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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生活节奏快、压力大和电子产品
使用等原因，受失眠困扰人群越来越多，据
中国睡眠研究会等机构的研究显示，目前
全国有超 3亿人存在睡眠障碍。长期睡眠
不足将导致免疫力低下，诱发诸多疾病，危
害身体。现在失眠患者众多，需求巨大，中
医治疗失眠有很好的经验与疗效。应广大
读者要求，本公司定于 2022 年 5 月 7~8 日
在线上举办 2022年“中医临床水平提高班
（失眠专题）”。

一、培训对象
全国各地中医临床工作者
二、授课专家与课程题目
1.授课专家：杨桢。北京中医药大学

中医学院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教
学名师。国家重点学科方剂学学术带头
人。中华中医药学会方剂学分会副主任委
员，全国高等院校中药专业方剂学课程联盟

副理事长，高等中医药院校“十四五”《方剂
学》规划教材副主编；普通高等教育中医药
类“十三五”《方剂学》规划教材副主编。

课程题目：安神方药精粹。
2.授课专家：胡静。上海中医药大学

教授，硕士生导师，讲授温病学、中医临床
经典导读等课程，荣获全国中医高等院校
教师基本功竞赛二等奖，擅于治疗失眠，有
丰富的临床经验。

课程题目：从中医经典谈失眠的证治。
3.授课专家：王长松。医学博士，主任

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东南大学附属中
大医院中医内科主任，东南大学医学院中医
学教研室主任。江苏省“综合性医院示范中
医科”学科带头人，第三批全国优秀中医临
床人才，高等院校教材《中医学》副主编。
临床上对于失眠的调治有独到之处。

课程题目：经方辨治失眠体会。

4.授课专家：张丽。北京中西医结合
医院副主任医师，龙砂医学流派主要传承
人培养对象，第四批北京市级老中医药专
家学术经验继承人，北京中医药学会五运
六气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北京市中西医
结合学会六经气化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

课程题目：基于六经病欲解时的睡眠
疾病诊治。

三、主办单位
《中国中医药报》社有限公司
小鹿中医
四、培训时间
2022年 5月 7~8日（上午 9：00~12：00，

下午14：00~17：00）。
五、报名方式及联系方式
1.报名方式。
微信扫描下方二维码，填写您的全部

信息后提交，提交后会弹出本次培训官方

群聊二维码，并在交费后用微信扫此群聊
二维码进群，进群后请实名制并发送交费
凭证。

六、培训方式
1.线上培训：开班前一天会务组会在群

内推送直播二维码（请确保您报名信息中填
写的手机号与观看直播的手机号一致）。

2. 联系人：赵丹绮 17611760068（同微
信）。

七、其他事项
1.培训费。
680元/人（含证书）；
2.付款方式。

（1）银行汇款。
汇款账号：0200244509200000763
开户名称：《中国中医药报》社有限公

司
开户银行：工商银行北京大屯路支行
（2）支付宝支付。

打开支付宝，用“扫一扫”扫描“《中国
中医药报》社有限公司”二维码，即可跳转
至付款页面，完成付款，汇款时请务必注明
参会人员姓名。

《中国中医药报》社有限公司
2022年3月30日

关于举办2022年“中医临床水平提高班（失眠专题）”的通知

注：如需开发票
（电子发票）请在报
名信息中写明单位
抬头和税号。

了解真相，不用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 朱晓晨 金香兰

帕
王大爷今年 68 岁，退休后吃

得好、睡得香，平时养养花，旅旅
游，生活十分愉快。可是近一年
来，王大爷逐渐觉得全身乏力，容
易疲倦，走路时有些不受控制往前
冲，有一次还差点在平地上摔倒。
王大爷认为是岁数大了，腿脚不利
落的原因，并未在意。可是近日，
王大爷发现自己的右手出现不自

觉抖动，写出的字大小不一，七扭
八歪。王大爷心想，这莫不是得了
中风？于是在家人陪同下就医，医
生诊断为帕金森病。这让王大爷
一家十分发愁，帕金森病严重吗？
会不会瘫痪甚至影响寿命？该怎
么治疗呢？一连串的问题接踵而
来。下面就带大家拨开迷雾，正确
认识帕金森病。

