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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金森病其实就是
“信使”这个环节出了问题
专家：酗酒、吸烟也可能增加患病风险

最近有报道称，有研究认为，长期练太
极拳对早期帕金森患者具有显著益处，引
发众多网友关注。如今，大家对帕金森病
的关注度越来越高，那么，帕金森到底是怎
样一种疾病？平时应如何预防帕金森？得
了帕金森后又该如何治疗？

11月 8日，《甬上健康大讲堂》邀请到
了宁波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外科聂晟主
任医师，为市民朋友深入讲解了帕金森病
的相关知识。

回到“太极拳”的话题，聂晟
认为，太极拳是一个全身的有氧
运动，老年人多进行这样的运动，
对改善早期帕金森的确有益。他
建议患者（包括做了“脑起搏器”
植入术的患者）平时进行适量运
动，这对疾病的控制有好处，但因
为年龄和身体素质等原因，不要
进行强度太大的运动。

至于如何预防帕金森，由于
导致帕金森的决定性病因还没找

到，所以目前只能针对一些比较
有依据的因素进行干预。

“比如，研究发现一些杀虫
剂、农药等含有一些成分，会引起
多巴胺分泌异常或者神经元的提
前凋亡，所以我们应尽量避免接
触这些东西，特别是老年人；其
次，要避免酗酒、吸烟，因为这些
行为也可能增加帕金森的患病风
险；第三，要积极控制高血压、高
血糖，给大脑营造一个适合的环

境来延缓帕金森这种退行性的疾
病。”聂晟介绍。

此外，聂晟建议通过定期体
检来早发现、早治疗帕金森，因为
帕金森的早期症状可能比较难发
现，所以体检很重要。“由于帕金
森病的诊断没有一个明确指标，
它还要跟很多类似的疾病进行鉴
别，所以需要神经科医生进行专
业的检查指导和评分，才能获得
更加准确的诊断。” 记者 吴正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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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直播中，聂晟也提到了自
己与“脑起搏器”结缘的过程。他
于2010年在欧洲访问学习期间接
触到了“脑起搏器”植入术，当时
他发现欧洲有很多帕金森患者选
择做这个手术，效果很好，于是就
对它展开了深入学习。

“这个手术在国外已经非常
成熟，植入的例数也已经非常
多。当这项技术开始在国外广泛
应用时，在国内由于种种原因开
展得还不多，很多患者都不知道
有这样一个治疗手段。不过，近
年来，随着民众知晓度的提升、国
产设备的进步等原因，越来越多

的帕金森患者选择这项技术进行
治疗。”

聂晟介绍，在做完“脑起搏
器”植入术后，医生会暂时把“脑
起搏器”关机，一般要等30天后，
才能把机器重新打开。“绝大部分
病例在开机后，效果立竿见影，这
个机器对症状的改善率很高。”

5年前，一位70多岁的老人
因为帕金森病找到聂晟团队求
治。这位老人以前喜欢书法，但
自从得了帕金森后，毛笔根本拿
不了，甚至连筷子都握不住，吃饭
也成了问题，为此他非常失落。
经评估，聂晟团队发现他满足“脑

起搏器”手术指征，随后在老人的
强烈要求下为他做了手术。“术后
开机的第一天，老爷子很高兴地
带着毛笔过来，用书法写下了他
的名字送给我。”

据了解，“脑起搏器”植入术
属于微创手术，植入的设备可以
通过外部的信号发射器进行调
控，甚至可以关闭，所以它也是一
个可逆性的植入手术。除了帕金
森，“脑起搏器”还可以用来治疗
其他肌张力障碍性疾病，比如“梅
杰综合征”。近年来的临床研究
也发现，“脑起搏器”对强迫症、抑
郁症等也有很好疗效。

“脑起搏器”对症状的改善率很高3

据了解，帕金森病在早期阶段
往往都是通过药物进行治疗，基本
原理就是通过相应的药物来补充
多巴胺，或者提升组织对多巴胺的
利用率，或者降低多巴胺的分解
率，使体内多巴胺浓度上升。

“但到了中晚期，随着患者对
药物的敏感性降低，可能会出现药
物难以控制症状的情况，再加上药

物的副作用逐渐显现，药物治疗已
不再是行之有效的手段。这时候
可以考虑‘脑起搏器’植入术。”

