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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者 刘通
实习生 宁馨静 时嘉

遇到负性事件
要及时摆脱

无论成年人还是青少年，遇
到“不平事”时，无外乎默默忍受
或当场回怼两种选择。

“受从小接受的教育和传统
文化影响，遇到让自己不开心的
事时，很多人会选择憋在心里，
不去表达，即使是身边人开一些
过分的玩笑，甚至出现一些轻微
的语言攻击，很多人可能都不会
当场怼回去。”周洪光介绍，这些
过分的玩笑或者刺耳的话语，无
论当事人是否在意，都会对心理
和情绪产生冲击，倘若长时间压
抑自己的情绪，便可能产生抑郁
症状。

不过，相比抑郁情绪，还有
部分青少年会在长期压抑中“黑
化”——— 父母眼里的叛逆少年，
总是与家长唱反调，家长的任何
言论都会遭到他的反驳。

“哪怕有时候父母给出的是
一种比较温和中肯的建议，孩子
可能也不愿意听。”周洪光表示，
这群人在现实生活中的言行，几
乎会分毫不差地平移到网络空
间，成为网友口中的“键盘侠”，
遇事不问青红皂白，先与周围人
论战。

别一遇到事
就习惯找外部矛盾

人一旦遇到困难，究竟是先
提升自己，还是等待外部环境变
化？对于主动求变的人，往往会
首先寻找内因，先从自身条件入
手，提升自己的硬实力。不过，偏
执-分裂心理人士，往往会将困
难片面地归于外因，认为自己永
远是正确的。

“在网络世界，偏执-分裂人
士也会分享自己的日常经历，如
遇到的烦恼、不开心的事件等，
但他们在分享过程中，不会像普

通人一样心平气和地梳理事件
脉络、解释自己某种做法的理
由，而是会掺杂大量具有强烈情
绪的激烈语言，将网络当成一个
宣泄的出口。”周洪光说。

喜欢唱反调，爱与他人辩
论，有偏执-分裂倾向的人，虽然
看似“不合群”，但也是容易被网
络推手“带节奏”的一个群体。

这是因为，这类人一般有相
对较强的共情能力，一旦在网络
空间遇到自己感同身受的事件，
便会出现更为强烈的情绪反应。

“比如，在网络上就某个话
题出现正反两方团体，其中一方
的某些言论让偏执-分裂人群感
同身受，可能只需要一个口号、
一些激动的发言，就能将这群人
招至麾下，所以这些人很容易被

‘带节奏’。”周洪光表示。

沉迷网络
会导致情绪不稳

“除了生活中的情绪被压
抑、无处释放外，长时间沉迷网
络，也是导致偏执-分裂心位的
一个重要原因。”周洪光介绍，近
年来，智能手机让大家上网更加
便捷，很多人成了“低头族”，但
过度使用手机、沉迷网络，会导
致大脑长期处于高度活跃状态，
而高活跃状态，则会使情绪稳定
性变差。

另一方面，大脑长期高度活
跃，还会加速脑疲劳。以用户群
体较多的移动短视频为例，短则
几秒，长则一分钟的短视频，为
吸引用户注意力，会在短时间内
频繁让其感到满足，大脑也因此
长期处于被奖赏的状态。

周洪光介绍：“短时间内大
脑被高频奖赏，就好比快速波动
的皮筋，会很快失去弹性一样，
大脑也会变得越来越难被取悦，
而用户为了获得同等的‘快乐’，
往往会选择延长上网时间，以时
间换质量，进而出现沉迷网络的
恶性循环。”

不过，网络空间对于偏执-
分裂心位人群而言，并非毫无意

义，也不应被简单地当成情绪发
泄的“垃圾桶”。

“因为我们现实生活中，确
实会受到很多方面压力，无论是
儿童还是成年人，都需要有个宣
泄出口。而网络提供了一个很好
的途径。比如我们身边一些朋
友，会通过玩刺激的游戏、观看
剧情紧凑的电影来作为发泄负
面情绪的方式，在不影响他人的
原则下，这都是很好的排遣压力
的方式。退一步讲，当我们在网
络世界再次遇到‘键盘侠’与自
己论战时，大可一笑了之，淡化
处理。”周洪光说。

网络世界中
如何避免被带节奏

在网络世界中，我们要如何
避免被带节奏呢？

1 .不要被情绪冲昏头脑。
网络世界里的事情看似简

单直白，但其实是非曲直，谁对
谁错未必是准确的。想要了解事
情的真相，就要擅于克制情绪，
不要轻易在事件尚不明朗的情
况下，发表自己片面的看法。

否则，当一个人被情绪左右
时，他的主观性就失去了作用，
只认定情感上认为正确的事情，
而忽略了客观事实。

2 .要善于打破刻板印象。
刻板印象就是我们对一个

人、一件事的固定认知或看法，
刻板印象一旦形成，很难被轻易
改变。刻板印象最大的弊端，就
是认为事物或整体都具有该特
征，从而忽略了个体差异性。这
种刻板印象，在网络世界给人造
成的影响和伤害不胜枚举。我们
要学会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打破
刻板印象带来的局限。

