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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疾控与瑞典共建
细菌耐药实验室

济南三级医院将
全部开设老年病科

4月9日，瑞典公共卫生署
与山东省疾控中心签署合作
备忘录。双方同意共同在山东
省疾控中心建立细菌耐药合
作实验室。

双方就细菌耐药监测抗
生素选择方案，动物、环境样
本抗生素监测等问题进行了
讨论，并将以此次合作为契
机，在细菌耐药等传染病防控
领域积极开展合作交流，共同
遏制细菌耐药，此次合作备忘
录的签署是省疾控中心在国
际合作领域的一次重大突破，
为推动我省传染病控制尤其
是细菌耐药研究提供了更广
阔的国际平台。记者 刘一梦

近日，济南市政府办公厅
印发《济南市建设全省医养结
合示范先行市工作方案》，要
求到今年年底，市级三级综合
性医院全部设置老年病科。

方案指出，到2018年年底，
济南市100%医疗卫生机构为
老年人提供就医绿色通道，所
有养老机构提供医疗护理服
务，市级三级综合性医院全部
设置老年病科。此外，方案明
确，到2020年年底，以居家为基
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
医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
全面建成。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力争覆盖所有常住老年人群。

记者 刘一梦

“新肝宝贝”救治计划
落户省千佛山医院

近日，省千佛山医院举行
北京天使妈妈慈善基金会“新
肝宝贝”救治计划定点医院揭
牌仪式，为0-14岁需要做肝移
植的贫困患儿和孤残儿童，以
及胆道闭锁、胆汁淤积等需要
肝移植的患儿带来福音，入选
该计划的患儿可获得1-8万元
的专项资助。

据介绍，目前已有70多名
患儿来到省千佛山医院肝胆
外一科进行相关医学检查，符
合条件的患儿将择期接受下
一步手术治疗。咨询电话：
40006-21885。
记者 刘一梦 通讯员 毛瑞峰

大健康

安静时颤动
活动时不抖

起床、翻身、步行等动
作缓慢；穿衣、刷牙等
动作缓慢、字越写越小

四肢沉重、无力
肌肉疼痛、有僵硬感等

行走时下肢拖拽
步伐变小或变慢

□记者 刘一梦

4月11日是第22个“世界帕金森日”，各地都开
展了不同主题的宣讲义诊活动。帕金森作为一种常
见的神经系统变性疾病，平均发病年龄为60岁左
右，已经成为中老年群体继心脑血管病、肿瘤之后
的第三大“杀手”，有“聪明人得的多，中国人得的
多，症状非常多”的“三多”特征，虽然疾病不致命，
但严重影响患者的工作能力和生活质量。

我国患者居全球首位
发病呈年轻化趋势

帕金森病是一种中老年人常见的中枢神经系统
疾病，主要临床表现为肢体震颤、动作迟缓、强直、姿
势平衡障碍等运动症状，除运动功能障碍外，患者还
有嗅觉减退、便秘、睡眠行为异常和抑郁等非运动症
状。山东大学齐鲁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刘艺鸣教授介
绍，目前帕金森病已成为困扰老年人的常见疾病之
一，我国65岁以上人群总体患病率约1 . 7%，大部分帕
金森病患者为散发病例，仅有不到10%的患者有家族
史。而近年来帕金森病的发病年龄有年轻化的趋势，
三四十岁发病的帕金森病患者并不罕见。

据最新医学数据表明，我国目前帕金森病患者
人数已达到200万人，且以平均每年10万人的数目增
加。我省帕金森病患者逐年增多，山大齐鲁医院近两
年接诊的帕金森病患者数量都超过了 4000 多人次。

“帕金森病不会直接缩短人的预期寿命，但会使
人丧失工作和生活能力，帕金森病的确切病因至今
未明。遗传因素、环境因素、年龄老化、氧化应激等均
可能参与帕金森多巴胺能神经元的变性死亡过程，
随着年龄的增长，患病率也在增长。”刘艺鸣介绍，帕
金森的发病率和患病率均随年龄的增高而增加，男
性患者更多见。以往帕金森病都被称为老年病，但近
些年来，年轻患者逐渐增多。可能与经常接触农药、
重金属等化学品有关，熬夜、劳累过度、精神不稳定、
作息不规律等生活习惯也可能是帕金森患病越来越
年轻化的原因。

早期容易被误诊
“抖”不是唯一判断标准

提起帕金森病，很多人的第一印象都是不停颤
抖的手，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帕金森病不一定都是

“抖”，“抖”也不一定是帕金森病。刘艺鸣介绍，大众
对帕金森病的了解程度依然非常低，且帕金森病早
期的误诊率非常高。

据介绍，帕金森病主要表现有静止性震颤、肌强
直、运动迟缓和姿势步态异常四大症状，静止性震颤
也就是平时所见的手或头等部位不自主震颤以及手
部搓丸式动作；肌强直就是肌肉僵直，肢体运动不灵
活，做一些日常生活的动作都有困难，并出现“慌张
步态”。面部表情减少的“面具脸”以及字越写越小的

