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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缓老年痴呆 试试“走心偏方”
种植蔬菜瓜果、逗弄小猫小狗、整理老旧照片等非药物疗法，可更好地保持

老人的认知功能

“认知症的成因是神经退行性病变，在现有
药物有效性尚待考究的情况下，学者们尝试通
过非药物干预来延缓或控制认知症的发展进
程。”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
上海预防医学会社会医学专委会委员陈虹霖谈
到，目前实践较为广泛的有音乐疗法、触摸疗
法、怀旧疗法、园艺疗法、色彩疗法等。这些疗
法本质上都是通过干预神经的退化，让认知功
能有更好的保持。从五感进行多角度刺激或训
练，尽可能让神经功能保持兴奋活跃状态。

“我们很难说某一种疗法对某一种症状或
者行为一定有效果，而证据说明多维的干预效
果会比单一的干预要更好一些，因此建议把多
种非药物疗法整合起来。”陈虹霖举例称，宠物
疗法可以起到情绪舒缓的作用，老人可以根据
自己的情感需求，找到一个可以诉说或沟通的
对象，还可以促进老人之间的社会交往，增加
他们的社会支持。

“即使是看似简单的手指操，也是有着理
论支撑的。手指神经与大脑联系紧密，多动手
指甚至可能刺激胶质细胞的再生，加强大脑皮
层功能，从而延缓脑功能衰退的进程。”在陈虹
霖看来，理解非药物疗法的原理和机制以后，
还需要在实践中坚持。“我们正在尝试搭建这
样的平台，通过打卡等方式提醒大家做一些练
习。在家里没有专业人士指导，效果可能会打
一些折扣，但做积极的努力总是有好处的。像
园艺疗法、宠物疗法这些，操作门槛并不算太
高，或多或少都能给老人带来帮助。”

N北京晚报

近日，中国老龄协会发布的《认知症老年人照护

服务现状与发展报告》显示，我国60岁及以上中老

年痴呆患者约有1507万，预计2030年将达2220

万，2050年将达2898万。

种植蔬菜瓜果、逗弄小猫小狗、整理老旧照片……

这些看似不经意的非药物干预方式，往往可以通过

多感官刺激，在一定程度上延缓认知症的发展进程，

帮老人找回尘封在大脑深处的记忆，也让他们收获
情感上的抚慰。

除了植物以外，动物也会给认知症
老人带来惊喜。位于西二环附近的北京
国投健康长者公寓里，两只活泼可爱的
小猫成了老人们的新宠。

“在这里入住的 200多位老人里，筛
查出存在认知症或者早期认知障碍的老
人有 64位，我们尝试用非药物疗法给老
人带来多感官刺激，宠物疗法就是其中
的一种。”北京国投健康长者公寓院长刘
洪山谈到，宠物的选择颇有讲究。“我们
考虑过养狗，但通过对公寓活动空间及
老人的接受度等因素的综合考量，决定
选择较为温顺的小猫。”

最终，两只中华田园猫成功入选。
“我们还给它们起了名字，哥哥叫康小
为，弟弟叫康小乐，取‘老有所为’和‘老
有所乐’的寓意。”工作人员在公寓里搭
建猫舍，开辟了专属的活动区，方便老人
跟小猫互动。住在这里的叶爷爷还挥毫
泼墨，写下了“天增岁月喵增寿，粮满乾
坤罐满门”的对联。

在小猫接触老人之前，工作人员给
它们做了全面体检，并完成了驱虫、免疫
等多道程序。

“两个小家伙刚来那会儿，才出生一
个多月，叫起来奶声奶气，每天在大厅里
跑来跑去，好多老人凑过来逗，一个劲儿
地说‘真可爱’。”据刘洪山介绍，两只小
猫不仅融入老人们的生活，还走进了认
知症老人的课堂。“我们为认知症老人开
设了一些辨识类的课程，带老人用多种
感官去认识事物，这两只小猫刚好成了
生动的素材。我们会让老人看看哪只小
猫大一点，哪只小猫毛长一点，这些比冷
冰冰的道具要好很多。”

刘洪山相信，宠物对老人来说是一
种精神寄托。“小猫主动来亲近老人时，
会给老人带来心理上的抚慰，同时也能
缓解老人内心的焦虑和孤独。”他谈到，
老人每天看着两个小家伙跑来跑去，听
着它们的叫声，抚摸着它们，这些多感官
刺激都会对他们有帮助。

