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上海一25岁女子突然成“金
鱼记忆”的新闻引起网友热议。报道
称，该女子记忆力严重减退，3分钟之
前发生的事都很难记住，甚至在医院
就诊时，需要带本子做笔记才能防止
忘记。经医生诊断，该女子患上了“烟
雾病”。

“烟雾病”是什么

“烟雾病”，一听到名字就让人联
想到烟雾缭绕的样子。实际上，“烟雾
病”并非自然环境中的烟雾，而是以大
脑中发病部位影像如一团“烟雾”得

名，属于一种慢性脑血管疾病。该病
发病时，轻者脑血流异常，重者会晕
厥、偏瘫等。

“烟雾病”最早于1969年发现于日
本。由于该病是由脑底异常的血管网
形成，在脑血管造影时会呈现出许多
密集的小血管影，形似烟雾，故称为

“烟雾病”。实际上，其更准确的医学
名称为“脑底异常血管网症”。

在脑血管造影片上，正常人的脑
血管主动脉及支脉就像一棵茂密的大
树，不断伸展开枝丫，排列得井然有
序，每一根枝条都脉络清晰。而“烟雾
病”患者，因大脑里的大血管主干道比

较狭窄或闭塞，为了保证大脑血流供
应，只好由众多细小的“支路”血管来
进行替补代偿。在造影剂显影的情况
下，血管便会形似一团散开的烟雾，这
些微小的烟雾状血管比正常血管更脆
弱，极易破裂造成脑出血。

“烟雾病”的症状

由于“烟雾病”是一种病因不明的
慢性进展性脑血管病，有时增强CT或
磁共振也无法明确显示，所以容易被
忽视。“烟雾病”的发病具有较强的地
域性，以东亚地区为主，其中，日本、朝
鲜、韩国和中国均属高发区。

“烟雾病”导致的直接问题就是脑
部供血不足，早期患者往往表现为头
晕、记忆力减退、偏头疼等症状，一些
人会误以为是睡眠不好、缺乏休息，甚
至风寒感冒引起的。倘若没有及时诊
断，任其继续发展，则会导致脑组织缺
血性或出血性的改变，甚至出现脑缺
血和脑出血交替发生的情况。随着出
现中枢神经症状，患者肢体会感受异
常，出现晕厥、视觉异常，最终轻度截
瘫或造成偏瘫。

据统计，10岁以下儿童和40岁左
右成年人是“烟雾病”的两个发病年龄
高峰，其发病率比例为5∶2。相比成年
人，儿童“烟雾病”多以短暂性脑缺血

为主，主要表现为头晕、记忆力差、认
知功能下降、癫痫发作以及神经功能
障碍，会出现瘫痪、失语、感觉异常等
症状，同时也会有头痛、不自主地进行
舞蹈样运动等。而颅内出血多见于成
年患者。

“烟雾病”的治疗

由于病因不明，“烟雾病”尚无肯
定有效的治疗药物，主要是针对缺血
及出血症状进行对症处理，因此目前

“烟雾病”的临床治疗仍然以颅内外血
运重建手术为主。通过手术，建立由
脑外的正常血管向脑内供血的通路，
提高血液灌注，以此改善颅内供血不
足状况，恢复人体正常的脑血输送，同
时降低新生血管内压力，降低脑缺血
和脑出血的风险。

与其他疾病一样，“烟雾病”只有
早发现、早治疗，才有机会早康复。因
此，在日常生活中，一旦发现自己突然
出现了记忆力衰退、四肢无力或头晕
的现象，以及发生突然性的无故摔倒
等，都应该提高警惕，及时前往正规医
院就诊。正在求学期间的青少年，若
突然出现学习成绩大幅下降、记忆力
变差等情况，家长们要引起重视，尽快
带孩子到医院做脑血管筛查，以查找
病因，免得贻误治疗。

有些孩子会不自觉地反复眨
眼、耸鼻子，在多次看了眼科、耳鼻
喉科之后情况也未见好转，家长们
不免着急，其实，这些行为很有可能
是抽动症。

抽动症是指以单一或多部位肌
肉运动性抽动或发声性抽动为特征
的神经发育障碍性疾病。常见表现
有频繁的眨眼、耸鼻、歪嘴、点头、清
嗓子、扭脖子、摇头、耸肩、发声等，病
程不一，可短暂也可为长期性。

