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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你的父母有血缘关系吗？”门

诊中，浙大二院神经内科运动障碍疾病专家

罗巍主任医师经常会向帕金森病患者抛出这

样一个问题。

很多患者听了都一头雾水，患帕金森病

跟父母有什么关系？其实，帕金森病和遗传

有密切的联系，尤其是年纪轻轻就发病的情

况，很可能就是遗传因素导致的。

罗巍教授告诉钱报记者，目前医学界认为

5%~10%的帕金森病患者由遗传因素致病，但

从他的临床经验来看，这个比例还要更高。

罗巍教授的门诊来了一个 90 后的小伙

子李青（化名），他5年前就出现了行动迟缓、

双手抖动的症状，在其他医院诊断不明确，治

疗效果也不明显。

经过体格检查和病史询问，罗巍教授判

定小伙子得的也是帕金森病。一般帕金森病

患者都是中老年，为什么他十几岁就发病呢？

罗巍教授又一次习惯地问道：“你的父母

有血缘关系吗？我们之前碰到过患者的父母

是同村同姓的，或者同村不同姓的，甚至来自

隔了三公里的两个村子，后来查了家谱发现患

者的父母在几代甚至十几代之前有一个共同的

老祖宗，做了基因检测也找到了根本的病因。”

李青从未听说父母有血缘关系，将信将

疑地回老家查了下家谱，发现自己的父母果

然在十几代之前有个共同的祖先，不禁对罗

教授的“料事如神”佩服不已。

基因检测结果也进一步证实了罗教授的

想法，李青在 PARK2 基因上存在两个致病

突变。PARK2 基因是帕金森病常见的致病

基因之一，以常染色体隐性遗传模式致病，即

父母各携带一个致病突变，通常不发病，而当

孩子同时遗传到这两个致病突变时，就会出

现帕金森病。

罗巍教授耐心地向李青解释了基因检测

结果，“你这个是纯合的突变，也就是说父母

各携带了一个相同的致病突变，都来自他们

那位共同的祖先。有血缘关系的夫妻携带相

同的隐性致病基因突变的可能性很大，后代

遗传病的发病率也就比一般人群要高。”

明确病因后，罗巍教授结合国际上由

PARK2 基因突变致病的帕金森病患者治疗

情况的相关报道及李青的具体病情，调整了

药物治疗方案，明显改善了李青的症状。这

个大学刚毕业没多久的小伙子又能和同龄人

一样开始正常的工作生活了。

据悉，罗巍教授团队长期致力于帕金森

病的临床和遗传学研究。目前共随访帕金森

病患者数千例，其中父母有血缘关系的患者

已超过 100 例。通过最新的二代测序、纯合

子定位等多种技术方法，帮助多名患者明确

了致病基因。对于父母有血缘关系的患者，

纯合子定位技术不仅可以缩小候选基因范

围，省时省钱，也对鉴定发现新的致病基因具

有重要意义。 本报记者 张冰清

通讯员 方序 童小仙 朱俊俊 来鑫萍

90后患上帕金森病，追溯家谱意外发现父母是亲戚90后患上帕金森病，追溯家谱意外发现父母是亲戚

78 岁的独居老人陈爷

爷（化名），每两三个月就吵

着一定要去住院一次，还告

诉邻居说：“住院时我觉得很

幸福。”

72 岁的刘奶奶（化名），

自己儿子事业有成，身家数

亿，但她却对儿子的司机念

叨“你的妈妈比我过得好。”

昨日，钱江晚报记者从

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老年心

理科了解到，每月门诊要接

待这样有心理问题的老年人

2000多人次。

“这些老人有的是记忆

问题，有的是睡眠问题，有的

是情绪问题等，但在深入接

触后发现，有些老人的心理

问题并非单纯的疾病，大约

有 30%的情绪问题与缺乏

家人的关爱有关。”老年心理

大科主任陈斌华说。“老小

孩”这么“作”，就是想引起子

女和家人的关注、关心。

七旬老人每两三个月就吵着去住院，只因住院时觉得很幸福

老小孩“作”，背后原因令人唏嘘

护士在帮老人做物理治疗

陈爷爷有两个女儿，自从老伴离世后，经

常关节酸痛、头晕乏力、胃口不好。去医院检

查，消化道和关节都没毛病。一次偶然的心

理咨询，发现陈爷爷有情绪问题，于是住院做

进一步检查。

“住院期间，我们只给老爷子用了低剂量

调整情绪的药，他身上的各种不适没两三天

就完全消失了。他每天笑容满面，拉着病区

里的老人聊天，一副很享受的样子。”陈主任

说。

从那次之后，陈爷爷出院两三个月，就叫

不舒服要去住院，每次也都只需简单的药物

干预就好了。

“我很喜欢来你们医院，住院时我觉得很

幸福，有医生护士天天嘘寒问暖，更有⋯⋯”