“小写症”也是帕金森的典型症状。
帕金森病的早期症状常常是不典型的，容易被

忽略或者被误诊。有的人因为脖子痛被诊断为颈椎
病，有的人则因为腰痛而被诊断为腰椎病，还有的人
走路时拖步，被误诊为中风。“除了典型症状，也有一
些非运动症状的表现如便秘、嗅觉减退、睡眠障碍、
抑郁、认知功能降低等。”刘艺鸣强调，早期症状如颤
抖、动作缓慢、僵硬、少言寡语等
往往被误认为是老年人的正
常现象，不会引起足够的重视，
从而导致就诊率低及漏诊现象。

此外，特发性震颤、生理性震颤等会引起手抖症
状的疾病，也容易和帕金森病混淆。“一旦患者出现
嗅觉减退、四肢震颤、运动缓慢、四肢无力等情况时
就一定要到正规医院的神经内科就诊，大夫
的诊疗水平是影响帕金森病诊断
的重要因素，需要医生
进行耐心细致的检
查，才能进行准
确的鉴别。”

一般不影响寿命
药物“蜜月期”因人而异

帕金森病本身不致命，一般也不影响寿命，随
着现在治疗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病人通过药
物或者手术可以维持比较好的生活质量。

刘艺鸣介绍，当下医学无法根治帕金森病，在
患病初期，一般以药物治疗为主，以往人们认为药
物通常只有3-5年的“蜜月期”，很多人得病后非常
恐惧，认为“蜜月期”过后就会瘫痪。这种认识是片
面的，目前用于治疗帕金森病的药物很多，早期用
药的选择和药物调整非常重要，药物“蜜月期”也
因人而异。随着时间和病情的发展，药物的效果可
能越来越差，病人会体会到“开关”和“剂末”等现
象。开关现象就是症状会在突然缓解和突然加重
之间转换，而剂末现象就是指症状随着服用药物
的时间而出现波动，如服药后症状最轻，然后逐渐
加重，直到下一次服药后改善。

山大齐鲁医院神经外科教授徐淑军指出，3到
5年药物“蜜月期”后，就会进入疾病的中间期，这
段时间维持得时间长短不一样，严重的患者生活
不能自理，甚至要靠坐轮椅。此时，药物治疗有限，
可以采用外科手术干预，也就是可以进行评估，看
是否可以通过手术植入脑起搏器来改善症状。

日常预防远离重金属
别用脑过度

“当帕金森疾病进展到四到五年左右，药物
疗效明显下降或出现副作用以及‘开关现象’、

‘异动症状’等情况时，就是进行外科治疗即脑起
搏器手术的时机，脑起搏器手术可以大大缓解帕
金森病人的症状，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徐淑军
说，脑起搏器，也叫做脑深部电刺激(DBS)，它是
通过植入大脑中的细微电极发射电脉冲，刺激脑
内核团，抑制引起帕金森病症状的异常脑神经信
号，从而消除帕金森病的症状，使患者恢复自如
的生活和自理能力。世界范围内已有15万名患
者受益于该疗法。而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在脑
起搏器的治疗领域已走过了十多年，是山东

地区最早开展这一先进疗法的医院，也是
当地收治帕金森病患最多的医院。

专家介绍，对于帕金森病的治疗主要是
控制病情并减少并发症。而对于预防此疾病
来说，有家族性帕金森病的患者、有动脉硬
化疾病(如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等)的

患者应重视控制自身疾病，避免诱发帕金
森。此外，对于一般大众来说，除了在

日常生活中应避免接触重金属等
有毒物体之外，还要适度用脑

以减少脑部损伤，并
保 持 良 好 的 睡

眠 作 息 规
律和生活

规律。

1

3

4
2

济南中心医院启用
肝病科病房

近日，济南市中心医院消
化内科二病房(肝病科病房)正
式启用。

据介绍，消化内科二病房
位于8号楼一层，主要开展肝
胆相关疾病的诊断及治疗，如
各种肝损伤(脂肪肝、药物性
肝病、酒精性肝病、感染性肝
病等)、各种病因导致的肝硬
化及相关并发症(门脉高压、
消化道出血、脾功能亢进、肝
性脑病、肝功能衰竭等)、肝脏
的良/恶性肿瘤(肝转移癌、肝
血管瘤等)以及各种原因导致
的黄疸的诊断及治疗。联系电
话：0531-85695692。
记者 刘一梦 通讯员 马庆林

刘艺鸣，医学博士，山东
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神经内科
副主任。中华医学会神经病
学分会帕金森病及运动障碍
学组委员，中国康复学会帕

金森病及运动障碍康复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擅长帕金森病及运动障碍、认知功能障

碍、脑血管病等疾病的诊疗。在美国研修时系
统学习运动障碍疾病特别是帕金森病的诊断
和治疗，对于特发性震颤、舞蹈症、抽动症、肝
豆状核变性、肌张力障碍等运动障碍疾病有
较深入地研究。

专家门诊：周二、周四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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