每个孩子抽动的诱因不尽相
同，有研究表明抽动症有一定的遗
传倾向，某些诱因可使抽动症加重，
如焦虑、压力、激动、惊吓或者疲劳
因素会加重抽动。

大部分抽动症不需要特殊治
疗，决定是否开始治疗取决于症状
的严重性及对日常生活所造成的干
扰，在初发阶段如果未影响孩子的
日常生活及学习，不建议马上用
药。家长需要调整自己对待疾病的
态度，症状发作时不宜当面批评和
过分关注抽动症的孩子；抽动症儿
童尽量减少使用电脑、手机等电子
产品的时间；减少辛辣、含咖啡因食
物的摄入。单纯心理行为治疗效果
不佳时，对患儿生活、学习造成影响
时考虑药物治疗。

本报讯（通信员 张兴富）近日，
由健康中国重庆行动丰都县推进委
员会主办，县卫生健康委、县科协、县
健康教育中心承办的首届健康中国
重庆行动知行大赛选拔赛丰都县初
赛举行。

本届大赛旨在贯彻落实健康中国
行动，全面普及健康知识，推动健康中
国建设，让全县广大市民了解掌握健

康知识和一些必要的健康急救方法，
为全民卫生健康意识的提升打下坚实
基础。大赛共设医疗战队组和非医疗
战队组，分别进行科普展示、健康常识
答题和技能比拼三个环节。

活动现场，来自全县的11支医疗
战队组和 6 支非医疗战队组的 51 名
选手参加比赛。比赛中，选手们进行
了各环节的比拼，体现了较高的知识

水平和良好的比赛风貌，科普展示环
节中的小短剧、歌曲、相声、演讲、脱
口秀等更是妙趣横生，赢得现场观众
阵阵掌声。经过激烈角逐，最终来自
县人民医院的疾风战队和县融智学
校三人行战队分获医疗组和非医疗
组的第一名，将代表丰都县参加健康
中国重庆行动知行大赛重庆赛区半
决赛。

在很多人眼里，小孩子永远都是
无忧无虑且不谙世事的，因此，当孩
子突然表现出烦躁易怒、不爱说话、
睡不着觉等现象时，家长很容易误认
为是孩子不懂事，或是身体出现了某
些异常，却忘记小孩子也会遇到心理
问题。

儿童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因
其症状不典型等因素，很容易被家长
忽视。一般情况下，症状较轻的孩子
会表现出轻微抑郁、焦虑、疑病、失眠
等症状。少数情况下，强烈的应激作
用会导致儿童产生创伤后应激障碍，
通常伴随发脾气、易怒、咬指甲、吮手
指、反抗行为、破坏行为等。

当孩子的生活环境发生改变，或
者遭遇突发应急事件时，家长一定要
多观察孩子的行为举动，注意到那些
看不到的“伤口”。如果孩子表现出以
上一种或多种症状，就要考虑是不是
患上了创伤后应激障碍。那么，对于
儿童出现的这些心理问题，该怎样做
好应对呢？

自我调整法。可采用呼吸放松
法，家长可以引导孩子将手放在腹部，
吸气时腹部慢慢鼓起，后停顿 3～5
秒，再缓缓将气体呼出来。如此可以
更好地帮助孩子把情绪稳定下来。

家、校和社区帮助法。家长要尽
量确保孩子的日常生活与发生应激事

件前一样。要让孩子知道，即使发生
应激性生活事件，生活中还会有不变
的事情。还可以带孩子进行一些以前
的常规活动，如适当的运动、学习等，
也可以跟孩子一起读书、下棋、玩游
戏、跳舞等。老师可以鼓励孩子多思
考、多体验，让孩子更多地发表自己的
意见和看法，分享自己的感受，为孩子
传递正能量，让孩子保持乐观的态
度。社区工作人员可以在宣传工作的
同时，对低年龄段孩子做好家庭随访，
了解孩子情况，确保孩子处于被监护
的状态。对于有困难的孩子，要及时
上报，对孩子进行后期安置和照顾，给
予关心和温暖。

记忆减退如同金鱼

警惕患上“烟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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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也会得创伤后应激障碍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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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不经意的“小动作”
可能是这种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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