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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痴呆中西医治疗方法
傅  华

（四川省巴中市通江县中医医院，四川 巴中  635700）

受生活水平及健康意识提高的影响，中国人口平均预期寿

命超过 70 岁，老龄化速度也在不断加快，老年人口占比高达

19.3 %，证明中国已正式进入老龄化社会。我国老年人口增加必

然导致老年人心理、精神等方面的健康问题增多，其中老年痴

呆是较为常见一种精神障碍。根据国外部分研究显示，社区老

年痴呆患病率约为 5 %。国内老年痴呆流行病学研究显示，美

国老年痴呆患病率为 1.57 %，女性为 2.23 %，显著高于男性。

1 老年痴呆介绍

老年性痴呆主要分为AD或VD、MD 3类。最常见的是AD（阿

尔茨海默病）：是由一种或多种原因引起的退行性神经性疾病，

致死率较高，特点为衰退性、渐进性。虽然在任何年龄段此病

均有可能出现，但通常发生在 60~70 岁人群之间。确诊后，一

般存活时间为 5~10 年，但最新研究表明，这种疾病存活率持续

下降，现阶段，患 AD 后存活周期缩减到 3.5 年左右。其症状是

指患者的意识状态长期的、全面的智能减退，其记忆力、计算

力、判断力、注意力、抽象思维、语言表达等能力全部出现障碍，

无法控制自身行为情感，无法独立工作和生活。

2 发病机制

2.1 西医发病机制

主要分为 3 大理论：①胆碱能缺失理论，该理论认为脑

内胆碱神经递质缺乏是导致 AD 的主要原因，乙酰胆碱缺乏致

使 AD 患者认知功能下降和记忆丧失；② Aβ 淀粉样肽 AD 发

病理论，Aβ 基因变异（PS1 及 PS2 加快 APP 变异）- 淀粉样

肽沉积 Aβ-Aβ 淀粉样肽沉积 - 加快小胶质细胞和星形胶质

细胞（生成自由基氧化、炎性因子）- 神经细胞被缓慢损伤 -

神经细胞功能失调 - 脑内蛋白络氨酸酶活化 - 缠结神经细胞

微管蛋白 - 丧失神经细胞功能 - 出现老年痴呆；③临床铝中

毒理论，铝，酸，碱和盐将发生化学反应，进入大脑取代钙

离子和镁离子，与氨基酸链上谷氨酸或精氨酸羧基结合，形

成谷氨酸或谷氨酸盐，在大脑中沉淀，导致神经纤维纠缠，

可能抑制颅内酶活性，从而影响蛋白质和神经递质合成，损

害中枢神经系统。

2.2 中医发病机制

祖国医学中，AD 属于“郁证”“文痴”“呆病”和“颠疾”

范畴，对病因和疾病认识更为复杂，无法统一结论。如有五脏

论治者，阴阳论治者，有火、风、痰、淤治者，亦有浊毒论治

者等种类。但多归心、肝、脾、肾等脏器功能失调导致气血两

失因素，出现肾功能衰竭，脑功能减退，或血瘀、痰瘀，浊毒

相互梗阻，脑功能减退，从而发展为痴呆。

3 西医治疗

3.1 增加胆碱神经传递药物

AD 主要发病原因之一是缺乏胆碱，从而出现行为和个性

改变、定向力丧失、记忆力丧失等症状。因此，改善胆碱功能

的药物在 AD 治疗中起着关键作用。

3.2 钙离子拮抗剂

这部分药物很容易通过血 - 脑屏障选择性将脑血管进行舒

张，降低钙离子内流出现的神经死亡、损伤情况，优化认知及

记忆功能。

3.3 优化脑血液循环及脑细胞代谢的药物

AD 患者的蛋白质、核酸、糖和脂肪等代谢紊乱，而 AD

患者的脑血流量和耗氧量显著比同龄正常人低。因此，此类药

物，尤其是具有脑血管舒张作用的脑代谢激活剂已广泛应用于

AD 的临床治疗。

3.4 非甾体抗炎药

阿司匹林有改善脑血流和预防血液凝固的作用。定期服用

阿司匹林或抗炎镇痛药的老年患者能够显著降低认知损害风险。

小剂量阿司匹林可减少 AD 恶化。

3.5 激素类药物

使用雌激素治疗 AD 可减轻女性症状，延缓或阻止疾病发

展。研究表明，雌激素能够抗氧化、降低淀粉样蛋白沉积导致

的细胞缺失、增加神经元恢复和预防神经元死亡。

3.6 自由基清除剂和抗氧化剂

部分人使用银杏叶提取物 EGB-761 对 AD 患者进行治疗，

因为其具有自由基清除效果，能够显著改善认知功能。 

4 中医治疗

以虚立论，侧重于扶正，加强 AD 病症的年高肾衰、精亏

髓少、脑失所养，对其的治疗主要为补虚扶正。

以实立论，祛邪为主。针对这一领域的研究报道赞同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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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人体血型知识科普 , 你应该没看过
张  琼 

