助这一群体。

截至目前，无论是药物还是康
复训练，对于阿尔茨海默病的治疗
重点都是延缓病情的发展，尚不能
逆转或彻底治愈。“不少家人都觉得
老人年龄大了，记忆力下降是正常
现象，对这个病重视程度不够。”杜

怡峰说道，“其实早诊断早治疗能非
常有效地缓解病情进展速度，提高
患者生活质量，也降低家庭负担。”

与大会同时，中国医师协会神
经内科医师分会在山东省启动了

“万人培训、万城巡讲”的“两万行
动”公益项目，杜怡峰主持了项目
仪式。据中国医师协会神经内科分
会会长谢鹏介绍，该项目是一项长
期而系统的教育工程，以遍布全国
各区县的近10万名基层神经科医师
为培训对象，在未来5-10年时间里，
广大基层神经科医师将接受到完
整而系统的培训，达到现代医学发
展需要的水平。

想想变变美美找找谁谁靠靠谱谱？？
本报联合权威机构帮您探“整容江湖”

本报记者 王小蒙

整形者年龄
正逐渐变小

爱美、变美正成为越来
越多人的追求。有统计显示，
早在 2012 年我国就超过美
国，成为到韩国整形人数最
多的国家。

而在济南，最小的整容
者仅十二三岁，整容者年龄
正逐渐走低，一些学艺术、对
外貌有要求的中学生，多做
一些割双眼皮和祛痘等项
目。而从搜狗发布的《 2015
整形美容行业数据报告》中
也不难看出，整形美容行业
人群年轻化趋势明显，其中
19 岁以下人群占到整容人
群总数的 15% 。另从学历来
看，初中及以下的占 5%，高
中的占 12%。

非法整形泛滥
不乏致残致死

伴随整形需求快速增
长，整形美容业如雨后春笋
般涌现。而更让人担忧的是，
国内整形美容行业存在入门
门槛过低、监管力度不够、服
务理念缺乏等问题。而医师

“走穴”、非法行医等不规范
现状，更是给整形行业带来
巨大的监管隐患。

据了解，非法整容机构
带来的致残、致死案例也并
不少见。在山东省千佛山医
院整形外科主任刘瑞明的
科室，几乎每隔一段时间，
就会接到一例整容失败的

患者，其中打玻尿酸导致的
问题最多。“严重的视网膜
动 脉 栓 塞 ，导 致 单 眼 失
明。”刘瑞明说，这对爱美
者造成的伤害，往往是不可
逆转的。

最新技术评选
整形将有参考

为让广大爱美者找到更
加靠谱的整形美容医师，选
择最适合自己的整形美容技
术，本报联合山东省非公立
医疗机构协会，举办山东省
首届“十佳 整 形 医师”暨

“ 2 0 1 6 医美十大新技术评
选”活动。

本次评选活动将从山东
整形美容机构的影响力、实
力、服务等方面，进行年终盘
点，并评选出山东省十佳整
形美容医师。活动即日开始，
将通过公众投票和专家评
审，评选出“十佳整形医师”、
山东整形美容行业最具影响
力机构、山东省整形美容行
业最佳服务机构、“医美十大
新技术”等奖项，以最权威的
发布为广大爱美人士提供整
形参考。

即日起，市民可通过齐
鲁壹点 APP 、齐鲁晚报官
方网站，说出你的整容故
事，并推荐你心仪的整容机
构和医师。整容机构也可登
录报名网页参选，并提交相
关资料。

报 名 网 址 ：h t t p : / /
www.qlwb.com.cn/zt/160908/
index.shtml

联 系 电 话 ：0 5 3 1 —
85196381，0531 — 85196831。

如今爱美正成为越来越多人的追求，在整形市场上，大学
生和白领是绝对的主力军。

如何选择靠谱的整容机构和医生，现在流行的整容新技
术是啥样？本报特联合山东省非公立医疗机构协会，共同举办
山东首届“十佳整形医师”暨“ 2016 医美十大新技术评选”活
动，为你揭开整容江湖的面纱。

据山东省医师协会神
经内科分会主任委员、山东
省立医院神经科主任杜怡
峰介绍，阿尔茨海默病的发
病人群多在 65 岁后发病，而
80 岁后的发病在 20% 左右，
到 90 岁以后接近一半的人
可能都会患有不同程度的
老年痴呆症。“老年痴呆像一
种‘流行病’，在老年人中发
病率上升较快。同时，该病的
发病原因尚不明确。”随着医
疗发展和科技进步，阿尔茨
海默病的明确诊断已经不
再是难题。

“阿尔茨海默病分为家
族性、散发性两种，其中家族
性阿尔茨海默病只占患者
人数的 1%-3%，而且发病较
早，四五十岁就可能发病。”
杜怡峰解释道，“散发性患者

群体的致病原因可能包括
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疾
病、不良饮食习惯、过量饮
酒、社会活动少等多方面。”

