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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咨询师观点

3年前的夏天，正值小蔡（化名）
考上大学，一顿饭的工夫，什么时候
去上学的问题，爷爷问了她5遍。据
小蔡回忆，那时的爷爷已经有了健忘
的苗头，情况是一点点变差的。

“阿尔茨海默病早期以记忆下
降为主要表现，特别是近记忆力，即
经常忘记近期发生的事情。”在北京
大学神经科学博士、中级社会工作
师、老年人能力认证评估师陈智雅
看来，记忆减退、判断能力下降、对
新事物难解、时间定向障碍、地理位
置定向困难、情感淡漠等，都是阿尔

茨海默病的初期症状。
小蔡清晰地记得，爷爷最初出

现记忆力减退的时候，全家人都以
为是年纪大了衰老的正常表现，并
未引起高度重视。

“衰老会造成记忆力下降、反应
变慢等，但不会发展到无法正常生
活的状态，而得了阿尔茨海默病，会
逐步加重到完全不能生活自理。”陈
智雅把其主要特点总结为：近的记
不住、旧的一直说，躺着睡不着、坐
着打瞌睡，到处漫游走、出门就迷
路，情绪欠稳定、忧郁早出现，问话

重复说、行为反复做，东西一不见、直
觉被偷走，一遇到问题、谩骂或攻击。
出现以上症状，都需要家属警惕，及
时到专科记忆门诊进行筛查。“有阿
尔茨海默病家族史的人发病年龄可
能会提前，更需尽早注意。”

“筛查阿尔茨海默病可以通过简
明精神状态检查量表以及蒙特利尔
认知功能评估量表，大概半小时就能
完成。”陈智雅建议，“如果在老年人
常规体检时纳入一些初步的认知障
碍筛查量表，更有助于阿尔茨海默病
的早期诊断。”

如何判断早期症状

▢ 全媒体记者 余依萍

夫妻两地分居的痛苦，或许只有经历的人才知道。
“我总觉得丈夫背叛了我，这个问题已经严重影响到我

们的生活。”晓娟（化名）的丈夫常年在外地工作，以前每到
周末都会回义乌，但这些年丈夫回来的时间越来越少，两个
人为此经常发生争执。

晓娟家境殷实，从小到大被宠爱包围，上学、工作顺风
顺水。晓娟的丈夫是父母挑的，算得上门当户对。两个人从
相识到订婚，匆匆一个月，双方父母都很欢喜，晓娟对高高
瘦瘦、文质彬彬的丈夫也比较满意。当时丈夫不太主动，但
在从无感情经历的晓娟看来，这反而给了她满满的安全感。

“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在省城工作，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其
实很少。在有限的时间里，我们要完成恋爱、结婚、生子，这
就注定了我要付出很多。”晓娟说，因为自己在义乌的工作
比较稳定，并没有想过要辞职跟丈夫去省城，两个人就开始
过上周末夫妻的生活。刚开始，距离让夫妻感情变得更加亲
密，彼此格外珍惜在一起的时间。而且晓娟的公婆对她很
好，婚后大家住在一起，几乎没有红过脸。“老公是独生子，
为了弥补没有女儿的遗憾，公婆将我视为己出，我感到很幸
福、很幸运。”两年后，家庭迎来了爱情结晶。

孩子出生后，相应的问题随之而来。晓娟每天里里外外
操持家庭，丈夫却像一个局外人，每次回家，孩子、家务等家
里的事似乎都与他无关，一言不合就争吵，甚至转身离家。
吵得多了，丈夫回家的次数明显减少，一些节日丈夫都以加
班为由不回来，就算回家也常睡客房。“他没有家的概念，婚
姻出现问题后，也不知道该怎么解决。或许他根本不爱我，
只是觉得两个人比较适合结婚。”

晓娟总会把丈夫与自己的父亲相比：“我的原生家庭
很幸福，无论是我还是我妈，心里不高兴或身体不好的时
候，第一个嘘寒问暖的就是我爸，家里大小事都由他承
担，就像一棵大树，为我们遮风挡雨，而我的老公却没有
这样的担当。”因为长期聚少离多，晓娟变得越来越敏感，
对老公的一言一行十分关注。她会忍不住翻看他的手机，
总感觉有问题。每次，丈夫都不耐烦地说晓娟疑心病重，要
去医院看看。

闹得厉害的时候，晓娟提出离婚，丈夫几番考虑后欣然
同意，并要求财产平分，孩子归他。这让晓娟无法接受。“说
实话，我内心并不想离，只是想以离婚为由，让他知道婚姻
的重要性。我为这个家付出了太多，但他并没有看到我的付
出，没有关心和体贴，那种感觉让我心寒。”晓娟感到既无奈
又无助。

