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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金森病是中
老年人常见的神经系
统退行性疾病之一，
平均每 100 名老人中
就有一位帕金森病患
者。 帕金森病会让老
人出现弯腰驼背、关
节僵硬、 肢体麻木等
症状， 常被误诊为颈
椎病或腰椎病。 对症
治疗后， 上述症状会
有所好转。 由于人们
对帕金森病认识不
够， 造成很多老人未
能在早期及时就诊和
接受治疗， 错过最佳
治疗时机，甚至逐渐丧失
生活能力，给家庭带来沉
重负担。 因此，一旦出现
弯腰驼背等症状，最好尽
早到医院神经内科就诊。

家人平时也要细心
观察老人的情况。帕金森
病可能表现为：坐着或行
走时驼背严重，平卧时完
全消失；行走时常伴有小
碎步， 或者越走越快，向
前冲，停不下来；转身时
需要走几步才能转过来；
走路时一只脚像黏在地
上一样， 抬脚高低不一
致， 摆臂动作不自然等。
日常活动也会受到影响，
如穿衣、系纽扣或鞋带时

动作笨拙等。 帕金森
病起病隐匿， 还有一
些前驱症状， 如嗅觉
减退，夜间噩梦惊醒，
或在床上拳打脚踢，
甚至坠床。

老年患者该如何
应对帕金森病？

1. 早期适度锻
炼。帕金森病早期，如
无运动功能障碍，要
坚持锻炼， 加强关节
和肢体功能训练，四
肢各关节做最大范围
的屈伸、旋转、伸展等
活动。
2.预防并发症。 长期

卧床者，要着重注意清洁
卫生，勤翻身拍背，防止
褥疮。帕金森病患者对环
境适应能力较差，应注意
室内温度、通风及采光等
因素。 饮食宜清淡，多食
松软水果，防便秘。

3.加强心理关怀。 帕
金森病患者往往有较重
的精神负担，还可能产生
恐惧和绝望心理。家人平
时要多关怀老人，陪他们
聊聊天、听听戏、散散心。
家人的关爱能帮助老人
克服焦虑和烦躁，树立战
胜疾病的信心。

（据《生命时报》）

血糖正常也可能出酮症
说起酮症酸中毒，很

多糖友立刻会想到血糖
控制不好，导致血酮或尿
酮阳性。但在临床上，也不乏有些患者
虽然血糖正常， 却同样出现酮症酸中
毒现象，尤其在以下三种情况下。

长期饥饿，胡乱节食。 有些人为
了减肥而故意胡乱节食，导致身体处
于长期饥饿的状态。 这是非常危险
的， 如果正常人严重饥饿或长期饥
饿，就会使血糖下降，葡萄糖供能不
足，致使脂肪分解增多，造成丙酮等
酮体增多。 由于这些物质是酸，所以
会造成酸中毒。部分患者会出现食欲
不振、恶心呕吐、腹痛不止，严重时还
会出现昏迷等症状。 因此，如果出现
轻微症状应及时补充能量，症状严重
需立刻到医院就诊。

忙于应酬，大量饮酒。 很多人都

知道大量饮酒会增加肝脏负担。当机
体解酒能力减弱后，酒精中的大量酸
性物质就会进入人体肌肉当中，从而
引起肌肉、骨关节酸痛，其实这就已
经属于酸中毒的症状。 另外，人在大
量饮酒后，容易抑制糖异生、加速酮
体生成，引发酮症酸中毒。因此，大量
饮酒者应该在之后及时补充能量如
食用苏打饼干、补充葡萄糖等。 在日
常生活中， 患者也需要注意生活节
奏，保持充足睡眠，锻炼身体，尽量做
到适度饮酒。

急性胃肠炎，未及时治疗。 如果
得了急性胃肠炎后没有及时进行治
疗，很容易导致患者出现剧烈呕吐和
腹泻。这会造成体内碳水化合物摄入

不足，无法提供足够的热
量代谢， 身体严重脱水；
脂肪分解过多，造成酮体

增加，引起酸中毒。 如果遇到这类情
况， 需要尽早到正规医院进行治疗，
纠正脱水症状，缓解电解质紊乱。 此
外还要及时给患者补充营养，调整酸
中毒症状，让身体尽快得到恢复。

一般情况下， 保持血糖水平正
常，消除和避免各种诱因，是预防酮
症酸中毒发生的基本措施。 因此，日
常更应注意以下几点。 1.饮食规律，
三餐有节，不恶意节食，也不暴饮暴
食。 2.养成习惯，防止脱水。在炎热的
天气或活动出汗较多时，要多喝白开
水、淡盐水，以补充失去的水分。 另
外，需要注意的是，还要预防腹泻引
起的脱水。 最后，糖友还要注意定期
监测血糖，做好记录。 （魏 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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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所载验方，不能代替医生诊疗，使用时应经医生指导。