帕金森病起病隐匿，很
多患者病情进展缓慢，首发症
状通常是一侧肢体的抖动或
活动笨拙，进而累及对侧肢
体。临床上主要有以下典型
症状。

静止性震颤
静止性震颤是指手、胳

膊、小腿等部位不由自主地
抖动，早期多从一侧上肢开
始，表现为手指像在搓丸子
或数钞票一样运动，逐渐扩
展到同侧下肢及对侧肢体，
后期甚至可以涉及下颚、口
唇、舌以及整个头部。

运动迟缓
多表现为动作越来越缓

慢，动作时感觉力不从心等。
患者行走时不能随意交替摆
动双臂且抬腿异常，腿脚仿佛
贴在地面上难以抬起。

肌肉僵直
患者肌肉变得紧绷，活

动时感到沉重、不灵活，逐渐
会涉及面部，出现面部肌肉
运动减少，眨眼减少，表情呆
板，像是戴了面具，也称为

“面具脸”。
姿势步态障碍
姿势步态障碍是指身体

前倾、起步困难、小碎步、弯
腰驼背等。

非运动症状
除了以上典型症状，还可

以伴有嗅觉减退、抑郁、便秘、
睡眠障碍、大喊大叫等非运动
症状。此类症状出现时间可
能在运动症状出现前 5~10
年。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很多
患者会先出现非运动症状，但
不是所有出现上述非运动症
状者将来都会患有帕金森病，
所以只需提高警惕，不必过分
担心害怕。

此外，并非所有帕金森
病患者都会手抖（或称震
颤），许多患者以非运动症状
起病，以肌肉僵直、行走不
稳、步态异常为主要症状，因
其肌张力明显增高，反而导
致无明显抖动。其实许多疾
病都会出现手抖，帕金森病
只是其中一种，所以需要及
时就诊，让医生帮助鉴别。

帕金森病的典型症状是什么？

帕金森病发病原因
尚不明确，主要跟炎症反
应、氧化应激、线粒体功
能缺陷、钙离子超载等有
关。帕金森病 90%以上
为散发，有帕金森病家族
史的人虽然患病风险高
于普通人群，但不一定会
得帕金森病。

帕金森病患者以 50

岁 以 上 的 中 老 年 人 为
主。目前研究认为，具有
本病家族史，从事经常接
触环境毒素的工作（如矿
工、焊接工等），长期生活
不规律、过度劳累、处于
精神紧张状态，以及经常
进行脑力劳动，但体力活
动偏少的人群，有更高的
患病风险。

为什么会得帕金森病？

帕金森病本身不是致命
性疾病，并不会影响患者的
寿命，但是会严重影响患者
的日常生活。目前的治疗手
段不能完全阻止病情发展，
也无法治愈帕金森病。但是
通过药物，以及近年来逐渐
完善的手术技术、运动康复
治疗，可以一定程度地改善、
控制症状，使患者能较长时
间维持高水平运动功能和生
活质量。

帕金森病患者如果没有

得到及时合理的治疗，就容
易出现身体功能下降，甚至
生活不能自理。病程长的患
者会出现较大痛苦，同时给
家庭和社会造成严重负担。

晚期帕金森病患者可能
因严重肌强直，全身僵硬，终
至卧床不起，出现各种并发
症，如坠积性肺炎、骨折、营
养不良等，这些情况都可能
影响患者寿命。所以帕金森
病患者要早诊断、早治疗，尽
量延缓疾病进展。

帕金森病会影响寿命吗？

帕金森病患者应坚
持进行康复运动训练，主
要以放松锻炼、关节运动
范围训练、平衡训练、步
态训练为主。训练计划
和强度因人而异，建议由
专业康复医师指导。

生活中也有许多可
以自行锻炼的方法，如自

行穿衣脱衣、吃饭喝水、
洗脸刷牙，适当做家务劳
动，也可以进行发声练
习，如唱歌、朗读、读报，
发声时尽量拉长音，音量
尽量大，可反复练习，还
可以练习广播体操、健身
操、广场舞、太极拳、八段
锦等。