因为长期婚姻关系不和谐，晓娟的生活和工作变成一
团乱麻。背负着生活上的不愉快，工作中也经常出错被领导
批评；心理的压力和焦虑彻底让她变了个人，身边的朋友渐
渐疏远她。她感觉全世界都在抛弃她。

长期两地分居，
夫妻感情如何维系？

相爱容易相守难，两地分居很考验婚姻。因为长期分居
的夫妻，内心会充满太多的辛酸和无人诉说的痛楚。

过完初婚的“激情期”，就进入“磨合期”，双方最真实的
一面展露无遗，各种矛盾和冲突都会出现。如果这时能有效
地解决矛盾、处理冲突，婚姻会进入稳定期，彼此从爱情转
变为亲情，责任和义务也会让这段婚姻更加稳固。晓娟的婚
姻就处于一个由磨合期向稳定期转换的时期。两个人出现
较大矛盾，主要是没有建立起一套解决矛盾的机制，缺乏主
动的沟通、坦诚的交流。

怀疑、猜忌都是婚姻的大忌，尤其是两地分居的婚姻。
俗话说，床头吵架床尾和。夫妻争吵，到了晚上躺在床上谈
谈心，只要一个拥抱就容易化解矛盾，一般不会有隔夜仇。
但像晓娟夫妻这样长期两地分居，很容易把情绪憋在心里，
分离越久，感情越淡，隔阂越深，问题越积越多，容易因为一
点小事就爆发，导致矛盾升级。实际上，争执毫无意义，只会
放大问题。这时候，要学会心平气和，从对方的立场出发，解
决共同的问题。

最后，两地分居的夫妻，时刻不要忘了分居的初衷，是
为了这个家庭更好的未来。以分居为借口，享受更多自由而
不承担家庭责任，这是不负责任的。两地分居，不该是逃避
责任的工具。而是要把尽快结束两地分居当作一种努力的
目标，不要因为暂时分开而渐行渐远。

立防立治 无问早晚
——第30个“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特别报道

陈智雅提醒，阿尔茨海默病发
病有十大危险信号：记忆力日渐衰
退，影响日常起居活动，如炒菜放
两次盐，做完饭忘记关煤气；处理
熟悉的事情出现困难，如难以胜任
日常家务，不知道穿衣服的次序、
做饭菜的步骤；语言表达出现困
难，如忘记简单的词语，说的话或
写的句子让人无法理解；对时间、
地点及人物日渐感到混淆，如不
记得今天几日、星期几，自己在哪
里；判断力日渐减退，如烈日下穿
着棉袄，寒冬时却穿薄衣；理解力
或合理安排事物的能力下降，如
跟不上他人交谈的思路，或不能
按时支付各种账单；常把东西乱
放在不适当的地方，如将熨斗放
进洗衣机；情绪表现不稳及行为

较前显得异常，如情绪快速涨落，
变得喜怒无常；变得多疑、淡漠、焦
虑或粗暴等；失去做事主动性，如
终日消磨时日，对以前的爱好也没
有兴趣。

家有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如何
做好日常生活照护？陈智雅建议，
尽量保持环境稳定。新的环境以及
新的照护者，都易引发老年人的陌
生感、焦虑情绪以及情绪应激反
应。因此，我们应尽量保持原有生
活环境、生活习惯以及照顾者。搬
家或入住机构时，可以试着尽可能
保留熟悉的物品，如照片、生活用
品、装饰物等，尽可能将原有的桌、
椅等带入，营造熟悉的环境，与此
同时，室内摆设应尽量简单、整洁。
根据老人的认知情况，可对居住环

境做简单的标记，如厕所门上设坐便
器图片，帮助认识周围环境。

安排适量活动。日常生活尽量简
单，可根据老年人身体情况安排适量
的活动，利于增加生活乐趣、分散注
意力、减少破坏性叫喊、游走等异常
行为。活动根据老人能力和兴趣来
选择，量力而行，不能要求过高，避
免产生敌意、不合作、发脾气等不良
情绪和行为。

协助老人自理。鼓励老人尽可
能做自己能做的事情，维持其生活
自理能力，延缓衰退速度，保持生活
品质。当老年人在生活方面遇到困
难时，应适时适量帮助，避免产生挫
折感，引起急躁、焦虑、沮丧等不良情
绪，避免因为对所做事情退缩、回避
而丧失相应的能力。

