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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数字疗法
“守护”老人的记忆

一部手机就可以训练，认知康复

数字疗法已经飞入海南寻常百姓家。

数字医疗时代，海南走在了全国

前列，正致力打造中国数字疗法创新

和应用高地。连续两年，海南省委、

省政府将“老年人认知障碍筛查试

点”和“老年人认知康复数字疗法试

点”纳入为民办实事事项，就是海南

数字疗法的生动实践。

2022 年，海南全省开展老年人

认知障碍筛查试点工作，初步形成

关注老年性痴呆、支持和参与防治

工作的社会氛围。2023年，全省继

续开展老年人认知障碍筛查服务

并针对筛查服务中发现的风险人

群开展认知康复数字疗法试点。

同时，海南广泛宣传老年痴呆

的危害和防治知识，普及早筛查、早

发现、早干预的重要意义，引导老

年人树立脑健康主动管理理念。

在实施过程中，构建认知障

碍社区防控管理网络。海南全省

参与试点的各相关医疗卫生机

构，分别部署认知障碍测评及数

字疗法终端设备，对风险人群进

行定期健康风险监测管理，初步

形成省、市县、乡镇（街道）三级认

知障碍社区防控管理网络。

对于认知障碍患者来说，除

了政府的重视和投入，家人的照

顾，社会的支持也必不可少。对

此，海南推进认知障碍友好社区

建设，在10个以上社区开展认知

障碍友好社区建设试点，提高公

众对失智症的认识与接纳程度，

消除对失智症的歧视。推行失

智症早期社区预防及干预，降

低失智症发病率。

以数字疗法为接口，关心

关爱认知障碍老人，全社会共

同努力“守护”老年人的记忆，

让他们不要太快忘记“自己”，

安享幸福、健康的晚年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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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记时间，忘记回家
的路，他们走失了。

忘记自己，忘记子女，
他们在慢慢遗忘。

他们不是年纪大了，
记不住事儿，而是认知功
能损伤、记忆力下降的一
种表现，医学上称为老年
认知障碍，症状严重的为
老年性痴呆。

自2022年以来，海南
省委、省政府将“开展老年
人认知障碍筛查试点”“开
展老年人认知康复数字疗
法试点”先后列为为民办
实事事项，帮助老年人开
展认知障碍筛查和认知康
复，干预、延缓老年性痴呆
的进展，提高老年人生活
质量。截至目前，海南全
省89家医疗机构开展老
年人认知康复数字疗法试
点项目，为3万余人提供
认知康复数字疗法训练，
训练总时长超过1600万
分钟。

近日，南国都市报记
者前往海南省人民医院、
海秀镇卫生院等医疗机构
蹲点采访，记录海南省开
展认知康复数字疗法试点
的进展，以及认知康复数
字疗法训练给老人带来的
点滴变化。

□南国都市报记者
赵健敏王洪旭文/图

已为30666名老人提供康复训练

记者手记

“老忘事”别忽视
七旬阿婆记忆力下降
转头忘事儿爱发脾气

“100减7等于多少？”“93”“那再减7等于多

少？”“等于……”

这道数学题对于很多人来并说不难，但对于

76岁的符阿婆来说，有些焦急不安。医生告知“没

事，可以了”，她才放松下来。

符阿婆来自临高县临城镇，2023年12月21日

因记忆力明显下降，到海南省人民医院老年医学

中心就医，并办理住院治疗。

“有没有什么事转头就忘记了？”当天上午查

房时，海南省人民医院医疗保健中心、老年医学中

心常务副主任刘涛询问，符阿婆回答：“没有，但是

久一点就忘了。”

然而，符阿婆的女儿王女士却不这么认为。

她说，母亲两年前开始出现记忆力下降，今年症状

越来越重了。母亲经常半夜不睡觉，起来摸一下

冰箱，摸一下鸡笼，又摸衣服和凳子，行为有点怪

异。有一次，母亲忘记把钱放哪儿了，去跟邻居借

钱花，之后又把这事儿忘了，因此没有及时还钱。

“除了行为异常外，母亲的性格也变了，有点

爱发脾气。”王女士说，母亲睡眠质量不好，爱发

脾气，动不动就大声地吵闹，家人怀疑母亲照顾

父亲太辛苦，患上老年抑郁症，于是就带母亲到

海口就医。

经过对符阿婆做了脑健康筛查及相关检查，

刘涛表示，经初步诊断，符阿婆为变性病导致认知

功能下降，属于轻度认知障碍，生活还能自理，没

有到痴呆阶段，但认知康复训练很有必要。

王女士听从医生的安排，为符阿婆开展认知

康复数字疗法训练，“这个政府项目很好，出院回

家后还可以在手机上做训练，希望能给母亲的症

状带来一些改善。”

