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阿尔茨海默病
十大危险信号

1 .记忆力日渐衰退，影响日
常起居活动，例如炒菜放两次
盐，做完饭忘记关煤气；

2 .处理熟悉的事情出现困难，
难以胜任日常家务，例如不知道穿
衣服的次序、做饭菜的步骤；

3 .语言表达出现困难，例如
忘记简单的词语，说的话或写的
句子让人无法理解；

4 .对时间、地点及人物日渐
感到混淆，不记得哪年哪月，自
己在哪个省份；

5 .判断力日渐减退，例如烈日
下穿棉袄，寒冬时却穿薄衣；

6 .理解力或合理安排事务的
能力下降，跟不上他人交谈的思
路，或不能按时支付各种账单；

7 .把东西乱放在不适当的地
方，例如将熨斗放进洗衣机；

8 .情绪表现不稳及行为较前
显得异常，焦虑、抑郁、容易生气、
喜怒无常，行动缓慢，收藏垃圾；

9 .性格出现转变，例如变得
多疑、淡漠、
自私或粗暴
等；

10 .失去
做事的主动
性，终日消磨
时日，对以前
的爱好也没
有兴趣，行为
退缩。

◎据估算，差不多每4秒就

有一个新增的老年痴呆病例，中
年人患病率也在增加。

◎目前，我国患老年痴呆的

人已经超过1000万，据预测，

20年后这个数据还会乘以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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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Ai不孤单

一名才27岁、
刚毕业参加工作的
小伙就患上了横结
肠癌晚期，在3个月
里，病情发展很快，
病房里经常充斥着
父母撕心裂肺的哭
声。济南市第五人
民医院胃肠肝胆外
科主任、副主任医
师薛小萌讲起这个
案例时唏嘘不已。

在我国最常见
的癌症里，结肠癌
和直肠癌统称大肠
癌，发病率在全球
居于恶性肿瘤第三
位，死亡率高居第
二位，是占全球发
病和死亡首位的消
化系统恶性肿瘤。

“长期患有溃
疡性结肠炎、多发
性息肉，进食高动
物性脂肪，高蛋白
质、低纤维素摄入
者都是高危人群。”
薛小萌说。

长期肠道炎症
患者，特别是溃疡
性肠炎，炎症反复
刺激，会导致肠道
黏膜增生造成息肉
甚至癌变；除了溃
疡结肠炎，还有更常见的就是结
肠息肉。

“很多人在体检时会发现肠
道息肉，其中有一些是高危息肉，
比如家族性多发的息肉病、腺瘤
性息肉、形态宽基的一些息肉，需
要我们高度重视。”薛小萌介绍，
一般来说，大肠癌的高发年龄从
45岁开始，但是肠息肉比肠癌早
发十年左右，很大部分肠癌都是
由腺瘤变化而来的，所以在腺瘤
性息肉尚未转变为肠癌时就将其
摘除，能减少肠癌的发病概率。

有以下症状要当心

“大肠癌的早期表现是很隐
匿的，但大家可以注意几个变
化。”薛小萌说。

1 .大便习惯的改变；2 .大便性
状的改变；3 .排便困难；4 .腹痛不
适。肠癌的危险因素，有两高一
低，就是高动物脂肪、高蛋白，低
纤维素摄入，那么吃多少算多，多
少算少呢？

薛小萌提示，要牢记“过犹
不及”这个原则，两高一低确实
是大肠癌的高危因素，但不能因
此就将我们的饮食习惯全部推
倒重来，各种措施都要循序渐
进，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否则
引起严重的营养不良就是顾此失
彼了。

如何筛查预防大肠癌

大肠癌是一个多步骤、多阶
段、多因素参与的过程。溃疡性
结肠炎是相对比较严重的结直
肠性非特异性炎症，病因不明，
可能和基因、心理以及自体免疫
有关，会引起包括大肠癌、肠穿
孔等比较严重的后果，要早发现
早治疗。

大肠癌的筛查主要是大便潜
血试验和结肠镜的检查。定期进
行大便潜血、胃肠镜检查，可以有
效降低胃肠道肿瘤带给我们的风
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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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韩虹丽
通讯员 胡琪 王莹

恶性肿瘤的发生有很多因
素，包括遗传因素、年龄、性别、环
境、生活习惯，特别是胃肠道恶性
肿瘤与我们的饮食等习惯有着密
不可分的关系。养成良好的生活
习惯，对正确预防肿瘤发生尤为
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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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5日是重阳节，提
到老年人健康，阿尔茨海
默病不容忽视。世卫组织曾
发布报告：2012年全世界有
3560万痴呆患者，每过20年，
这一数字将翻一倍；目前全
球每4秒就新出现一例痴呆
患者。我国65岁以上老年人
痴呆患病率为5 . 14%，阿尔茨
海默病作为其中一种类型，
患病人数达1000万左右。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陈晓丽 张如意

阿尔茨海默病
是老年健康“第四大杀手”

今年83岁的田老先生近日被别
人报警送到了山东省精神卫生中
心，原因是田先生“偷”了别人的电
瓶车，不但不归还，还动手打了人。

“老人是很明显的阿尔茨海默病患
者，病程已有5年，之前老人已出现
一些症状，但家人没太在意，就一直
没去看。”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老年
精神科病房副主任医师杨晓华说。