（资阳市第一人民医院，四川 资阳  641300）

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总有人问我关于血型的问题。最有

意思的要数这个，“我 血型是 A 型，宝宝爸的血型是 O 型，孩

子怎么是 B 型血，难不成不是亲生的？”关于这个问题，容我

先卖个关子。下面就来和大家介绍介绍关于血型的那些事。

1 血型的由来

血型是怎么来的呢？ 20 世纪初，在奥地利首都的维也纳

大学，科学家卡尔·兰德斯坦纳首次发现了人类血液中的红细

胞具有不同的“长相”。并且从不同人身上来的红细胞，它们

之间还存在着某种联系，有些血型之间是“敌人”，有些血型

之间是“自己人”。这个发现震惊了当时的医学界，成了具有

划时代意义的重要医学进步。在一开始，兰德斯坦纳只找到了

3 种血型，他将其命名为 A 型、B 型、C 型。因为这个重大发现，

兰德斯坦纳获得了诺贝尔奖，成了医学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

我们学医的人都称他为“血型之父”。兰德斯坦纳的科学发现

经过后来者的完善，终于建立起了我们现在所熟知的 ABO 血型

系统，也就是 A 型、B 型、O 型和 AB 型血的分类方法。在之

后的科研生涯中，兰德斯坦纳和另一位科学家菲利普·列文在

共同的研究中，发现了血液中的 M、N、P 因子，揭开了溶血病

的神秘面纱。自此以后，临床上要进行输血、器官移植等作业时，

医生们就有了明确的依据，挽救了无数生命。关于血型的研究

发展至今，科学家的发现已经越来越多，血型分类也不仅仅局

限于 ABO 血型系统。

2 血型的种类及区分

我们人体中有三分之一都是血液，其中流淌着的三十万亿

个血红细胞，时时刻刻都在为我们全身器官输送氧气及营养物

质。在我们的红细胞上有一种特别的“小触角”，这个叫作抗原，

这是构成我们细胞的一种物质。所有血细胞都可以用“小触角”

的长相来区分。比如说我们身体里的红细胞、白细胞还有血小板，

都有它们相应的血型。我们日常生活中所说的血型，指的是红

细胞血型，所以我们单独说红细胞血型。我们的科学家已经发

现了 36 种不同的血型系统，其中就有我们最常用的 ABO 血型

系统和 Rh 血型系统，这也是我们在输血、移植器官是时要检

测的。

为什么要先测血型再输血呢？这是因为，我们的红细胞有

什么样的抗原，血清就会有相对应的抗体。一旦血液中有其他

抗原出现，这些抗体就会与之结合，引起免疫反应，导致血液

凝集。所以如果血型不同，在输血时就会出现医疗事故。

3 ABO 血型系统

在 ABO 血型系统中，红细胞表面可能有 A 抗原或者 B 抗

原，也可能两种都有或者是两种都没有。这就是4种常见的血型：

A 型、B 型、AB 型和 O 型。另外 ABO 血型是由九号染色体上

的一对单基因控制的，其中A和B都是显性基因，O是隐性基因。

“我是 A 型，宝宝爸是 O 型，孩子怎么是 B 型血，难不

成还不是亲生的？”

根据孟德尔遗传定律，A 型血和 O 型血的父母在一起，不

可能生出 B 型血的孩子，但是这也不是绝对的。在某些人的血

液中，AB抗原的表达并不明显，于是就构成了A亚型和弱B亚型。

如果我们在检测中只使用了常规方法，就会把 AB 型测成 A 型，

B 型测成 O 型。在这种情况下，“A 型血”和“O 型血”的父

母就有可能会生出 B 型血的宝宝。

4 Rh 血型系统

最稀有的血型，要到Rh血型中寻找。Rh血型分类十分复杂，

49 种相关抗原中，临床上常用的就有 5 种，分别由对等位基因

控制。一般我们在红细胞上能够找到 D 抗原，那么就是 Rh 阳性；

找不到 D 抗原，那就是阴性。我们绝大多数人都是 Rh 阳性血。

根据统计，我们中国的汉族人，只有 0.3 % 才是 Rh 阴性血，所

以这种血型才被叫作“熊猫血”。但是如果我们把眼光望向全

世界，就会得出不一样的结论。在欧美国家，有 10 % 的人口属

于 Rh 阴性血型。所以在世界范围内来看，“熊猫血”也并不

罕见。其实真正的“熊猫血”是 Rh 血型系统中的另一个分支，

Rh-null 血型，这种血型缺少了与 Rh 血型相关的所有抗原，同

时又存在所有的抗体。全球只有不到 100 人拥有这种血型。

5 血型与性格

“宝宝是 A 型血，将来一定很听话。”

“网上说了，AB 型血的人都是小气鬼。”

“你爸是 O 型血，O 型血的人最坚强了。”

停停停，用血型断定人的性格，这是伪科学。

为什么会有这种说法呢？原来啊，按照血型推断性格是在

20 世纪初，血型刚刚被发现不久，由日本的一名讲师提出的。

他既没有受过医学训练，也不是科研人员。他的这项研究并没

有遵循科学研究的方法，研究结论也并没有被证实有效，所以

在科学界，这件事一直是一个笑料。但那也仅限于学术圈内，

这个伪科学的“研究成果”在大众视野中反倒广泛流传开来。

要知道，20 世纪正好是一个崇尚科学理性的时代，有很多错误

的观念都是借助科学发现的名义广泛传播的，其影响一直流传

至今。当时可没有现在这么发达的信息资源，普通大众也没办

法查证这个理论的真假。于是“通过血型看性格”这件事就越

传越离谱，直到现在网上还有不少人在宣传呢！

现在我们知道了，性格是人的精神范畴，而血型属于物质

范畴。血型并不会决定一个人的性格，更不可能决定一个人的

命运。人的性格是我们出生之后，在人生经历以及自主选择的

共同作用下，潜移默化形成的。而且人在不同的关系中、不同

的人生阶段中，都可能表现出不同的性格。所以千万不要相信“血

型决定性格”“生日决定性格”这种无稽之谈了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