茶疗祛疾———清热解毒（15）

串雅三妙茶
【主要材料】夏枯草、金银花、蒲公英各 15 克，蜂蜜

适量。
【做法】将夏枯草、金银花、蒲公英洗净，晾干后加

水冲泡 20分钟，去渣取汁，温度适中时放入蜂蜜即可。
【用法】每日 1剂，15至 20天为一疗程。
【功效主治】 本茶具有清热解毒、 消肿散淤的功

效。适宜患有肝火旺盛、淋巴结核等症者饮用。茶中金
银花对多种皮肤病有着不同程度的缓解作用。

【健康叮咛】脾胃虚寒、厌食、便溏者不宜饮用。

家庭实用药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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穴位按摩

按摩祛病 痔疮（一）

百会 活血化淤、升阳举陷
定位 位于头部，前发际正中直上 5 寸。

按摩 用食指、中指指腹在百
会穴上稍用力向下按压，以局部皮
肤有酸胀感为度。 呼气时默念“1、
2、3”，力度加重；吸气时默念“4、5、
6”，手掌放松。

（（7755））

按摩
150次

痔疮又称痔核，是肛门科最常见的疾病。 临床上分
为三种类型：位于齿线以上的为内痔，在肛门齿线外的
为外痔，二者混合存在的称混合痔。 外痔主要表现为感
染发炎或形成血栓时局部肿痛；内痔主要表现为便后带
血，重者有不同程度贫血。 中医认为本病多由大肠素积
湿热，或过食炙烤辛辣之物所致。

特效穴位：百会、二白、足三里。

主办单位：
天津中医药大学中医药文化研究与传播中心
海河传媒中心《中老年时报》

中医名家谈节气防病

朋友多 延缓老年痴呆症
随着全球人口老龄

化的加速， 老年痴呆症问
题日益严峻。日前，美国一
项新研究发现， 退休后多
社交， 有助降低罹患老年
痴呆症的风险。

英国伦敦大学学院
精神病学系研究团队对 1
万多名参试者的相关数据
展开梳理分析， 这些参试
者接受了平均为期 28 年
的随访调查。 经过调查年
龄、性别、种族、社会经济
状况、 教育程度、 健康行
为、就业状况和婚姻状况
等因素后，综合分析结果

显示， 在退休人群中，频
繁社交（几乎每天都见朋
友）的参试者罹患老年痴
呆症的风险比疏于交流
者低12%。

伦敦大学学院精神病
学教授利文斯顿分析指
出， 经常参加社交活动的
人能更多地锻炼记忆和
语言等认知能力，而且社
交活动有益减轻压力，培
养良好的生活方式，从而
改善全身健康。 这些努力
都有助于更好地应对衰
老影响，延缓老年痴呆症
的出现。 （据人民网）

膝盖省着用 还能运动吗
“人老腿先老，骨疼膝

先疼”。 中老年人普遍存在
膝关节的退变，骨性关节炎
患者较多。有人认为骨关节炎患者进
行锻炼会“伤上加伤”，而有人则认为
锻炼有助于防治骨关节炎。有的医生
建议“省着点用，少动”；有的医生则
嘱咐“要运动锻炼”。 那么，中老年人
膝盖痛应不应该锻炼呢？

天津市第四中心医院中医除痛
科崔凯主任的回答是： 膝关节病，省
着用是必须的，而运动锻炼也是必要
的，这并不矛盾。

崔凯解释， 膝关节有使用寿命，

一般来讲，健康的膝关节只有五六十
年，而超过这个年限，各种关节疾病
就会接踵而来，这也是为什么老年人
几乎人人都有膝盖疼的毛病，所以我
们常说，膝盖寿命有限，要省着用，且
行且珍“膝”。 但适当的运动可以保
护膝关节，对于预防膝关节退变有积
极作用。

运动方式的选择要因人而异，且
量力而行，避免过度使用膝关节。 有
些运动，如登山、跳绳、爬楼梯、下蹲、

跑步，尤其是下山和下楼梯
时， 膝关节承受的压力最
大，极易损伤。 而适度的慢

跑、散步、游泳、自行车、轻松的舞蹈
等运动，对膝盖的损伤最小。 同时也
要注意训练大腿的力量，比如靠墙静
蹲、坐位抬腿，以分担膝关节的压力。

崔凯建议，在膝骨关节炎急性发
作期要以静养为主，以减少对关节滑
膜的刺激。当病情缓解后则需要适当
锻炼，通过增加肌肉力量达到稳定关
节的目的，同时也可以增加膝关节活
动度，延缓疾病的进展。