如何照护阿尔茨海默病患者？

▢ 全媒体记者 余依萍 文/摄

一个问题反复问七八次、找不到回家的路、动不动发脾气……他被困在时间
里，记忆化作流沙，亲人日益陌生，心智有如孩童，世界重新归零，这是阿尔茨海
默病的典型症状。

今年9月21日是第30个“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宣传主题为“立防立治，无
问早晚”。阿尔茨海默病，俗称“老年痴呆”，它的发病是因为大脑神经出现斑块或
缠结，造成人的记忆力衰退、认知功能及视觉空间障碍。

阿尔茨海默病患病率与年龄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尤其过了65周岁的老年
人，发病率高达3%～8%。据了解，截至2022年底，我市60周岁以上老年人口约
18万人，占户籍总人口的20.23%。老龄化程度越高，阿尔茨海默病的病患数量也
会相应增高。

“你叫什么名字？”“今年多大了？”“我要回家
烧饭去了。”……见到林奶奶（化名）的时候，她正
在康养中心和老伙伴唠嗑。虽然得了阿尔茨海默
病，但90岁高龄的林奶奶能跑能跳，身体健朗，
只是老提起“要回家做饭”这件事。

林奶奶是一个被困在时间长河里的老人。患
病后，她开始遗忘过去几十年发生的一切，从忘
记自己刚才做了什么，到认不清回家的路，再到
慢慢遗忘自己亲人的名字，甚至忘了自己是谁。

“我是你的谁呀？”儿子洪彪（化名）问林奶
奶，回应他的是一个迷茫的眼神，以及一声含糊
不清的咕哝。洪彪记得，母亲的症状出现在2017
年。最开始，他们以为老人只是上了年纪记性不
好，但渐渐发现她遗忘的东西越来越多，记忆大
段大段丢失，生活逐渐不能自理，甚至找不到东
西的时候怀疑是儿媳妇偷走了。家人这才意识
到，老人生病了。

就医的结果为阿尔茨海默病，这种疾病无法
治愈或逆转，意味着亲人只能眼睁睁看着患者病
情加剧。面对诊断结果，林奶奶的几个孩子红了
眼眶。伤心之余，他们坐下来商量解决方案，先是
子女接回家照顾、找保姆照顾，后来又轮流到老
人家里照顾。林奶奶已经记不清家在哪里，即使
在家里，也吵嚷着“我要回家”。她害怕孤单，子女
便将床铺搬到林奶奶房间，陪她一起睡。

虽然林奶奶子女孝顺有加，但随着老人病情
加剧，对照护的要求越来越高，子女商量后还是
决定将老人送到社区康养中心。如今，老人在康
养中心护理人员照料下，每天过得十分充实，身
体状态好了不少。

“奶奶也有脑子清醒的时候，但清醒时她会
更无奈、痛苦，然后反复央求我们带她看病。”林
奶奶孙子说，这些年，家里人带着林奶奶到处就
医，依然留不住老人的记忆。他们都希望林奶奶
晚年生活幸福快乐，但是除了好好照顾和陪伴老
人外，不知道还能做些什么。

困在时间长河里的老人

阿尔茨海默病是由中枢神经退
行性病变而引致的进行性认知功能
障碍。3月中旬以来，我市首家参与
公益创投项目的养老机构——上溪
镇养老服务中心在该镇各村社开展
60周岁以上老人认知水平筛查、认
知症科普宣传和相关政策普及活
动。截至目前，累计筛查 581 人次，
服务群众1517人次。

此次活动中，医护团队专人负责

对老年人基础疾病进行检查，然后由
专业人员组成的评估队伍，采用国际
通用认知功能评定量表，对老人记
忆、语言、视空间、行为能力、抽象思维
及计算力等进行标准化评估。“本轮
为初次筛查，接下来，将会对初筛存
在问题的老人复核，启动后续的干预
机制，并及时跟踪服务。”陈智雅呼吁
更多老年人及其家属重视老人认知
功能减退的相关症状，对老年人情绪

或精神状态的异常改变给予更多关
注，争取早识别认知功能障碍性疾病，
加强早期干预，延缓疾病进展。

据悉，依托上溪镇养老服务中心与
北京大学合作共建的院士专家工作站，
此次老年人筛查的数据将用于基础科
研工作，致力寻找导致老年人认知能力
下降的风险因素，为阿尔茨海默病科研
贡献宝贵力量。同时，该项目也将继续
扩大服务面，惠及更多老年群体。

公益筛查进村社

上溪镇养老服务中心内上溪镇养老服务中心内，，社工陪伴老人玩游戏社工陪伴老人玩游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