康复训练怎么做？

中医认为帕金森病属于
“颤证”“震颤”“内风”等范畴，
其病变主要部位在脑，与肝、
肾 等 脏 腑 功 能 失 调 密 切 相
关。本病患者由于年迈体虚、
情志郁怒、饮食失宜、劳逸失
当等各种原因导致气血不足，
肝风内动，经脉失养，久则肾
精亏虚，筋脉失于濡润而发为
本病。中医治疗本病多以滋

补肝肾、益气养血、调补阴阳、
息风通络为主要原则，常用的
药物有钩藤、白蒺藜、天麻、珍
珠母、生龙骨、生牡蛎、全蝎、
蜈蚣、白僵蚕等。除了内服中
药外，还可选用针灸、推拿等
非药物治疗方法，对缓解肌肉
僵硬疼痛有很好的效果。如
患者下肢水肿、怕冷、酸痛，也
可外用中药熏洗治疗，有减轻
水肿、改善循环的效果。

中医能治疗帕金森病吗？

大多数帕金森病患者会因
肌强直出现便秘症状，抗帕金
森药物也有导致便秘、口干舌
燥的副作用，所以建议多喝水，
多进食新鲜水果蔬菜，增加膳
食 纤 维 的 摄 入 ，如 多 吃 芹 菜
等。如患者血糖正常，可适当
多食香蕉以改善排便情况。

由于蛋白质会影响抗帕金
森药物左旋多巴的作用，所以
帕金森病患者要注意控制蛋白
摄入量，建议多吃含有优质蛋
白的食物。由于白天需要较多
的碳水化合物维持体能，而晚
间则活动减少，建议患者采取

“白天高碳水、晚上高蛋白”的
饮食模式，尽可能减低蛋白质
对左旋多巴疗效的影响。此
外，过量的脂肪会延迟左旋多
巴的吸收，影响药效，所以尽量
不要多食脂肪和动物内脏。

对于存在咀嚼能力、消化
功能障碍的患者，进食需采用

半卧位或者坐位，避免发生呛
咳，引起肺部感染等并发症。
进食的食物需易于吞咽，可按
照少食多餐原则进行。

食疗也能起到一定的辅助
治疗作用，针对肝肾不足的患
者，建议多吃补肾食物，如核
桃、黑木耳、黑芝麻、黑豆等。
气血不足的患者可多吃黄精、
枸杞子、红枣等补血食物。

此外，可多吃蘑菇、腐竹、
香菇、木耳等富含色氨酸的食
物，以提高5-羟色胺水平，多吃
黑豆、竹笋、花生、蚕豆等富含
酪氨酸食物，以提高多巴胺含
量。也可用银杏叶片泡水代茶
饮，能起到改善血液循环、保护
血管内皮的作用。不饱和脂肪
酸具有保护神经、抗氧化、抗炎
等作用，如橄榄、坚果等，可适
量食用。血糖正常的患者日常
可多吃木瓜、蓝莓、葡萄等富含
黄酮类的水果。

日常饮食要注意什么？

由于目前帕金森病
发病原因尚不明确，所
以也没有规范的预防药
物。根据已知的发病影
响因素，提出如下建议：
1. 中老年患者应在专业
医生指导下预防脑动脉
硬化。2. 避免或减少应

用 诱 发 震 颤 麻 痹 的 药
物。3. 避免或减少接触
对 神 经 系 统 有 毒 的 物
质，如农药等。4.适当加
强 体 育 运 动 和 脑 力 活
动，延缓肌肉和神经衰
老。5. 老年人出现先期
征兆时要及时就医。

如何预防帕金森病？

编者按：帕金森病是一种常见的神经退行性疾病，多发于中老年人，主要症状为静止时手抖、

运动迟缓、肌强直等。随着我国中老年人口的增长，帕金森病逐渐成为不容忽视的健康问题，严重

影响中老年人日常生活质量。在4月11日世界帕金森病日到来之际，本版特邀专家就普通民众最

关心的7个问题进行解答，增进对帕金森病的认识和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