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帕金森病已经成为威胁
老 年 人 健 康 的 “ 隐 形 杀
手 ”。 据 世 界 卫 生 组 织 统
计，全球约有 400万帕金森
病患者，我国约有 200万，
占全球的一半。

大同新和医院神内科副
主任医师贾尚英介绍，对
于普通人来说，疾病加重
是一件很可怕的事，而当
帕金森病加重时，其可怕
程度更是无法想象。病情
的加重，不仅意味着症状
的加重，还意味着治疗难
度的增加，患者可能需要
更多的药物和更复杂的治
疗 方 案 来 控 制 症 状 。 同
时，患者还需要面对更多
的并发症和后遗症，如感
染、骨折、营养不良等。

帕金森病不仅严重影响
患者的生活质量，还给家
庭和社会带来沉重的负担。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武珍珍

刚刚接受过心脏手术的病人都会感觉
非常渴。这主要是因为人体受到大的创伤
或是经历过体外循环，体内发生复杂的变
化，使人感觉口渴。但是术后早期过多饮
水有害无益。

为什么大部分做过心脏手术的患者术
后早期不能过多饮水？喝水时有哪些方面
需要注意？

心脏手术后过早喝水会加重心脏负担

心脏术后不建议喝水有两个原因：
避免增加心脏负担。手术本身对心脏

就是一种打击，特别是经历过体外循环或
术前合并心功能不全的患者，如果这个时

候再多喝水，水经肠道进入人体血液循环
系统成为血液的一部分，导致血容量增加，
更加重心脏负担。

避免肺功能受影响。术后早期，患者
多合并低蛋白血症，如果入水量大于出水
量，多余水分就会渗入组织间隙，导致肺水
肿。病人会出现呼吸困难，咳出类似口水
样的透明泡沫，严重者为粉红色的泡沫痰，
危及生命。

心脏手术结束后，医生会根据监测指
标，控制病人饮水量，甚至在病人觉得非常
渴的情况下，还严格控制饮水。患者需要
准备一个透明且带刻度的杯子，帮助计算
饮水量。

那么术后多长时间才可以正常喝水？
答案是：没有统一的时间。只有当心脏功
能恢复正常时，才可以正常饮水。

如果患者手术前心脏功能没有受到影
响，出院复查时心脏的功能也是正常的，那
么出院后，可以不用严格控制饮水，保持微
微有点渴为宜。

术后三个月复查，如果心脏功能正常，
可以正常饮水，不要短时间内大量饮水，遵
循少量多次的原则。

心脏手术后喝水注意“五不宜”

心脏手术后的患者喝水要记清“五不宜”：
不宜过猛。心脏病人喝水太猛，会使

心脏负荷过大，出现呼吸困难、心悸等症
状，甚至危及生命。喝水时千万不能一鼓
作气全喝掉，要一口一口慢慢喝。

不宜过多。心脏病人服药喝水以每次
100毫升~150毫升为宜，小口喝下，每天可
多次喝水。

不宜过烫。建议平时喝 30℃~40℃的
温开水。吃饭时也一样，刚出锅的羹汤别
马上就喝。

不宜过勤。心脏病人应采取少量、多
次、匀速的间断补水方法，即每隔2小时~3
小时适当饮水，每次100毫升左右，比如睡
前、半夜醒来和晨醒这3个时段，可以喝水
100毫升。

不宜过凉。心脏病患者最好别吃刚从
冰箱里拿出来的饮料和食物，否则会增加
心率、加大心脏耗氧量，有诱发心律失常、
心绞痛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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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金森病的病因有哪些

贾尚英介绍，帕金森病，又称为“震颤
麻痹”，是一种常见的老年神经系统退行性
疾病，具有特征性运动症状，包括静止性震
颤、运动迟缓、肌强直和姿势平衡障碍等，
还会伴有非运动症状，包括便秘、嗅觉障
碍、睡眠障碍、自主神经功能障碍等。