一次查房时，陈爷爷突然有感而发，可话说到

一半又停了下来。事后，陈主任找老人家详

谈，他才坦言，住院的时候，两个女儿每天轮

流送饭送菜来，但平常一个月也难得见一两

次。

同样住院的刘奶奶也只是患有轻度抑

郁，治疗后不适症状明显缓解，可就是断不了

根。陈主任与老人家深入交谈后，找出问题

症结也是与子女有关。

刘奶奶的儿子事业有成，身家数亿。3

年前，老伴去世之后，因为舍不得相处了几十

年的老邻居，刘奶奶拒绝去儿子的大别墅同

住，一个人守着空落落的房子，情绪和身体都

大不如前。

儿子把老母亲送去市七医院老年心理科

咨询后，因为生意繁忙，很少露面，来看望时

也只坐十来分钟便匆忙离开。但儿子的司机

却几乎天天送饭送菜。刘奶奶虽然明白，儿

子太忙，平日里多数也是司机代他照顾自己，

可她总觉得欠缺点什么，尤其是在她得知司

机平时也是这么照顾自己的妈妈后，心里的

那个落差油然而生。

刘奶奶对陈主任说：“我羡慕他的妈妈，

有儿子每天陪在身边，有事儿子都会做掉。”

“心病”还需“心药”医，陈主任与刘奶奶

儿子电话商量了许久，最终决定让老人家出

院，继续服药的同时，让她儿子尽量多抽时间

陪陪老母亲。

采访完回到单位以后，忍不住跟同事们

讲述了两位老人的故事。有的人听后进行了

一番反思，觉得自己确实回家太少，对父母的

关爱不够。也有的人认为这两位老人有点

“作”，进入老龄社会，年轻人在家庭与事业上

都压力山大，老年人应该有自己的生活，不能

抱着“养儿防老”的老观念。

在我看来，父母爱儿女往往超过爱自

己。我认识一位老人，她每天起来的第一件

事，就是撕去昨天的日历，她说每撕去一页，

就离儿子春节回家的日子近了一天。她的儿

子远在异国，每次儿子打电话来，她总是那句

“我很好"。作为子女，我们是否也应多用点

心，去读懂父母们的善意谎言。

或许有些老人的行为看起来确实有些

“作”，但请理解他们。因为他们在嘴上可以

“口是心非”，身体却难以掩藏内心的真实想

法。陈主任告诉我，有一种心理疾病叫躯体

形式障碍，他们内心的不愉快没能得到及时

疏解，长期积压后，以各种躯体不适的形式表

现出来。所以，这些老人不是有意“作”，那是

他们对子女思念的特殊表达。

当然，时代在变化，养老是个社会难题，我

们也必须直面现实。作为老人，心理上再次学

会独立非常重要，通过参与社会活动、培养兴

趣爱好、建立自己的朋友圈等，不仅可以为晚

年生活添彩，更可以让自己的精神世界圆满。

子女：常回家看看
老人：再次学会独立

老年人的心理健康问题不容乐观，《中国

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17~2018）》指

出 ，对 老 人 使 用 心 理 卫 生 自 评 量 表

（SCL-90）的调查结果显示，心理健康正常

者占 11.9%，低分者（临界组）占 79.6%，高分

者（心理疾病组）占 8.5%。尤其是空巢老人

人群面临更大的心理健康风险。

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作为浙江省内精神心

理疾病专科医院的领头羊，一直致力于老年心理

疾病的预防、诊治与康复。早在1994年，医院便

在省内率先成立老年心理康复中心。如今，中心

核定床位320张，并根据老年心理疾病的特征

分设四个亚专科团队，分别是老年一科主攻老年

痴呆早期筛查及干预；老年二科主攻老年痴呆的

康复；老年三科主攻伴有精神行为症状的痴呆

的诊治；老年四科为老年睡眠等神经症的诊治。

据大科主任陈斌华介绍，他们采用中西

医结合治疗的方法，同时辅以精神、躯体康复

治疗，比如：慢性小脑电刺激、低频脉冲电治

疗、中药熏蒸治疗、生物反馈、经颅磁刺激、作

业疗法，促使老年期精神、心理障碍患者躯体

和精神功能的康复。尤其是对早期轻度认知

功能损害、记忆障碍有全面的评估和处理方

法，能发现痴呆早期表现，及时干预，延缓痴

呆的发生发展，提高老人生活质量。

而除了经验丰富的治疗，充满了爱的护

理，也加速了老人心理的康复。并且这种亲

人般的联系在出院以后一直延续，给予多种

联系方式，从医疗的角度给予支持，免除老人

及家属的后顾之忧。

关爱老人心理健康，杭七院在公益上也

一直在行动，利用院内有利的专家资源，每年

都会举办几场老年心理大型义诊，本周六（5

月18日）有一场。请记住：8：00~12：00，在医

院一号门诊楼三楼，陈斌华、赵明学、诸亚萍、

杨荣梅等专家免费为有心理健康困扰的老人

答疑解惑。

关爱老人心理健康
杭七院周末有大型义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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