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D俗称“老年痴呆”，近年来，我

国AD发病率、患病率和死亡率均呈现上

升趋势，对患者家庭和社会都带来了沉

重负担。彭芳教授介绍，据2023年全球

数据，目前全球约有5500万痴呆患者，

预计到 2050 将达到 1.39 亿，即每 3 秒

全球将有1人确诊为痴呆。痴呆的疾病

类型有多种，包括血管性痴呆、老年痴呆、

路易体痴呆等，AD是痴呆的一种常见形

式，我国痴呆患者有1500多万，其中983

万属于AD。

由于AD起病缓慢且相对隐匿，患者常

常因此错过最佳治疗时机。因此关注阿尔兹

海默病，早发现早诊断，远离认识误区非常

重要。彭芳表示，通过仔细观察，可以发现

一些早期征兆的蛛丝马迹。如记忆力越来越

不好，无法完成一些常规操作，如做饭无法

分清盐和白糖，思维混乱，经常找东西，怀

疑别人偷其东西，或者怀疑七八十岁的老伴

有外遇，还有一些语言表述障碍，出门找不

到路，性格习惯的改变等等。如果有这些表

现就需要高度警惕存在痴呆的可能，及时到

正规医院就诊。通过影像学检查、量表评估、

生物标志物等检查手段，早期找出“脑海中

的橡皮擦”，获得早期诊断和早期干预。

“AD作为世界医学难题，目前医疗手

段仍无法获得根本上的治愈。但早发现、早

诊断、早期干预可以从很大程度上延缓疾病

发展，对于提高患者生活质量具有重要意

义。”彭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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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行合一  守护心脏
医师报讯 （融媒体记者 黄晶 宋箐）心脏是人体的发动机，是人体机能运行的动力源，心脏功能对人体健康、工作及寿命有着至

关重要的作用。然而，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快，压力大，往往忽视了心脏的健康。根据《中国心血管健康与疾病报告 2023》推算，我国心
血管病现患病人数达 3.3 亿，心血管病死亡占城乡居民总死亡原因的首位，心血管病已成为重大的公共卫生问题。9 月 29 日是第 25 个世界 心
脏日，今年的主题是“USE HEART，FOR ACTION”，即“心行合一”，意在通过意识和行动进一步助力全球心血管病防控。值此之际，《医师报》联合微博健康特邀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高血压中心 / 泛血管中心主任张
毅教授和上海市第七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行政副主任张洁函教授做客直播间，共探“如何拥有一颗健康的心脏”。此次直播在医师报直播中心·医 TV、微博健康等平台同步播出，全网在线观看人次超 56 万。

信息不等于教育 人工智能或将成为心血管病防控的突破口信息不等于教育 人工智能或将成为心血管病防控的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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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确诊了AD，如何科学地治疗和管

理？袁俊亮表示，AD的管理是一个长期而

复杂的过程。首先根据痴呆严重程度、是

否伴随一些神经精神症状等选择合适的抗

痴呆药物治疗，科学、规律地使用抗痴呆

药物，改变生活习惯，如戒烟戒酒，避免

熬夜，控制危险因素，如高血压、糖尿病

等，也可以大大延缓疾病发展。目前还有

大量非药物治疗策略，包括认知康复锻炼、

认知刺激疗法，神经调控技术等。

“老年共患疾病现象非常常见，常易

合并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等心脑血管

疾病，以及骨质疏松、疼痛、疲劳、颈椎病、

腰椎病等。因此，老年 AD 患者的管理要

既能保证患者认知功能有所恢复，又能兼

顾原有疾病、注意药物相互不良反应，需

全面综合的个体化治疗策略。”彭芳说。

AD 患者管理中，患者家属和照护者的

作用非常重要。袁俊亮认为，对于患者家

属和照护者要不停地增加科普知识，使患

者家属和照护者对疾病本身转归、变化、

预后等有更多的认识，增强治疗信心；积

极运用音乐治疗、放松治疗、芳香治疗、

认知怀旧治疗等家庭管理，也能提高患

者的生活质量；加强社会的关注和关爱，

增加孤独老年人的社会认同感，减少病

耻感。

对于降低功能障碍风

险，守护老年记忆健康，

两位专家给出了一些

健康生活的建议，包括保持健康均衡的饮

食习惯，低盐低脂肪饮食，摄入新鲜蔬菜

水果，减少食品加工程度，多食用橄榄油，

多吃白肉，少吃红肉；保持长期规律且适

当的体育运动尤其是有氧运动，对降低认

知衰退有显著功效，建议每周坚持150分

钟中高等强度或75分钟高强的有氧运动，

如散步、踢毽子、跳广场舞等。

“守护记忆，用爱的共创力量来温暖

老人的孤独世界，使更多老年人能在晚年

享受一个高质量的生

活！”袁俊亮

呼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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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干预可最大程度延缓痴呆进程早期干预可最大程度延缓痴呆进程