杜怡峰指出，阿尔茨海
默病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
段：第一阶段为患病后 1-3
年，属于轻度期，主要表现为
记忆减退，尤其是近记忆下
降，工作或家务劳动漫不经
心，情感淡漠，言语词汇减
少；第二阶段为 3-6 年，为中
度期，表现为记忆严重受损，
常常忘记所处时间和地点，
在穿衣、个人卫生方面需要
帮助，急躁不安，可能尿失
禁；第三阶段为 7-10 年，为
重度期，仅存片段的记忆，大
小便失禁，完全丧失生活能
力，常缄默不语，最终去世。

(本报记者 陈晓丽)

阿阿尔尔茨茨海海默默发发病病多多在在6655岁岁后后

葛头条链接

本报记者 王小蒙

儿童用药
成了大人的缩小版

“大人的感冒药能给婴儿
吃吗？”“孩子不小心吃了大人
的药，会不会有副作用？”在百
度贴吧或母婴论坛，上述问题
并不少见。不少家长习惯从网
上得到用药指导，甚至在无医
嘱的情况下，把大人的药喂给
孩子吃。

有调查数据显示，31% 的
家长曾把成人药品调整剂量给
孩子吃，42% 的家长在给孩子
吃两种以上药时不注意药物的
有效成分。“掰药片”“随意加
量”……凭“感觉”、“经验”给孩
子用药，儿童常被当作“缩小版
的成人”。

济南市第三人民医院小儿
科副主任李国庆说，儿童用药
不当常见的有非儿童用药却给
孩子使用，超说明书应用或超
剂量使用这几种情况，尽管他
在多年的临床中并没有遇到用
药不当儿童致聋的极端案例，
但是家长给儿童用药不当情况
也有存在，应引起足够重视。

据山东省药品不良反应监
测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儿童
用药的安全问题是重点监测的
一个方面，因为儿童专用药品
种类少、说明书不详尽等原因，
儿童用药不合理的问题广泛存
在。

儿童化成人病
药品更加紧缺

“主要是适用于儿童的药
品剂型规格太少了。”山东省立

医院临床医师张文说，不少成
人儿童皆可使用的药品，大都没
有儿童所用剂型，像化疗药物，
只能根据成人用量酌情减量。

根据国家食药监局相关数
据显示，我国 90% 的药品没有
儿童剂型，适宜儿童的剂型，例
如粉末吸入剂、栓剂、糖浆剂、
滴剂、气雾剂等，所占药品品种
数都很有限。

“因为利润少，药企没有研
发的动力，像红霉素胶囊儿童
难以服用，但却没有适宜的冲
剂。”李国庆说，目前国家也已
意识到儿童用药短缺问题，已
经出台一些鼓励措施。

而在张文看来，相比于感
冒药等受众较广的非处方药，
临床中专门针对儿童使用的药
品则更加短缺，尤其是像严重
的感染、儿童高血压、内分泌疾
病和肿瘤白血病等。“目前成人
病儿童化现象越来越常见，一
些成人病越来越多出现在儿童
身上，但由于缺乏相应的儿童
用药，临床中只能根据孩子的
体重和年龄，将药物减量使
用。”她说。

越年幼儿童
用药不良反应越严重

医生介绍，儿童处在生
长发育时期，神经系统、
内分泌系统及许
多脏器发育
尚不完

善，肝、肾的解毒和排毒功能以
及血脑屏障作用也都不健全。
对药物的敏感性和耐受性差，
如果用药不当很容易对身体造
成伤害。

中国药学会安全用药科普
传播专家周筱青指出，越是年
幼的儿童，用药不良反应越严
重。而滥用、错用耳毒性药物已
经成儿童后天致聋的主因，30
万儿童因不合理使用抗生素导
致耳聋，占聋哑儿童总数的
30% — 40%。

在儿童用药问题背后，是
家长对儿童用药安全的认知不
足。记者调查中发现，有些家长
几乎很少甚至从不检查家里的
药品，还有一些家长常把儿童
药和成人药放置在一起，或者
将药品放在儿童随意可取的地
方。另外，不少家长都曾将成人
药品减量给孩子吃，另外还有
一些家长在给孩子吃两种以上
药时不注意药物的有效成分。

“成人药不能擅自给儿童
使用，不能孩子体重是你的五
分之一，就给他服用五分之一
的量。”张文说，医生指导用药
基于大量临床数据，而家长擅
自给药的量并不能达到理想的
治疗效果，甚至会出现严重的

副作用。她提醒，儿童用
药切记不可估摸着

来，应该谨遵医
嘱。

儿童对药品的耐受性差

别别““估估摸摸””着着给给孩孩子子吃吃药药
近日，一则因用药不当致耳聋的央视公益片，再度引发人们对

儿童用药安全的关注。每年我国约有三万儿童陷入无声世界，适宜
儿童所用剂量的药品品种有限、说明书不详尽，儿童用药安全成难
题。医生提醒，成人药不能随意给孩子服用，更不能靠估摸，以免伤
害儿童尚待发育的神经、肾脏等器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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