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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痴呆症老年群体”系列报道②防治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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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4日上午，在海口市秀英区东方洋社区，来自

海南省人民医院的老年专科小组医护团队现场开展系

列针对老年人的诊疗服务。

记者看到，医护人员带来了社区老年痴呆监测与管

理调查问卷，通过海易办APP打开老年痴呆数字测试系

统，里面有一些游戏、图案和文字以及音视频信息。医

护人员引导老人参与答题测试，并由此得出初步的分

数，以了解老人的认知情况，并建档记录，对于存在认知

损伤的老年人给予关注和跟踪服务。

“我们的日常追踪服务包括定期上门给老人做认知

检测，也就是使用我们的数字疗法来帮助老人强化认知

训练，同时教老人做手工、手指操等。”海南省人民医院

医疗保健中心/老年医学中心四区副护士长王玲说，团队

专门建了一个社区管理群，对有认知障碍的居家老人开

展一对一服务，并在活动中给老人派发包括拼图等游戏

玩具让老人们边玩边锻炼认知能力。

当天，记者还跟随王玲的团队一起来到海悦东方小

区一对80多岁高龄夫妇的家中，她们教老人做手指操，

现场普及预防老年痴呆症的知识。

“所谓数字疗法，就是我们通过手机APP让老人居家

时就可线上参与游戏互动、自我检测、参与记忆游戏和

语言文字互动。”海南省人民医院医疗保健中心常务副

主任刘涛说，比如老人在系统互动中存在记忆力差、辨

别图文能力差的问题，系统就可以针对性地向老人推送

有助于增强记忆力锻炼和识别力的互动游戏内容。

据介绍，海南2023全年完成筛查3.51万人次，认知

康复训练人数达到2.97万。根据数字疗法干预效果分

析：干预前，认知正常老年人占比53.7%，认知下降老年

人占比33.8%，认知损伤老年人占比12.5%；干预后，认知

正常老年人占比提升至63.8%，认知下降和认知损伤老

年人占比下降至25.6%和10.6%。

2024年，海南组织了全省范围内的老年痴呆防治促

进行动，截至目前，已有48329人接受了筛查，其中31769

人参与了数字疗法干预。2000人在社区或医疗机构进

行了持续的痴呆监测与管理。同时，针对1000例具有高

危风险的老年人进行了痴呆的精准化诊断和治疗。

我省派出专家团队进社区
引导老人线上线下“玩游戏”
预防和缓解认知障碍的恶化

▲医护人员在东方洋社区
使用手机给老年人做认知测试
玩游戏互动。

省人民医院老年专科小
组人员上门教老人做手指操。▲

海口东方洋社区老年人
在玩拼图游戏锻炼认知能力。

本组图由记者王康景摄

▲

随着认知损伤的加剧，老年人
确诊痴呆症的概率就会增加。对
于痴呆症老年群体，海南近年除了
加强筛查和精准诊断、日常健康管
理服务外，还积极以重点医院参与
方式，派出专家团队进社区帮助老
年群体开展认知锻炼和数字疗法，
引导老年朋友线上线下“玩游戏”
互动，预防和缓解认知障碍的恶
化。

另一方面，社会专业养老服务
机构为重度痴呆症老人提供入住
照护，减轻家庭照护压力。

不过，行业专家认为，目前社
会对老年痴呆症认知不够、一线专
业人才欠缺、专业服务机构不足，
这些因素导致老年痴呆症的防治
效果有限。

南国都市报记者王康景李文
韬文/图

专业化养老服务机构
为痴呆症老人提供较好的照顾

家住海口美兰区82岁的王爷爷是一位老年痴呆

症患者，发病后，他无法辨认亲人、言语变得难以理

解，大小便失控，还会出现攻击他人的行为。

“就是食物放在面前，他也不能自己进食。”王爷

爷的家人告诉记者，由于家人都要上班，无法长时间

陪伴和照顾，也不能让老人长时间独居，担心发生意

外。于是，家里人商量后就把王爷爷送到了华邦美好

家园（海口）孝慈苑，让老人得到专业化照顾。

住进来后，护理员每天陪护鼓励王爷爷吃饭，帮

助他规律用餐，同时引导老人规律如厕养成习惯，如

今他渐渐地不再依赖尿不湿。

在海口市石山镇敬老院内，记者走访中看到88

岁的余长经老人正在和护理人员聊天，尽管患有比较

严重的老年痴呆症，对护理员的问题常常答非所问，

但经常的互动让老人显得比较开心。

“余大爷爱运动，我们就引导他积极参加园区的

劳动，比如简单地和我们一起扫扫地，他得到了锻炼，

也放松了身心。”敬老院助理员宋辉告诉记者，院内有

老年娱乐活动场所，并且有丰富的文娱活动，有助于

痴呆症老年人在活动中加强认知训练。

石山镇敬老院院长蓝海妃告诉记者，该院专门制

定了每周活动表，包括手指操、关节操、保健早操、养

生太极、戏曲欣赏、音乐及电影欣赏、欢乐棋牌、饭后

散步、快乐下午茶等。在饮食方面，一周当中每天的

食谱都有不同，充分照顾老年人的营养需求。

“我们医院与专业化的养老服务机构也积极展

开了合作，包括为他们的人员提供专业化培训，但目

前这些机构所能提供的入住床位有限，同时有的价

位也不算低，让不少家中有痴呆症老人的家庭依然选

择让老人居家。一些老人因为家人的忙碌得不到及

时有效的照护，病情恶化加快，也由此带来不小的安

全风险。”海南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神经内科主任

游咏说。

她介绍，该院专家团队在海口的13个社区调查

了2000例60岁以上老年人，发现许多老人有不同程

度认知障碍，但基本都是居家，所能得到的专业化照

顾有限。

“在我们开展社区调研过程中，一个明显的感觉就

是社会公众对老年痴呆症的认知很欠缺，加上病耻感的

心理负担，不少老年人家庭不愿意接受这是一种可防可

治的疾病，甚至认为老人出现痴呆就是年纪增长的‘正

常现象’，不需要干预。”游咏说，社会的错位认知也让老

年痴呆症的防治面临重重困难。

游咏说，海医二附院作为老年痴呆症防治专业人才

的培训基地之一，发现接受该专业培训的人员不够多。

专业服务力量的不足不仅体现在专业人才的欠缺，也体

现在各市县主要医疗服务机构真正能开设老年痴呆防

治科室的也不多。此外，社会专业化养老服务机构能够

为痴呆症老人提供服务的能力也相对有限。

“老年痴呆病发与年龄增长有关，海南目前有160多

万60岁以上老年人，随着老龄化的加剧，把握好防治关

口期很重要。”刘涛说，目前还有大量待进入老龄区的人

口，而老年人认知障碍又可以分为轻中重不同程度，通

过分级分方式来开展防治工作很有必要。比如针对轻

度认知障碍老年人，可以持续、规律服用药物，加强认知

监测和认知锻炼，调整生活方式和饮食，以有效控制认

知障碍的恶化；对于进入痴呆期的患者，除辅以药物治

疗和控制外，全方位的个体化管理和干预非常重要，避

免情况持续快速恶化。不过刘涛也坦言，这些需要一定

的家庭教育和社会基础，海南关于老年痴呆症的科普

与防治工作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依托数字疗法
医护团队进社区开展诊疗服务

公众认知欠缺+专业服务力量不足
老年痴呆症的防治面临重重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