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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彦阔在为患者测量血压

市民周大娘今年77岁，2019年出现
头晕、四肢无力、困乏的症状。“母亲头晕
比较严重，总说自己像戴了个‘紧箍’，行
走时迈不开步子，有时候在床上翻身都
困难。”周大娘的女儿姚女士说。

家人担心周大娘患有脑梗，就陪她
到医院检查，确诊为帕金森病后，也积
极配合治疗，但效果不明显。2021年经
王彦阔诊治后，周大娘的病情得到缓
解。

周大娘目前坚持药物治疗，并且定
期去医院复诊。姚女士表示，周大娘现
在记忆力减退，偶尔会出现头晕的情况，
但行走、穿衣、逛街等日常活动都能自
理。

在王彦阔的建议下，周大娘现在每
天坚持锻炼。为了让周大娘积极面对疾
病，姚女士也利用空闲时间带她到户外
游玩。“好心情有利于她的病情稳定。”姚
女士说。

无独有偶，今年初，叶县邓李乡65岁
的许大娘也被确诊为帕金森病。许大娘
的丈夫朱大伯说，去年底，许大娘出现手
抖、发呆、不爱笑，总是健忘的情况，最后
连行走都出现了困难。“我担心她找不到
家，担心她摔倒，每天24小时陪着她。”朱
大伯说，经过治疗，许大娘的手抖消失
了，他经常带着许大娘去赶集、看戏，缓
解她的心情。

王彦阔说，当发现家人出现以下症
状时，就要引起重视了。

抖。患者表现为静止时手、腿、头或
嘴不自主地震颤或抖动，紧张时抖动会
加剧，入睡后症状会消失。

僵。患者肌肉僵硬不自然，头部前
倾、躯干俯屈、肘关节屈曲，关节被动运
动时阻力增高。

慢。患者面部表情僵硬不爱笑，动
作缓慢笨拙，走路不怎么摆臂，穿衣系扣
不灵活，语速变慢，写字越来越小等。

倒。患者的姿势和平衡能力明显下
降，起步、转弯时步态障碍明显，步伐变
小，感觉在拖着腿走路，有时行走中会出
现全身僵住、不能动弹的情况，慌张或前
冲时容易摔倒。

王彦阔提醒，帕金森病除了“看得
见”的运动症状，还有“看不见”的非运动
症状，比如嗅觉减退、睡眠障碍、便秘、多
汗、焦虑、抑郁等。

出现这些“信号”需警惕

王彦阔表示，帕金森病是可以治疗
的，虽不能阻止病情发展，且无法治愈，
但可以改善症状，而且有效的治疗方法
有很多，比如药物治疗、手术治疗、运动
疗法、心理疏导及照料护理等。

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随着人口老
龄化的加剧，预计到2030年，我国的帕
金森病患者将达到500万。

“对于帕金森病治疗的观点是早诊
断、早治疗，坚持规律服药。”王彦阔说，
帕金森病一旦发病，随着时间的推移，
症状会逐渐加重。

目前的治疗原则有综合治疗、多学
科治疗模式、全程管理。“治疗不仅要立
足当前，而且要全程管理才能长期获
益。”王彦阔说。

如何治疗帕金森病

帕金森病发病有多种因素，目前研
究认为是遗传和环境共同作用的结
果。大家可以通过改善环境、规律饮
食、治疗原发病等方法来预防帕金森
病。

王彦阔表示，生活中，要尽可能避
免或减少有害因素的暴露。在居住空
间内尽量避免使用杀虫剂，保证居住
环境干净卫生，多开窗通风。多参加
体育锻炼，太极拳、瑜伽、探戈等活动

被证实可以延缓帕金森病的病情进
展。

此外，部分患脑动脉硬化、高血压、
脑卒中的老年患者，也会出现帕金森病
的症状，需要到医院找专科医生鉴别，
明确病因，针对性治疗。

王彦阔提醒，虽然帕金森病无法根
治，但得了病不要怕，一定要早发现、早
治疗，通过有效的治疗方法改善患者的
症状，提高生活和生存质量。

如何预防帕金森病

□本报记者 王亚楠 文/图

4月 11日是第 27个“世界帕金森病
日”，今年的主题是“关注心理健康，全面全
程管理”。

平顶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以下简称市
二院）神经内科四病区主任、主任医师王彦
阔表示，帕金森病又称震颤麻痹，是一种常
见于中老年的神经系统变性疾病，临床上
以静止性震颤、运动迟缓、肌强直和姿势平
衡障碍为主要特征。

据流行病学统计，我国65岁以上人群
发病率约为1.7%。我国是世界上帕金森
病患者人数最多的国家，且男性患病概率
高于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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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彦阔解释，帕金森病本身并不会
影响寿命或致命，但一旦确诊，患者可
能需要花余生的时间与它相处。大家
需要做的只有9个字：识别它、治疗它、
正视它。

配合治疗。患者应注意复诊，按时
按量服用药物，且不能自行减停药物。

均衡饮食。患者要多吃高纤维的
食物，多喝水，适当补充蛋白质。

规范起居。为了防止摔倒，患者在
家中要安装防摔防滑设备，吃饭、喝水

要配有防抖防洒的勺子和水杯等。床
垫要软硬适中。

适度运动。患者如果能外出活动，
尽量多出去与人聊天，避免产生消极情
绪，并配合康复锻炼，比如太极拳、散
步等。患者外出，务必要有人陪伴，不
能独自外出，运动要劳逸结合，不可过
量。

积极面对。患者和家属都要正确
面对疾病。积极乐观的心态是治疗疾
病的重要部分。

如何与帕金森病相处

“平顶山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平顶山学院第二临床学院”揭牌

平顶山学院与市二院共谱发展新篇章

“榜样鹰城”2022年度鹰城经济新闻人物揭晓

我市多家银行捧回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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