聂晟介绍，“脑起搏器”的专
业名称叫脑深部电刺激器——先
在中脑核团（多巴胺分泌的重要
区域）处植入一个微电极，然后通
过一根非常细的导线跟胸口的脉
冲发生器相连，脉冲发生器可发

出指令，来促进中脑分泌更多的
多巴胺，达到治疗的目的。

事实上，“脑起搏器”和心脏
起搏器的原理有些类似，都是通
过电信号促进神经递质传输。不
过，“脑起搏器”的数据处理会更
加复杂，因为大脑的构造极其精
密，脑部的电生理信号更加复杂、
也更加细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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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晟（左）做客《甬上健康大讲堂》。

聂晟介绍，帕金森是比较常
见的一种神经系统疾病，可能与中
脑黑质多巴胺能神经元的变性死
亡有关，但确切的病因至今还不明
了。有研究表明，遗传因素、环境
因素、年龄老化、氧化应激反应等，
都可能是帕金森的致病原因。

“人的动作需要大脑、神经系

统、肌肉之间的密切配合。大脑
相当于司令员，肌肉相当于千军
万马，在司令员和千军万马之间
有一个作战指挥中心，就是中脑
的各种核团，它们把司令员的信
号进行分拣整合后，通过多巴胺
等信使传递到肌肉，帕金森病其
实就是‘信使’这个环节出了问

题，所以导致动作无法协调。”
聂晟表示，帕金森的常见症

状主要有：静止性震颤、姿势步态
障碍以及情绪低落、焦虑、睡眠障
碍、认知障碍等非运动症状。帕
金森发病绝大部分是老年人，以
60岁以上多见，不过现在也不乏
40多岁就开始发病的患者。

关节长了
100多只“老鼠”
小伙走路总是“卡壳”

今年27岁的小林（化名）最近一年
过得十分痛苦，不仅髋部时常隐隐作痛，
走路还总是“卡壳”，就像是被“锈”住
了。眼见疼痛越来越剧烈，小林前往当
地医院就诊，没想到医生发现他的髋关
节里长了“老鼠”……

一年前，小林因髋部疼痛在当地医
院被确诊原发性滑膜骨软骨瘤病，患病
已有一年，这种痛楚让他越来越难以忍
受。“奇怪的是，每次疼痛的位置还不太
一样，医生问我具体哪里痛，怎么痛，我
也很难描述。”小林苦笑道。

宁波市第二医院骨科中心运动医学
病区副主任袁义主任医师解释，小林之
所以会有这样的症状，是因为髋关节里
长了原发性滑膜骨软骨瘤病，也叫“关节
鼠”。“关节鼠”并不是真正的老鼠，而是
指人体关节里的游离体，由退行性病变
或者损伤的关节上脱落的组织碎片形
成，这些组织碎片生性“滑头滑脑”，在关
节腔里“荡来荡去”，如同上蹿下跳的老
鼠，因此得名“关节鼠”。

原发性滑膜骨软骨瘤病是一种良性
肿瘤，但由于生长在髋关节，治疗起来还
是有些棘手。“当时看了好几家医院，都
建议我动手术，但是想到手术需要在髋
部开个大口子，我还是有些犹豫。”小林
坦言，加之疼痛尚能忍受，他一直没有下
决心。

通过上网检索资料，小林了解到近
几年逐渐开展的微创手术髋关节镜能解
决他的问题，而且可以免去在髋部开大
刀，最大限度减少创伤，保护髋关节功
能。经多方打探，小林得知宁波市第二
医院已开展髋关节镜多年，于是来到袁
义医生门诊就诊。

经检查，小林髋关节内的“关节鼠”
已增长至100多粒，最大的堪比核桃。

“游离体并不少见，但体积这么大、数量
这么多的，还是第一次遇见。”袁义惊叹
道，100多粒可谓是密密麻麻地占据了
髋关节的角角落落。

审慎考虑后，小林决定接受手术。
医生精心设计手术方案，运用关节镜微
创技术，仅用2个1厘米的创口就顺利
抓捕了关节腔内的“关节鼠”。术后经过
4周的康复锻炼，小林术前的症状未再出
现，从此再也不用担心走路的时候突然
会出现疼痛，生活回归了正常。术中取
出的“关节鼠”密密麻麻摆满了一盘子。

记者 孙美星
通讯员 徐丹 冯巩 文/摄

袁义（左一）正在为患者做手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