时间就是心肌 心血管病诊治变得更加精准和适宜时间就是心肌 心血管病诊治变得更加精准和适宜

近年来，心血管领域发生了

哪些显著的变化？张洁函认为主

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心血

管医疗技术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介入治疗技术、起搏器置入技术、

射频消融技术等都经历了飞跃性的

发展。此外，影像学检查技术如血管内

超声、光学相干断层成像（OCT）、血流储

备分数（FFR）测量等功能性检查手段，也

极大地提高了对心血管病的诊断精准度和

治疗的适宜性。

其二，中国胸痛中心的建设是另一个

显著变化。胸痛中心可以提供24小时的绿

色通道，对心梗患者进行快速救治。这种

急救模式确保了患者能够得到迅速的治疗，

因为“时间就是生命，时间就是心肌”。

张毅则注意到中国医生在全球心血管

学术界的影响力正在稳步提升。越来越多

的中国医生在国际舞台上展示他们的学术

成就和专业风采，这已成为一个日益显著

的趋势。

今年8月，张毅参加了在英国伦敦举

行的欧洲心脏病学会年会，这是一个全球超

过五万名心血管专家参与的盛会。在这次会

议上，中国的研究投稿数量位居第一，甚至

超过了美国，这让他感到非常自豪。

此外，中国的医学研究成果也频繁出

现在国际顶级期刊上，中国的数据和研究

开始受到全球的关注。在制定全球医学规

范和修订临床指南时，中国的数据正被越

来越多的国际同行所借鉴和参考。

中国的医学理念也在走向世界。例如，

葛均波院士独创的泛血管理论，已成为国际

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之一。中国医生和科研人

员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也走在了世界前列。

“这是一个黄金时代。中国医生正通

过自己的研究和实践，为全球医疗领域做

出贡献。”张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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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爱对抗记忆的“橡皮擦”

医师报讯（融媒体记者 裘佳）随着人口老龄化
程度的进一步加深，老年性疾病问题愈发受到关注，
尤其是以阿尔茨海默病（AD）为代表的神经退行性
疾病，已成为严重影响老年人群健康和生活质量的重
大挑战。

9 月 21 日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今年的
宣传主题是“即刻行动：点亮记忆之光”。为普及
和宣传 AD 基本知识，9 月 20 日晚，医师报社联合
微博健康邀请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神经内科主任袁俊
亮教授和西部战区总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彭芳
教授做客直播间，通过线上开展 2024# 全民慢病健
康科普计划 # 直播连麦公益活动，科普 AD 预防、
早期预警以及科学干预和管理，为患者及家属带来帮
助。作为 2024# 全民慢病健康科普计划 # 直播连麦
系列公益活动第二场，本次直播连麦收获 50 余万人
次观看，为传播科普知识，守护国人记忆带来助力。

为何中国心血管发病人数仍在快速增

加？在张洁函看来，可以归结于两个主要

原因：一是饮食习惯的改变。随着生活水

平的提高，人们的饮食中高热量、高脂肪

的食物摄入增多；二是体力活动的减少。

人们的工作环境正变得越来越机械化和自

动化，这导致体力劳动在日常工作中的占

比显著减少。而这些改变往往容易导致人

体内血脂和血糖的堆积，从而增加心血管

病的风险。

要改变这一现状离不开健康教育和科

普工作的持续推进，但有时科普效果并不

如人意，对此，张毅分享了他的思考。追

求快乐似乎是人的天性，但那些令人愉悦

的事物并不总是对身体有益。相反，维持

健康所需的生活方式往往需要一定的自我

约束和自律，这可能需要投入大量的精力

和时间。这种悖论确实存在，它表明了健

康教育的复杂性，以及为什么有时候单纯

的科普宣传可能难以达

到预期效果。

张毅在法国求学

时，他的一位导师曾说

过一句引人深思的话：

“The information is not 

education”（信息不等于教

育），意思是仅仅将健康信息告诉

人们是不够的，如果他们不将这些信息转

化为实际行动，那么这些信息的价值就大

打折扣。

如何进一步推动心血管病防控？张

毅认为，数字医疗和数字健康将是一个

突破口。他表示，“通过可穿戴设备和

人工智能技术，我们能够在不干扰人们

日常生活的情况下，提供有效的健康提

醒和监测。”张毅本人也在这一领域进

行研究工作，他期待能有更多令人惊喜

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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