3、要随时保持理性，谨言慎
行，严于律己。

网络世界给人造成的伤害
是无形的，但也是巨大的。我们
的一言一行既要对自己负责，也
要对他人负责。不要等发生雪崩
时才意识到，原来我们自己也是
那一片片的雪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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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
心第5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
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
2022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
达10 . 67亿，互联网普及率
达75 . 6%。

在庞大网民基数与互
联网技术保障下，越来越多
的人倾向于在网络空间发
表观点和意见。但也有部分
人，更习惯在网络空间发泄
负面情绪，喜欢与其他人

“唱反调”。
对此，山东省精神卫生

中心心理治疗师周洪光表
示，这类人群或许具有偏执
-分裂心理，为了避免痛
苦，会选择把自己的分裂部
分投射出去，并且攻击那些

“看不惯”的人。

帕金森病早期药物治疗效果显著
吃药过程中，切忌自行加量或盲目换药

记者 王小蒙

帕金森病
早期症状较为隐匿

“帕金森病致病机制较为复
杂，目前缺少有针对性的预防措
施，越来越多证据表明，帕金森病
的退行性病变，是多种基因共同
作用的结果。”刘艺鸣说，目前已
发现与帕金森发病相关的基因有
30多个，由于基因改变，使患者
对帕金森病的易感性增加，加上
环境和年龄等诱导因素，最终导
致帕金森病的发生。

帕金森病进展一般比较慢，
在不同阶段通常产生不同症状，
早期症状较为隐匿，包括嗅觉减
退、便秘、晚上睡觉大喊大叫甚至
坠床等睡眠期障碍，很多患者不
易察觉，也想不到就医，可能因此
延误治疗。

当患者出现帕金森病典型的
运动症状，即静止性震颤、运动迟
缓、肌强直、姿势平衡障碍时，体

内的黑质多巴胺能神经元死亡至
少在50%以上，纹状体DA含量减
少在80%以上，再行干预的效果
并不理想。

“尽管帕金森病一般不直接
影响患者寿命，但若不及时救治
干预，可能导致身体机能下降，
身体僵硬、运动减少，进而导致
肺炎、泌尿系统感染等各种并
发症，严重影响患者身心健康和
生活质量。”

药物是帕金森病
首选治疗方法

据刘艺鸣介绍，由于帕金森
病有明显的临床异质性，不同患
者个体的临床特征、进展情况具
有明显差异，因此治疗帕金森病
需要采用多学科、综合治疗模式，
包括药物治疗、手术治疗、康复运
动疗法等。

“药物是帕金森病首选治疗方
法，也是主要治疗方法。”刘艺鸣提
到，帕金森病早期一旦确诊，即应
开始药物治疗，不仅可以更好地改
善身体机能，还能延缓疾病进展。

治疗药物分为多巴胺能和非
多巴胺能两类，不过药物治疗不
能一味追求“全效”，也就是说，服
药后能有效改善症状即可，如果
一味想达到患病前的状态，难免
会加大药量，导致恶心、便秘加
重、冲动控制障碍、性欲亢进等一
系列的不良反应。

在药物治疗过程中，患者不
可自行停药，以免出现症状加重
甚至恶性综合征，如突然发烧、心
率加快等。同时，要根据病情和病
程长短，选择适合自己的药物。

刘艺鸣提醒，不能见别人吃
某种药有效，自己也盲目跟风，因
为帕金森病可能合并其他疾病，
要避免药物之间的相互反应。

手术可改善运动症状
但不能根治疾病

当然，在帕金森病早期，药物
治疗效果显著，但随着疾病进展，
药物疗效明显减退，或并发严重
的症状波动或异动症，这时可以
考虑手术治疗。

“手术虽然可以明显改善
运 动 症 状 ，但 并 不 能 根 治 疾
病。”刘艺鸣表示，手术对帕金
森病引起的肢体震颤等运动症
状有较好疗效，但对中轴症状
如严重的语言吞咽障碍、步态
平衡障碍，以及一些非运动症
状如认知障碍等无明确疗效。

因此，除了药物和手术治疗，
还需要根据患者情况，借助其他
疗法，例如运动与康复治疗、心理
干预与照料护理等。

值得注意的是，流行病学证
据显示，饮用咖啡、红茶、绿茶，摄
入维生素E、辅酶Q10、鱼油，以及
加强体育锻炼等，可能对神经元
有一定的保护作用，从而有助于
降低患帕金森病的风险。

因此，中老年群体可以通过
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来降低发
病风险。

帕金森病是一种常见的老年神
经系统退行性疾病，已成为继肿瘤、
心脑血管病之后的“第三杀手”。日
前，齐鲁晚报与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共建的《壹问医答》科普直播间，邀
请齐鲁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刘艺鸣教
授，带来关于帕金森病如何全面全
程管理，才能有效控制的详细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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