帕金森病的确切原因尚不明确，但研
究表明，遗传、环境、年龄等因素可能与帕
金森病的发生有关。

遗传因素：部分帕金森病患者有家族
史，研究发现，某些基因突变可能导致帕金
森病的发生。

环境因素：长期接触农药、杀虫剂、重金
属等有毒物质，可能增加患帕金森病的风险。

年龄因素：帕金森病多发生于中老年
人，随着年龄的增长，患病率逐渐升高。

其他因素：脑外伤、脑卒中、颅内感染
等，也可能增加患帕金森病的风险。

帕金森病的症状因人而异

贾尚英介绍，帕金森病的症状因人而
异，典型症状包括静止性震颤、运动迟缓、
肌强直和姿势步态异常。

静止性震颤：患者在安静状态下，手
指、手腕、脚踝等部位出现不自主的细微颤
抖，活动时颤抖减轻或消失。

运动迟缓：患者动作缓慢，表现为起步
困难、行走缓慢、写字变小等。

肌强直：患者肌肉僵硬，面部表情减
少，呈“面具脸”。

姿势步态异常：患者站立时身体前倾，
行走时上肢摆动减少，步态不稳，容易跌倒。

此外，帕金森病患者还可能伴有非运
动症状，如睡眠障碍、抑郁、便秘等。

如何治疗帕金森病

贾尚英介绍，目前帕金森病的治疗主
要包括药物治疗、手术治疗和康复治疗。

药物治疗：通过补充多巴胺、抑制乙酰
胆碱等途径，缓解患者的症状。

手术治疗：对于药物治疗效果不佳的
患者，可以考虑进行脑深部刺激术（DBS）
等手术治疗方法。

康复治疗：包括物理治疗、康复训练等，
帮助患者改善运动功能、提高生活质量。

帕金森病患者如何稳定病情

贾尚英说，坚韧不拔的毅力、积极的心
态以及科学的治疗，可以帮助患者稳定病
情，重新获得舒适和快乐的生活。

1.毅力与积极心态。帕金森病是一种
慢性神经系统疾病，特征为肌肉僵硬、震颤
和运动缓慢。然而，正是患者们那坚韧不
拔的毅力，使他们能够抵抗疾病的侵袭。
无论是日常生活中的简单动作，还是复杂
的运动训练，他们都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才
能完成。正是这种毅力，让他们逐渐掌握
了自己身体的变化规律，并且通过锻炼和
训练不断改善症状。

除了毅力，积极的心态也是帕金森病
患者稳定病情的关键。不抱怨自己的疾
病，而是积极面对，寻找改善症状的方法和
策略。积极的心态不仅有助于减轻精神压
力，还能提高身体的免疫力，促进康复。

2.管住嘴、迈开腿。贾尚英提醒，对于
帕金森病患者来说，控制饮食量和饮食质

量是非常重要的。患者应该尽量避免高脂
肪、高盐和高糖的食物，多摄取蔬菜、水果
和全谷类食物。

除了控制饮食，适当的运动也是帕金
森病患者稳定病情的重要环节。帕金森病
患者可以选择一些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
如散步、游泳、瑜伽等。这些运动不仅可以
增加身体的活动量，还可以提高心肺功能
和肌肉协调性，从而减轻帕金森病的症状。

3.持续学习和保持好奇心。对于帕金
森病患者来说，持续学习和保持好奇心非常
重要。保持好奇心也可以帮助我们保持积
极的心态。通过阅读、参加康复训练和与其
他患者交流，我们可以不断拓宽视野，了解
其他人的经验和故事，从而找到更多应对帕
金森病的方法和技巧。

最后，我们还需要意识到治疗在帕金
森病康复过程中的重要性，积极治疗、延缓
疾病进展，并提高生活质量。

如何预防帕金森病

贾尚英提醒，任何疾病预防大于治疗，
预防帕金森病，在平时生活中要注意——

避免接触有毒物质：减少与农药、杀虫
剂等有毒物质的接触。

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规律作息，适量
锻炼，保持身体健康。

预防脑部疾病：积极治疗高血压、糖尿
病等慢性疾病，预防脑卒中等疾病。

基因检测：对于有家族史的个体，可以
进行基因检测，提前了解患病的风险。

总之，帕金森病是一种严重的神经系统
疾病，我们应该早发现、早治疗。同时，保持良
好的生活习惯，积极预防帕金森病的发生。

关 于 牙 齿 的 护 理 有 很 多 误 区 ，看
看你中招了没有？

误区一：刷牙经常出血是刷牙太用
力？很多人感觉牙龈十分脆弱动不动
就 出 血 ，因 此 刷 牙 不 敢 刷 该 处 。 事 实
上 ，健 康 的 牙 龈 在 刷 牙 时 是 不 会 出 血
的，牙龈出血是牙周炎的早期症状，时
间久了可能导致牙龈萎缩、牙齿松动甚
至脱落。

误 区 二 ：使 用 牙 线 会 让 牙 缝 变
大？其实，牙线很薄且形状为扁形，用
正确的方法使用牙线是不会使牙缝增

宽变大的。当牙齿得不到有效的清洁，
日积月累下来得了牙周炎，才会使得牙
缝变大。

误区三：小朋友乳牙有蛀牙，迟早会
换牙，不需要理会？其实小朋友到 12至
13岁才会完成换牙的全部程序，蛀牙不
仅会导致牙疼，影响孩子咀嚼，乳牙过早
脱落还可能导致恒牙萌出异常。所以小
朋友乳牙有蛀牙，一定要及时治疗。

误区四：只要坚持刷牙，就没必要
去医院洗牙了。刷牙并不能完全代替
洗牙，饮食在牙面上留下痕迹，经细菌

作用形成牙菌斑，单靠每天早晚刷牙是
很难清除干净的，久而久之就形成了牙
结石。而牙结石只有洗牙才能去除，定
期每三个月去医院洗牙一次很有必要。

误区五：牙齿缺失是小事，等掉完
了换全口假牙？一些老人觉得缺几颗
牙齿很正常，但这样下去的害处很多，
长期缺牙不止影响美观，还会影响牙齿
的咀嚼功能，甚至导致邻牙倾斜，正确
的做法是牙齿缺失要及时修复。

新的一年，好牙好口福，请关注口
腔健康，并定期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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