现如今，两只小猫早已把公寓当成
了自己的家。“像两个孩子一样，经常撒
娇卖萌。”刘洪山笑着说，“它们在这里已
收获了一二十位忠实粉丝，爷爷奶奶们
每天都会来找它们玩，公寓里多了不少
欢声笑语。”

“除了养老机构以外，还有很多认知症老
人是在家庭和社区里。”北京市东城区耆乐融
长者关爱中心主任卞学忠曾经在一个街道开
展认知症友好社区试点项目，通过专业量表对
社区内的认知症高风险人群做筛查，为老人提
供干预性服务。

“我们还给社区的工作人员做认知症的知
识普及，让他们学会怎样识别并正确对待认知
症老人，帮助认知症老人和家庭更好地在社区
生活。”卞学忠提到，很多老人的子女对认知症
的了解十分有限。“对于高风险人群和早期认
知症老人来说，早预防、早筛查、早干预会在一
定程度上延缓病程发展。”

在卞学忠看来，认知症老人往往短期记忆
不好，但长期记忆还有所存留。“我们可以用一
些怀旧疗法，比如用连环画、电影等方式提供
一些熟悉的场景，唤醒他们大脑深处尘封已久
的记忆。”这些年来，耆乐融长者关爱中心先后
尝试过“人生相册”“绘本人生”“故事卷”和“戏
剧人生”等项目，实现了从生活实物到平面创
作，从立体场景到即兴演出的闭环，“这些项目
的参与者主要还是活力老人，但同样会对认知
症老人有帮助”。

卞学忠建议，认知症老人的家属可以在家
里为老人布置一些怀旧场景，陪老人整理一些
老照片、老物件，做成人生相册或家庭档案，鼓
励老人用绘画、手工、写回忆录等方式进行表
达。“不管用何种疗法，都要以老人为中心，而
不是过于强调‘疗法’。”

老人一到花园里
精神状态好许多

小猫来到课堂上 亲近老人讨欢心

多种疗法齐用
对老人有帮助

绘画电影布场景
照片物件找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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宠物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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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海淀区上地街道养老照
料中心，位于楼顶的花园一直是受
老人欢迎的地方。

“有了空中花园，希望通过园艺
疗法，给认知症老人带来视、听、嗅、
触、味等不同的感官体验。”这些年
来，工作人员冮（gāng）雪见证了花
园里一茬茬的种植，也见证了老人
们一点点的变化。

“从播种到收获，爷爷奶奶们全
程参与，每次到楼顶晒太阳，他们总
会惦记着这个该浇水了，那个该施
肥了。”冮雪发现，老人们喜欢接触
大自然。

一位 93岁的奶奶双目失明，但
工作人员还是尝试带她用其他感官
去体验种植的乐趣。“我们带奶奶来
到楼顶后，她用手摸到了土，还拿着
小铲子挖了坑，把种子撒下去，
又浇了水。”等种子发芽，长
出叶子以后，工作人员
又带奶奶闻了闻气味。

“这是韭菜，这是
香菜！”奶奶靠着嗅觉辨认出了植
物，特别有成就感，这让工作人员也
打心底里为她高兴，“她发现自己还
能去做一些事，去感受一些东西，由
此产生的价值感对她来说很宝贵”。

对于另一位老人来说，种植带
来的不仅是乐趣，还有疗愈。“这位
老人其实已经有幻听、幻视等症状，
有时候还会自言自语，但只要她做
自己感兴趣的事，就立马像换了个
人。”冮雪看到，喜欢花花草草的奶
奶一到花园里，就会全神贯注地拔
掉杂草、拣石子，整个人的精神状态
也好了许多。

参与园艺种植还对老人的社交
有帮助。有的爷爷奶奶因为脑梗后
遗症，只有一只手臂能动，其他老人
就会来搭把手。还有的认知症老人
反应相对慢一些，也会有热心的爷
爷奶奶帮忙。

看着亲手种植的豆角、茄子、
西瓜、黄瓜一个个长大，老人们都
乐开了花。“看这豆角长得多好，今
天就吃这个吧！”老人们摘下劳动
果实递给工作人员。很快，这些瓜
果蔬菜就被厨师们做成美味佳
肴。“吃到自己种的菜，老人们甭提
多高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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