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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海中的橡皮擦——阿尔茨海默病
▲ 临沂东山医院   刘清华

阿尔茨海默病，又被称为“记忆的橡皮

擦”。这种疾病的特点是渐进性的记忆力衰

退，同时可能伴随学习能力、语言能力和行

为能力的退化。它是一种老年痴呆症，也是

世界范围内最主要的痴呆类型之一。据世界

卫生组织统计，每 3 秒钟就有一人被诊断为

痴呆，其中阿尔茨海默病占 60% 左右。我国

目前总痴呆患者达到 1042.7 万，其中阿尔

茨海默病约 600 万人。

阿尔茨海默病是一种神经退行性疾病，

通常会导致记忆丧失、思维障碍、人格改变

等症状。这种疾病通常会影响老年人的生活

质量，让他们难以正常地处理日常生活事务。

其影响因素通常包括遗传、生活方式和环境

等，而一些慢性疾病、脑部受伤或不良的生

活习惯也可能会增加患病风险。在早期阶段，

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可能会出现记忆力减退、

思维速度变慢等症状。随着病情的发展，患

者可能会出现更严重的症状，如语言障碍、

定向力丧失、失认等。

目前，阿尔茨海默病尚无根治方法，但

一些治疗方法可以帮助缓解症状、改善生活

质量。例如药物治疗可以帮助缓解症状，而

心理治疗和认知训练可以帮助患者保持思维

活跃和社交互动。

阿尔茨海默病的诊断与治疗

阿尔茨海默病的诊断主要基于患者的

症状表现和体格检查。医生会询问患者的

病史，了解其症状的发展过程，并进行全

面的体格检查，以排除其他可能导致类似

症状的疾病。常用的诊断工具包括神经心

理测试、血液和脑脊液的生物标志物检测

以及神经影像学检查。

目前尚无治愈阿尔茨海默病的方法，但

治疗可以缓解症状、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

以下是一些常用的治疗方法。

药物治疗  目前常用的药物包括乙酰胆

碱酯酶抑制剂（如多奈哌齐、卡巴拉丁等）

和 NMDA 受体拮抗剂（如美金刚）。这些药

物可以改善患者的认知能力和记忆力，但需

要长期服用。

非药物治疗  包括认知训练、生活方式

的调整和心理治疗等。认知训练可以帮助患

者提高记忆力和思维能力，生活方式和心理

状态的调整也有助于缓解症状。

护理  阿尔茨海默病患者需要得到良好

的护理和支持。家庭和社会应该提供必要的

照顾和支持，帮助患者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

和社会交往。

阿尔茨海默病的预防与早期干预

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  健康的饮食、

适度的运动和良好的睡眠是预防阿尔茨海默

病的重要因素。此外，避免吸烟和过量饮酒

也有助于降低患病风险。

控制慢性疾病  高血压、糖尿病、高

胆固醇等慢性疾病会增加患阿尔茨海默病的

风险。因此，保持血压、血糖和胆固醇在正

常范围内可以帮助预防阿尔茨海默病。

社交互动  社交互动可以刺激大脑，提

高认知能力。与家人、朋友保持联系可以减

少患阿尔茨海默病的风险。

认知训练  通过进行认知训练，如读书、

做智力游戏等，可以提高大脑的灵活性和认

知能力，从而降低患阿尔茨海默病的风险。

早期筛查  早期干预是预防阿尔茨海默

病的关键。如果您有记忆力下降、思维迟缓、

语言障碍等症状，应及时就医进行早期筛查。

药物治疗  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药物

治疗可以帮助缓解阿尔茨海默病的症状，提

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阿尔茨海默病的认知误区

尽管这种疾病已经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

注，但对于阿尔茨海默病的认知，仍存在一

些误区。

误区一：阿尔茨海默病只影响记忆力

阿尔茨海默病确实以记忆力减退为主要

症状，但患者还可能出现语言理解困难、判断

力下降、空间认知受损等症状。因此，将阿尔

茨海默病仅仅视为记忆力问题是不全面的。

误区二：阿尔茨海默病只影响老年人

虽然阿尔茨海默病在老年人中更为常

见，但这并不意味着只有老年人才会患上此

病。事实上，该病可能在任何年龄段出现，

包括年轻人。因此，不能因为自己年轻就忽

视阿尔茨海默病的潜在风险。

误区三：阿尔茨海默病无法预防或治疗

尽管目前还没有完全治愈阿尔茨海默病

的方法，但通过改变生活方式和饮食习惯等

手段，可以有效降低患病风险。此外，对于

已经患病的患者，也可以通过药物治疗和非

药物治疗来缓解症状，提高生活质量。

结语

尽管阿尔茨海默病是一种无法根治的疾

病，但我们可以采取措施来预防和干预。了

解阿尔茨海默病，走出认知误区、关爱患者，

让我们共同守护那些正在“遗忘”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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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人