记者了解到，早在两三年前，田老
先生就开始记忆力下降，脾气也变得
暴躁起来，就在前一段时间，他与妻子
吵架时还动了手。此外，他还有被盗和
嫉妒妄想症。一边怀疑别人偷自己的
东西，另一边还总是在外面顺点别人
的东西回来。这次就因为别人报了警
才被送到医院。家人也没想到，老人得
的竟是阿尔茨海默病。

杨晓华介绍，阿尔茨海默病是一
种渐进性的大脑功能衰退性疾病。
阿尔茨海默是一位德国医生，1906
年报告了世界上第一例类似病人，
后来医学界便以该医生的名字将该
病命名为阿尔茨海默病。

据悉，该病是继心血管病、脑血管
病和恶性肿瘤之后，老年人健康的“第
四大杀手”，也是继癌症和心脏病之后
排名第三的花费最大的疾病。

尽管如此，很多人对该病认识
依然不足，往往误以为得了这个病
是“人老了，记性不好是正常的”，

“阿尔茨海默病不是致命的疾病”，
“得了阿尔茨海默病也没办法，反正
治不好，不要麻烦了”。

正因如此，阿尔茨海默病就诊
率非常低，约95%的患者没有就诊，
或者就诊后没有治疗。

其实，阿尔茨海默病和一般健忘
有明显区别。杨晓华介绍，阿尔茨海默
病患者往往记不起发生过的事，即使
经过反复提醒也回忆不起来；而一般
的健忘者只是遗忘事情的某一部分,一
般经人提醒就会想起。

同时，阿尔茨海默病患者会逐渐
丧失识别周围环境的能力，并逐渐丧

失生活自理能力。思维变得越来越迟
钝，语言越来越贫乏。一般的健忘则对
时间、地点、人物关系和周围环境的认
知能力丝毫未减，日常生活可以自理，
对记忆力下降相当苦恼。

早期症状容易被忽视
晚期生活完全依赖他人

阿尔茨海默病早期阶段(3-5年左
右)容易被忽视，或者被错误地认为是
由于“老了”，或者是正常的衰老表现。
杨晓华介绍，在早期，日常生活患者
尚能自理，但常常需要提示和督促，
主要表现为记忆减退，尤其是短期记
忆，语言表达困难，时间定向困难，在
不熟悉的地方很容易迷路，缺乏主动
性和积极性，对爱好和活动丧失兴
趣，抑郁、焦虑等。

随着疾病的进展(3年左右)，患
者遇到的困难会越来越明显，应对日
常生活的能力变得困难，再也不能独
立地应对日常起居。

患者往往变得非常健忘，尤其是
刚发生的事情和人的名字，远记忆障
碍日益明显，难以完成各种家务活动，
不能烹饪、清洁和购物，可能变得非常
依赖他人。在个人卫生方面需要帮助，
包括如厕、梳洗和穿衣，表现出游荡和
其他一些行为上的异常(离家出走)，在
熟悉的环境也会迷路、走失，甚至可
能会出现幻觉、妄想。

到了晚期阶段(2年左右)，患者
将变得完全依赖他人，记忆障碍非常
严重，并有身体机能方面的表现，例
如语言功能丧失，不认识亲属、朋友
和熟悉的物品，甚至忘了自己是谁；
行走困难，坐下后不能自己站立，需
要依赖轮椅或卧床，大小便失禁，进
食困难。

家属要多鼓励患者
进行自理性活动

“目前尚没有能够治愈阿尔茨海
默病的药物，但阿尔茨海默病是可以
治疗的。”杨晓华介绍，研究表明选择
正确的药物及早治疗，配合非药物治
疗的方法，可以有效改善患者症状或
有效延缓脑功能的衰退，从而改善患
者的生活质量。

在遵照医嘱服用药物的同时，患
者可以进行一些锻炼。杨晓华建议，
如果身体能耐受，首选有氧活动。可
以选择强度较低的活动，例如打太极
等。

“早期患者往往只有性格的改变
和记忆力衰退。在注意患者饮食营养
和日常清洁卫生的同时，可以督促患
者自己料理好生活，参加多种社会活
动，多接触周围环境，减缓功能衰
退。”杨晓华提醒，注意不要让患者单
独外出，以免迷失方向。

杨晓华建议，可以根据患者个人
爱好，进行一般性的娱乐活动，例如艺
术、书法、社会活动等。家属还可以帮
助患者进行提高独立能力的训练，例
如使用手机、收发电子邮件等。

中度患者需要在看护者的协助
下进行简单的生活自理。帮助老人按
自己的速度来做事，老人做错了要耐
心地和他一起更正，不要责怪，多进
行适当的鼓励和安慰。

当病情进展到晚期，患者丧失
了生活自理能力，看护者需要照顾老
人吃饭、穿衣、清洁等。长期卧床的患
者要预防褥疮发生，要勤翻身，勤擦
洗；多吃富含纤维素的食物；帮助患者
进行轻柔的运动锻炼。

应尽量避免改变家庭的布置，
室内的设施要便于老人活动，利于
通风和采光，地面通道无障碍物，
地砖要防滑。同时，尽量减少更换
照料者的次数。

老年痴呆是指发生在老年阶

段的痴呆。阿尔茨海默病是其中

的一种，大概占老年期痴呆的一

半左右，它主要是由于脑部退行

性病变造成的。

而其他原因，像血管疾病、脑

肿瘤、脑部感染、HIV感染、营养

缺乏代谢障碍等，都可以造成痴

呆，所以说老年期痴呆不等同于

阿尔茨海默病，阿尔茨海默病是

老年期痴呆的一种。

阿尔茨海默病
和老年痴呆的区别

我国老年痴呆患者
已达千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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