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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张红红  摄摄

　　记忆逐渐减退，日常生活能力每况愈下……阿
尔茨海默病偷走了亲人的健康，令无数家庭心碎。
在9月21日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到来之际，记者采
访专家了解到，阿尔茨海默病需要“早防早查早
治”，尽早采取积极干预措施，耐心呵护“老小孩”，
能够帮助他们对抗遗忘、改善生活质量。

  我国60岁及以上患者达千万 目前尚无法治
愈

　　换衣服、洗头要“哄”，重复的问题要一遍遍回
应……照顾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的老母亲时，张女士
极为耐心，尽管“总是在努力完成对普通人而言很
简单的小事”。
　　阿尔茨海默病是老年期痴呆最主要的类型，常
常表现为记忆减退、词不达意、思维混乱、判断力下
降等脑功能异常和性格行为改变等，年龄越大，患
病的风险也越大。
　　“这是一种伴有复杂病理的神经退行性疾病，
目前尚无法治愈。”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神
经外科医学部主任医师毛之奇说，阿尔茨海默病的
病因尚不明确，发病症状较为隐匿，其典型症状通
常会在疾病病理积累到一定程度时才会表现，晚期
患者甚至完全丧失日常生活能力。
　　数据显示，我国60岁及以上阿尔茨海默病患
者达千万人。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发病人
数或将持续增加。“脑海中的橡皮擦”正悄无声息
地抹去许多老年人的记忆，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
重负担。
　　目前，药物治疗和非药物治疗可以帮助阿尔茨
海默病患者改善认知功能，减少并发症。毛之奇介

绍，治疗阿尔茨海默病的常用药物包括乙酰胆碱酯
酶抑制剂等；一些最新的国际前沿治疗手段，如经
颅交流电刺激、脑深部电刺激手术等，对部分患者
初步显示出延缓疾病进程的效果。

  改善患者生活质量 让无情“橡皮擦”擦得慢
一些

　　对阿尔茨海默病患者而言，熟悉的家渐渐成了
陌生的“孤岛”。他们需要来自家人的理解和帮助，
好让无情的“橡皮擦”擦得慢一些。
　　“良好的健康管理策略可能有助于减缓阿尔茨
海默病的进展，并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国家神经
疾病医学中心常务副主任、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唐毅说，这些策略包括管理好吸
烟、抑郁等危险因素，进行药物及神经调控治疗、认
知训练、定期复查等。
　　家有阿尔茨海默病老人，照料时应该注意些什
么？北京协和医院主管护师金雪妍建议，家人可从
心理、生活环境等多个方面为患者提供帮助———
　　为老人创造安全舒适的生活环境，物品摆放在
相对固定的位置；帮助和鼓励老人多读书看报、翻
看老照片，回忆当年趣事；为老人准备的三餐要按
时、按需、有营养；监督老人保证充足的睡眠和适当
的运动；多组织一些老人喜欢的家庭活动，让他们
保持愉快的心情……
　　“当老人出现精神行为异常时，要用耐心、换位
思考和引导的方式来应对，找出诱因并用合理的方
式解决，而不是采取与之对抗的方式。”唐毅还提
示，应做好对阿尔茨海默病老人的持续性监护，同
时，应避免老人在外独处，以防走失。

  “早防早查早治”至关重要 国家有关部门正
在行动

　　很快忘掉刚刚发生的事情，对原来的爱好失去
兴趣，性格或行为出现变化……这些容易被忽视的
现象，都可能是阿尔茨海默病的早期迹象。
　　专家提示，当发现老人出现阿尔茨海默病征兆
时，家人应及时陪同其到综合医院的老年病科、神经
内科、精神/心理科、记忆门诊或精神卫生专科医院就
诊。“早期筛查有利于更早发现易感或高危人群。”
中国医师协会神经内科医师分会痴呆与认知障碍
学组副主任委员魏翠柏说，对于轻度阿尔茨海默病
患者而言，早期发现可以及早干预治疗，防止疾病
向更严重阶段进展。
　　研究发现，我国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就诊率低，
并且就诊时多处于疾病的中晚期，大多数患者错过
了治疗效果更佳的干预时间窗，“早防早查早治”至
关重要。
　　《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提出，到2030
年65岁及以上人群老年期痴呆患病率增速下降。
为预防和减缓老年痴呆发生，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
正式启动老年痴呆防治促进行动，明确“指导有条
件的地区结合实际为辖区内65岁及以上常住居民
每年提供1次认知功能初筛”；此前已组织开展老年
人失能（失智）预防与干预试点等工作。
　　国家卫生健康委有关负责人表示，将继续加强
科普宣教、预防干预、早诊早治等老年痴呆防治工
作，呼吁全社会积极关注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群体，
给予他们更多关心和爱护。
          （新华社北京9月21日电）