（史秀红）

秋分至 养收防病并重
本报记者 李梅旭

今天是我国农历二十
四 节 气 的 第 十 六 个 节
气———秋分。秋分之前借夏
季的余热， 气候特点是温
燥，而秋分之后则呈现出凉
燥的特点。天津中医药大学
第一附属医院呼吸科专家
刘桂颖介绍， 秋季要养肺，
养肺集中在“养”和“收”。肺
喜润而恶燥， 秋季燥邪盛，
易生口干咽燥，干咳无痰等
症，秋季养生首先要注意养
阴润肺，以此来抵御燥邪对肺的伤害。 另
外，随着气候逐渐变凉，人体气血会趋向
收敛归藏，此时就要注意随气候变化，适
时增加衣物保暖防寒， 减少发散性食物
的摄入，助气血收敛而归于平顺。

感冒是秋季的高发病之一， 因为进
入秋季人的免疫力会随季节变化而有所
下降，另一方面秋季气候干燥，容易使人
体受到外界致病邪气的侵袭而致病。 刘
桂颖说，口鼻是呼吸道的门户，皮毛也关
乎肺，这两个部位受到外邪的侵袭，最容
易引发感冒的病症。 秋季感冒不论是风
寒症还是风热症， 都要注意秋季燥邪当

令这一特点，在感冒的
治疗期间适量多饮水，
用一些雪梨、 麦冬、银
耳等润肺之品，煮水频
频饮用会有一定的辅
助作用。

咳嗽也是秋季的
高发病， 这个季节出现的咳嗽以风燥咳
最为多见，此类咳嗽主要表现为咽痒、咳
嗽、顿咳少痰或无痰、严重时还可以见到
痰中带血丝。 刘桂颖介绍，对这类咳嗽的
治疗，宜注意使用疏风润肺的方法为主，
可以选用养阴润肺一类的药物， 若选用
汤药可采用桑杏汤、 沙参麦门冬汤之类
加减治疗。

支气管哮喘是一种与过敏相关的疾
病，通常是在支气管高敏感的状态下，受
到外界过敏原过度的刺激， 造成支气管
出现一系列病理生理改变， 使管腔狭窄
气流受限， 呼吸不畅而出现喘息伴哮鸣

等症状。 在中医看来，这是外邪引动，痰
气搏结于气道， 使肺的宣降功能失常造
成的，这个外邪主要是风，其次是空气中
过多的悬浮颗粒物， 病机的主要环节是
风盛挛急、气道狭窄，治疗的主要策略是
疏风解痉、宣肺降气。

到了秋季特别是秋分以后， 天气变
凉、干燥多风，而且空气中悬浮颗粒物增
多， 这都对慢阻肺患者的病情产生不利
影响。 秋季气血内敛阳气下降，体内原有
的痰浊、 淤血等阴寒属性的致病邪气会
随之增长，加上外部气候的变化，联合起
来容易使慢阻肺出现急性加重。 因此，顺
应季节进行调理， 并在加重的早期干预
治疗是比较好的策略。 这个季节如果疾
病还没有明显加重，可以考虑适当地进
补以提高抗病能力，慢性呼吸道疾病进
补有一定难度，多数病人会有“虚不受
补”的情况存在，需要以调补为宜，可用
参、芪一类补气药联合养阴润肺药物的

方法进行，以防“上火”造
成病情加重。 若是疾病已
经出现加重， 就要及时地
正规治疗。

总之， 燥是秋季的主
流，燥邪最易伤人体的肺部。 大量的时令
水果上市， 可以帮助我们预防和消除燥
邪带来的伤害。 例如，梨能生津止渴，止
咳化痰，清热降火，养血生肌，润肺祛燥。
葡萄富含葡萄糖、果糖、氨基酸、维生素
等，还具有抗氧化等作用。 另外，秋季是
炎热酷暑到冬寒的过渡期， 气温相对凉
爽，正是锻炼的好时机，可以借此多增加
一些户外活动，调节身心，锻炼肌肉，也
可以配合一些呼吸操改善肺功能， 以达
到抵御疾病的作用。

刘桂颖 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
院呼吸科专家，擅长中西医结合诊治呼吸
系统疾病。 对治疗慢性咳嗽、支气管哮喘、
慢阻肺、肺间质病等方面较有专长。

刘刘桂桂颖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