为血糖的问题所困扰，血糖水平的过高或

过低都可能对健康造成负面影响。因此，

学会科学合理地控制血糖，成为了维持健

康的关键一环。

血糖的危害

高血糖是糖尿病的主要症状之一，糖

尿病是一种慢性疾病，它可能引发一系列

严重的并发症，如心血管疾病、肾脏疾病、

神经系统问题等。长期不受控制的高血糖

甚至可能导致失明、截肢等极端情况。血

糖水平的波动也可能对情绪产生负面影响。

忽高忽低的血糖水平可会导致疲劳、焦虑、

注意力不集中等问题，直接影响生活质量。

不仅仅是糖尿病，长期高血糖还与代谢综

合症的发生密切相关。这一综合症包括高

血压、高胆固醇、腹部肥胖等，增加了患

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血糖的控制方法

饮食管理  良好的饮食习惯是血糖控

制的基石。选择低升糖指数（GI）的食物，

如燕麦、全麦面包、蔬菜水果，有助于避

免血糖剧烈波动。合理搭配碳水化合物、

蛋白质和健康脂肪，分多次进食，有助于

维持血糖的稳定。

体重管理  适度的有氧运动不仅可以

帮助控制体重，还能提高身体对胰岛素的

敏感性，有助于更好地控制血糖水平，控

制体重是维持血糖稳定的关键。

健康的生活习惯  充足的睡眠和有效

的压力管理对于血糖的稳定同样至关重要。

睡眠不足和长期的精神压力可能导致体内

激素失衡，加重血糖问题。

定期监测  对于有血糖问题的人群，

定期监测血糖水平是保持控制的重要手段。

此外，定期进行医学检查，包括血糖、胰

岛素等相关检查，有助于早期发现问题并

及时调整治疗方案。

小窍门助你“甜蜜”健康

多喝绿茶  研究表明，绿茶中的抗氧

化物质有助于提高细胞对胰岛素的敏感性，

从而有利于血糖的控制。每天适量饮用绿

茶，成为维护血糖平衡的小窍门之一。

尝试食用亚麻籽  富含纤维和健康脂

肪的亚麻籽是控制血糖的理想选择。将亚

麻籽撒在早餐麦片或酸奶中，不仅美味，

还有助于血糖的稳定。

适量坚果的摄入  坚果中的脂肪和蛋

白质有助于减缓碳水化合物的吸收，从而

稳定血糖。适量的坚果，如杏仁、核桃，

是零食的健康替代品。

在这个“甜蜜”的旅程中，我们需要

认识到血糖管理是一项需要长期坚持的任

务。通过定期监测血糖水平、遵循医生的

建议，我们能够更好地了解自己的身体状

况，并及时调整饮食和运动计划。定期到

医院进行相关检查，如血糖、胰岛素等，

有助于及早发现潜在问题，采取有效措施。

让我们携手前行，以科学的态度面对“甜蜜”

的负担。通过控制饮食、适度运动、维持

良好的生活习惯，我们能够远离血糖的负

担，迎接更加健康、充实的未来。在这个

甜蜜的旅途中，每一个小窍门都是我们迈

向健康的关键一步。

血糖控制小窍门
▲ 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  吕芳

肢端黑色素瘤，一种起源于皮肤黑色素

细胞的恶性肿瘤，以其高度侵袭性和不良预

后而令人谈之色变。近年来，医学界逐渐认

识到，这种恶性肿瘤的微观特征与患者的预

后之间存在着一种神秘而复杂的联系。

细胞形态

在肢端黑色素瘤中，细胞形态的变化往

往预示着患者的预后情况。正常黑色素细胞

通常呈圆形或椭圆形、排列规则。然而，在

恶性黑色素瘤中，细胞形态变得多样且不规

则，如梭形、多边形等。这种形态变化反映

了肿瘤细胞的异型性增加，预示着更高的恶

性程度和更差的预后。同时，细胞核的形态

变化也是评估预后的重要指标之一。核仁明

显、核分裂像多的肿瘤细胞通常具有更高的

增殖能力和侵袭性，患者的预后往往较差。

细胞结构

除了细胞形态外，细胞结构的变化也

与肢端黑色素瘤的预后密切相关。正常黑色

素细胞的细胞质中含有丰富的黑素体，这些

黑素体在恶性黑色素瘤细胞中往往减少或消

失。黑素体的减少或消失可能与肿瘤细胞的

去分化有关，这种去分化现象使得肿瘤细胞

更具侵袭性和转移性，从而影响患者的预后。

此外，细胞骨架的结构异常也可能影响肿瘤

细胞的生物学行为，进而影响患者的预后。

分子生物学特征

随着分子生物学技术的发展，越来越

多的研究发现肢端黑色素瘤的分子生物学特

征与预后密切相关。例如，基因突变、基因

表达异常和表观遗传学改变等都可能影响肿

瘤细胞的生物学行为和患者的预后。其中，

BRAF基因突变是黑色素瘤中最常见的基因突

变之一，与患者的预后密切相关。针对 BRAF

突变的治疗策略已经在临床试验中显示出一

定的疗效，为改善患者预后提供了新的治

疗途径。此外，其他分子标志物如 CDK4、

CyclinD1 等也在黑色素瘤的预后评估中发挥

着重要作用。这些分子标志物的表达状态可

以作为评估患者预后的参考指标，为患者提

供个性化的治疗方案。

免疫逃逸

免疫逃逸是肿瘤细胞逃避机体免疫攻击

的重要机制之一，也是影响患者预后的关键

因素。在肢端黑色素瘤中，肿瘤细胞通过多

种方式逃避免疫系统的识别和攻击，如表达

免疫抑制分子、抑制树突状细胞的活化等。

这种免疫逃逸现象加剧了患者的病情发展，

导致患者的预后较差。因此，针对免疫逃逸

的治疗策略有望成为改善患者预后的新途

径。

通过本文我们了解到肢端黑色素瘤的

微观特征与预后之间存在着复杂而神秘的

联系。细胞形态、结构、分子生物学特征和

免疫逃逸等方面的变化都可能影响患者的预

后。深入了解这些微观特征与预后的关系有

助于为患者提供更准确的预后评估和治疗方

案。未来，随着医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和技术

的不断进步，我们有望发现更多与肢端黑色

素瘤预后相关的微观特征和治疗靶点，为患

者带来更好的治疗前景。同时，加强临床与

基础研究的合作与交流将有助于推动黑色素

瘤研究领域的发展，为战胜这一恶性疾病贡

献力量。

带你了解肢端黑色素瘤
▲ 郑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魏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