　　在接受中国石油大庆油田“新时
代铁人式标兵”表彰的一刻，1205钻井
队第21任队长张晶的内心难以平静：

“铁人老队长在钻井岗位发光发热，老
队长的‘铁’作风激励我们打好每一口
井。”
　　1205钻井队是铁人王进喜带过的
队伍，是铁人精神发源地。目前1205
钻井队在全国创造钻井纪录最多，钻
井总进尺300多万米。
　　9月21日，大庆油田召开纪念铁
人王进喜诞辰100周年暨新时代先进
典型命名表彰大会，大力弘扬大庆精
神（铁人精神），进一步展现新时代的
产业工人形象。
　　发现于1959年的大庆油田功勋卓
著，是我国陆上最大油田，累计生产原
油突破25亿吨，占全国陆上原油总产
量的36%。60多年来，几代大庆石油
人脚踏实地、艰苦创业、接力奋斗，努
力在各自的岗位上成就出彩人生。
　　铁人王进喜“宁肯少活二十年，拼
命也要拿下大油田”。彼时，国家缺
油，北京街头的公共汽车背煤气包，王
进喜说这是石油工人的耻辱。
　　“石油工人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
抖。石油工人干劲大，天大困难也不
怕。”近乎白描的诗句，以一种豪迈之
情激发无数人共鸣，至今读来心潮
澎湃。
　　石油大会战，因吊装设备紧张钻机无法搬运，王进喜带着全队把
60多吨重的钻机化整为零，用滚杠滚、撬杠撬，奋战3天3夜运到井场；
他们队到大庆后打下的第一口井，仅用了5天零4小时，创下当时钻
井纪录……
　　铁人的称号正是这段时间传开的，铁人精神由此薪火相传。它
回答了一个很多人关心的问题——— 在工作中要做什么样的人？“干工
作要经得起子孙万代检查”，干一行爱一行、干一行钻一行才会拥有
价值，平凡岗位亦可非凡、亦可万众瞩目，这正是对大庆精神（铁人精
神）的生动诠释。
　　“龙江楷模”张晶、“大国工匠”采油工人刘丽……21日的大会表
彰了8名“新时代铁人式标兵”，他们主要来自油田一线岗位，以实干
担当浇灌人生，获得了更好的自己。
　　张晶长期扎根一线，在保障油气稳产的最前沿攻坚啃硬，一年中
曾经270多天吃住在井场。
　　一次，一名钻工操作大钳不及时，耽误了后边工序8小时。这个
很多人忽视的问题引起张晶的重视。他耗时数月，共查出367处这样
可优化的点位，摸索出精益钻井生产模式，获得黑龙江省管理创
新奖。
　　“油二代”刘丽身上透着典型的中国老产业工人的劲儿：质朴憨
厚、不善言辞。她从小受到铁人精神影响，坚持“就要当个好工人”的
初心。
　　在普通采油女工的岗位上，刘丽累计研发各类成果200余项，获
国家级和省部级奖项38项，2021年获评“大国工匠”。“就是要干出高
标准、干出精气神、干出高质量。”她说。
　　……
　　大江磅礴，离不开涓涓细流之汇聚；星空灿烂，离不开每一颗星
辰之光芒。
　　在大庆，还有一句话广为传播：“宁要一个过得硬，不要九十九个
过得去。”把平凡的工作做好就是不平凡！
                （新华社哈尔滨9月2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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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

和“老小孩”一起对抗记忆的“橡皮擦”
新华社记者 田晓航 李恒

　　新华社北京9月21日电 （李国利 占康）记
者从21日在北京开幕的“第一届航天医学前沿论
坛”上获悉，我国已具备航天员180天太空驻留失重
防护保障能力，航天医学研究领域取得的成果对于
地面大众心血管、骨肌系统、神经退行性病变、人类
衰老、药物防护与筛选等研究也提供了有力理论支
撑和技术平台。
　　论坛以“揭秘宇宙，健康未来”为主题，由中国
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主办，北京理工大学、天津中
医药大学等联办。两天的会议期间，与会专家将全
面交流我国空间站任务期间航天医学研究领域取
得的成果，探讨航天医学前沿理论、未来发展趋势
与新技术，展示先进在轨健康维护技术在空间站运

营、载人登月任务中的应用等。
　　会上，神舟十五号航天员张陆结合自己太空驻
留186天进行的医学防护保障及航天医学试（实）验
情况，也进行了学术交流。他深有体会地评价道：

“医学保障及时可靠，失重防护多样有效，航天医学
实验成果颇丰。”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
十六号飞行乘组发来祝福：“中国空间站已全面转
入应用与发展阶段，载人登月任务全面启动实施，
航天医学全国重点实验室顺利组建，航天医学发展
必将迎来新的更大机遇。”
　　航天医学是发展载人航天事业的重要学科，研
究制约人类长期航天飞行的健康问题，为航天员太
空长期健康生存提供理论基础与技术支撑。据中

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航天医学全国重点实验室
主任李莹辉介绍，作为国内主体承担载人航天健康
保障任务的科研团队，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实施30多
年来，他们聚焦微重力、空间辐射等航天特因环境
导致的医学问题，创建了中长期载人航天失重生理
效应防护体系，研制了覆盖全任务周期的综合对抗
防护系统，实现了载人航天从短期飞行到长期健康
驻留的突破，我国空间站失重防护技术总体达到国
际先进水平。
　　“此外，我们还开辟了航天医学空间实验领域，建
成了系列化、规模化、通用化的空间医学实验研究系
统，取得了一系列航天医学的创新突破，完成了我国
及国际首例人工血管组织芯片研究。”李莹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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