一种新疗法
认知障碍筛查+认知康复
数字疗法缓解认知衰退

“老人走失，紧急寻人……”这样的消息，总是

牵动人心。

2023年12月初，临高县调楼镇一位老人走

失，家属找了一下午未果。当天警方接到电话，一

位热心群众遇到一名走失老人。民警赶到现场

时，老人身体并无大碍，但神情紧张、吐字不清、交

流有些困难，经多方调查才联系上家属。

刘涛表示，有些老年人走失，可能是对时间、

地点的定向力出了问题，这是老年人记忆下降的

表现。

老年性痴呆即阿尔茨海默病（AD），是一种以

进行性认知障碍和记忆能力损害为主的中枢神经

系统退行性疾病，严重影响老年人身体健康和生

活质量。其发病机理复杂，目前没有治疗中晚期

痴呆的有效手段。专家的广泛共识是将痴呆症的

治疗和干预期前移至轻度认知障碍阶段，以实现

早预警、早诊断、早干预。

2022年，海南省委、省政府将老年人认知障

碍筛查试点列为为民办实事事项，为全省常住人

口中60岁以上老年人提供筛查服务。2022年完

成老年认知障碍筛查22万余人，其中有认知损伤

的受筛者占30%。

2023年，海南继续开展老年人认知障碍筛查

服务，并针对筛查服务中发现的风险人群开展认

知康复数字疗法试点，进一步提高海南省老年人

脑健康水平。

“对有认知损伤或认知下降的老年人，进行认

知康复的数字疗法，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训练工具。”

刘涛表示，目前认知障碍的药物治疗效果有限，认

知康复数字疗法解决了应用场景，让老人居家就可

进行认知功能训练，每天在手机上进行操作，对老

人的脑功能、认知功能够起到一定的保留、重塑和

恢复的作用，解决认知障碍患者治疗的痛点。

认知康复小屋
数字疗法系统+VR设备
模拟训练帮找回记忆

在海南省人民医院老年医学中心病房，有一

间精心改造过的认知康复训练室，又被患者们称

为认知康复小屋。

走进小屋，就能看到一面感官触摸墙。挂在

墙上的一个个相框里，装的不是相片，而是用木

块、木棍、绒球等制成的触摸板，在为老人进行认

知障碍评测时，老人可通过触摸感知和辨别物品，

从而激发他们的记忆。

海南省人民医院医疗保健中心、老年医学中

心护士长熊璐说，老人先闭着眼睛触摸，然后说出

是什么物品，如果闭眼摸完感知不出来，再睁开眼

看，通过物品的形状、色彩等刺激感官，帮助老人

识别和记忆。

在认知康复小屋，帮助进行认知康复“找回记

忆”的设备不少。其中有数字疗法系统（脑健康与

认知障碍医生工作站）、VR虚拟现实认知康复仪、

眼动追踪训练与评估仪，以及记忆训练模具柜。

“请选出哪一边的圆更大？”在脑健康与认知

障碍医生工作站的电脑上，一名大约70岁的阿公

进行“大同小异”试题测试，需在2分钟内根据圆形

的大小、颜色等进行识别判断，试题难度9级，相对

简单，阿公很快就做完了，进入了下一个测试。

“如果认知功能出现问题，看似简单的试题，

也不容易判断。”刘涛表示，认知康复数字疗法为

老年人认知功能训练提供了非常好的手段，但认

知康复训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很难一下子就恢

复得非常好。此外，阿尔茨海默病的治疗不仅仅

需要认知康复训练，还需要药物治疗以及日常生

活的照顾、健康生活方式等。

2023年12月25日，记者在认知康复小屋进行

了一次体验。戴上VR眼镜，记者进入了VR虚拟

现实世界，一张乒乓球桌就在眼前，挥动手中的手

柄（拍子），就能和电脑对打起来，既能锻炼反应能

力，也能锻炼身体。随后，又模拟了超市购物，在

虚拟现实世界里，超市的物品就在身旁，机器发出

指令：“请购买一瓶酱油”“购买2个土豆”……听到

指令需要上下左右移动，寻找目标物品，并将其取

出放入推车里，对认知能力和动手能力也是一种

很好的训练。

“在记忆训练模具柜里，有老照片、记忆棋、玩

偶等多种训练和巩固记忆的模具，提供给不适合数

字疗法的老人适用。”熊璐说，比如明星照片，先给

老人听邓丽君的歌曲，然后让其回忆是哪位歌星唱

的，如果想不起来，再展示明星的照片，帮助回忆。

构建社区防控网络
全省89家医疗机构

开展认知康复数字疗法试点

“判断成语”训练中，要判断成语的关系，如近

义词、反义词、不相关。在“步步为赢”训练中，老

人需在3分钟完成有色方块的移动，试题有些难

度，需要训练对空间信息的推导，有效提升空间问

题解决能力和逻辑推理能力。

“这些认知康复训练可以住院时，在医院的数

字疗法电脑上进行训练，也可以在自己的手机上

下载海易办App进行训练。”刘涛表示，目前海南

省认知筛查与数字疗法服务平台已接入海易办

App，使用者直接用手机进入系统，建档进行脑健

康自测，提高了认知康复训练的可及性。

“15分钟系统会推送三个模块的训练，每个训

练5分钟左右。”刘涛表示，老年人每次认知康复训

练至少15分钟，每周训练至少3次，一个治疗周期

需训练28次，完成28次训练后复测认知功能，根

据评估结果再调整下一步干预方案。

老年人的记忆，需合力守护。2023年6月，在

海南省卫健委的支持和指导下，海南省人民医院

老年医学中心牵头成立海南省脑健康与认知障碍

数字诊疗专科联盟。海南省人民医院与各级试点

医疗机构上下联动，携手打造具有海南自由贸易

港特色的数字健康服务体系，切实把为民办实事

项目做好做实。

同时，海南省人民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作为项

目的主要实施单位，组织参与试点的二级及以上

综合性医院、专科医院相关医护人员，乡镇卫生

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及认知障碍友好社区建设

试点单位的相关人员，针对老年痴呆相关科普知

识、数字疗法诊疗工具使用方法、认知障碍患者的

社区照护等内容进行专业性培训，邀请国内多位

专家进行了授课。

“我们有一台认知康复数字疗法设备，筛查后

符合条件的老人，可以到卫生院进行训练，就像玩

游戏一样。”海口市秀英区海秀镇卫生院周院长表

示，2023年该卫生院为230余人提供认知康复数

字疗法训练。同时，医护人员也教老人在手机上

操作，自己训练。此外，海秀镇卫生院通过家庭医

生签约服务，为辖区居民提供认知功能障碍和神

经康复指导等服务。

记者从海南省卫健委获悉，2023年以来，海

南全省89家医疗机构开展老年人认知康复数字疗

法试点，涵盖了三级医院、二级医院、乡镇卫生院、

社区卫生服务站等各级医疗机构，一共部署了

100套数字疗法设备，每个试点机构至少一套数

字疗法设备，目前已建立海南省认知筛查与数字

疗法服务平台，可对项目筛查和训练数据进行实

时监测和质控。

据海南省认知筛查与数字疗法服务平台显

示，截至2023年12月25日，海南省89家试点医疗

机构实施老年人认知障碍筛查38775人（76062人

次），提供康复数字疗法训练30666人，训练

4799292人次，训练总时长达到16669606分钟。

积极预防
提前10至20年预防

为老年痴呆按下“暂停键”

“认知障碍可以预防，实际上阿尔茨海默病在

真正进入到痴呆期前，我们有10至20年的时间预

防。”刘涛表示，认知障碍通常分为：主观认知功能

下降、轻度认知障碍、痴呆三种类型，其中轻度认

知障碍发展的时间有3至5年，在出现轻度认知障

碍之前，还有主观认知下降，这个时间非常长，有

10至20年时间，如果能够在早期的主观认知功能

下降阶段或者轻度认知障碍阶段，早期识别出这

种疾病或者获得早期诊断，通过规范化的慢病管

理、生活方式调整、认知康复训练等，可以延缓进

入老年痴呆期时间，甚至可完全按下“暂停键”。

刘涛表示，老年痴呆不是简单的“老糊涂”，并

不是正常的自然衰老，而是老年人常见的记忆、思

维、分析判断、情绪等方面出现问题的脑部疾病。

这些老年患者需要家人、社会的关爱和尊重。

目前，海南省人民医院已开通老年记忆门诊

绿色通道，对于筛查提示有认知障碍风险的老人，

由当地医疗机构直接推荐至老年记忆门诊进行规

范化诊疗。刘涛表示，对于认知障碍的老年人就

医，医生需要仔细询问病史，因为认知障碍是一个

非常复杂的综合征，也有很多可治性、可逆性的痴

呆，需要进一步检查，包括血液系统的化验、核磁

检查以及外周血的标志物检查等，明确诊断患者

记忆下降或者认知障碍的病因，制定治疗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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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3年12月25日——

全省共部署100套数字疗法设备

海南89家试点医疗机构

实施老年人认知障碍筛查38775人（76062人次）

提供康复数字疗法训练30666人

训练4799292人次

训练总时长达16669606分钟

海南89家医疗机构开展认知障碍数字疗法试点

扫码看视频
记忆训练模具柜里有多种巩固记忆的模具 医生在指导老人进行“步步为赢”训练

海南省人民医院医疗保健中心、老年医学中心常务副主任刘涛向记者介绍认知康复小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