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会
2024年7月18日 星期四 责编/郭寿权 美编/杰清 校对/惠琴

A03
智

慧

海

都

智 慧 海 都
968880

帕金森病是一种不
可治愈的疾病，但若能
早发现并及时进行规范
治疗，可明显减轻症状、
延缓疾病进展，让患者
在较长时间保持较高的
生存质量。

面对“狡猾”的帕金
森病，普通民众如何进
行早期判别呢？下面一
套帕金森病筛查量表有
助于我们早期识别、早

期诊断。
1. 面部表情：是不

是没以前丰富了；
2. 声音：是不是比

以前小了；
3. 抖动：手脚是否

不自主抖动；
4. 系扣子：是否很

难自行系扣子；
5. 写字：是不是比

以前写的小了；
6. 起立：能不能从

坐位顺利站起来；
7. 走路：是不是拖

地走小步；
8. 脚：是不是抬不

起来，像粘在地上；
9. 跌倒：是不是容

易跌倒。
以 上 症 状 每 符 合

一个就计 1 分，如果总
得分超过 3 分，建议马
上到医院做进一步检
查。

“颈椎病”治了两年 竟是狡猾的“帕金森”
大约有四分之一的帕金森病患者并不出现手抖脚抖，容易被误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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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护好古建筑
传统风貌和个性，长乐区
启动了九头马古民居修
缮工作。

目前，第一期保护修
缮工程已完成。修缮项目
为东一路院落，由粮仓、茂
团公万安厅、茂团公福字
厅、茂锦公文魁厅组成。
四个院落主厝均为双坡硬
山顶，屋面采用青瓦做底
瓦和盖瓦，叠六露四，不做
瓦垄灰，正脊做鹊尾脊。

今年5月，九头马古民
居二期保护修缮与开发利
用工程已启动，工程将深
入挖掘古民居背后的故事
和文化内涵，对这座福建
的“大宅门”进行精准提升。

福建版“大宅门”成暑期“大热门”
长乐九头马古民居成网红打卡地，有网友称：“跪着”看完古宅中价值上亿元的金丝楠木

从两年前开始，55岁的黄先生（化名）出现颈肩酸痛，感
觉脖子、肩膀和背部都僵硬疼痛，有时连头都抬不起来，伴左
胳膊麻木无力、活动不灵。他一直把这些情况当作颈椎病，还
到医院做了针灸等治疗，然而情况越来越严重，最后发展到腿
脚僵硬无力、迈步困难，连日常生活都难以自理。黄先生到医
院做了专业检查后才知道，他得的是帕金森病。

福建省级机关医院神经
内科林细康主任医师给黄先
生做了详细检查，发现病人
面无表情、活动迟钝，颈部僵
硬，四肢肌张力明显增高，手
脚肌力正常，无明显震颤，行
走时身体前倾、起步困难、步

态缓慢，双上肢摆臂幅度小。
事实上，黄先生得的根

本就不是颈椎病，而是帕金
森病，是一种“不抖”的帕金
森病！在给予补充左旋多
巴、恢复递质平衡及营养神
经等药物治疗，配合康复治

疗后，症状开始好转，颈肩僵
硬酸痛明显减轻，左手左脚
僵硬无力好转。随着治疗方
案的调整和完善，病情进一
步好转，黄先生感觉全身轻
松、手脚活动灵活了，整个
状态焕然一新。

帕金森病，是一种常见于
中老年人的慢性进展性神经
变性疾病。据统计，我国现有
帕金森病患者 300多万，几乎
占全球患者人数的一半。预
计到2030年将达到500万。

帕金森病晚期，患者生
活不能自理，僵卧在床，最终
因并发肺部感染、营养不良
等而危及生命，已成为继心
脑血管疾病和肿瘤之后严重
威胁中老年人身心健康的

“第三大杀手”。
林细康主任医师介绍，一

提起帕金森病就会想到“抖”，
“抖”作为帕金森病的典型症
状已深入人心，但实际上大约
有四分之一的患者并不出现
手抖脚抖，而主要表现为身体
僵硬、肢体不灵活、动作缓慢
等，尤其帕金森病起病隐匿，
初期症状不典型且复杂多样，
很容易和其他疾病混淆。帕
金森病的误诊率高达23.5%。

帕金森病为什么容易误
诊为颈椎病？

1.症状相似：许多帕金森
病患者早期只表现为颈部僵硬

疼痛等症状，加之中老年人大
多有颈椎退行性变的影像表
现，因而容易误诊为颈椎病。

2.年龄因素：帕金森病和
颈椎病的患病年龄非常接
近，以颈肩部僵硬疼痛为首
发症状的帕金森病就很容易
先入为主诊断为颈椎病，从
而导致误诊。

3.患者描述不准确：很多
患者对自己的症状描述不准
确，如患者只是抱怨颈部不适，
而没有提供与帕金森病相关
的关键信息，很容易导致误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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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福州市长乐区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实地调查工作
启动，令当地九头马古民居这座清代民居建筑群再次成为
暑期网红打卡地。有网友评论，“跪着”看完价值上亿的金
丝楠木、刻在木雕上的“海鲜”……那一刻一划，均是匠心。

据了解，九头马古民居横卧于福州长乐区鹤上镇岐阳村
的天马山之麓，是目前福建规模最大、保存较好的古民居之
一。2013年，九头马古民居列入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它被称为福州地区晚清建筑独具匠心的代表作，展示旧
式文明以及民间大户人家曾经拥有过的兴盛与辉煌。

九头马古居民所在地，
原有九块大小不一、形态各
异的青色岩石，形似九匹骏
马，先辈村民称之为“九头
马”。而古民居就是围着“九
头马”建起的，所以后人称之
为九头马古民居。

九头马古民居坐北朝南，
占地1.5万平方米，平面呈正
方形，东西宽、南北深各 120
米，共 22座主体建筑。站在
这组规模庞大的建筑群前的
广场上，面前立着一面墙，墙
上颚简约砖纹装饰，墙裙露
出规整的大块石板，墙上开
大小门户九扇，正中间的墙
额上方开设了13个造型不一
的灯窗。这面气派与雅致兼
具的墙，既做了这组古民居的

围墙，同时也做了门脸。
古民居由清代长乐人陈

利焕和他四个儿子，历经数
十载陆续建成。第一座主体
建筑建于清嘉庆年间，大部
分建于清道光年间，最迟一
座竣工于1872年前后。

九头马古民居管委会讲
解员介绍，据传，当时陈利焕
得一位高僧指点，欲得到“九
头马”之灵，于是开始了率四
个儿子围“马”建房子的大工
程。但陈利焕刚建完第一列
的五进房子，就去世了。他
的计划中，是建并排的五列
五进，把九块岩石有机地点
缀于房子内外。四个儿子继
承父亲的遗愿，将剩余四列
房子建好。

九头马古民居建筑材
料以木头为主，古建筑布
局严谨，青砖黛瓦，古韵悠
悠，木雕、藻井、壁画、书
法、浮雕等装饰技艺精美，
各种功能用房一应俱全，
具有很高的历史、艺术价
值，是江南民居与寨堡庄
院建筑的完美结合，素有
福建“大宅门”的美誉。

九头马古民居五列的
建筑体都是单独成弄，各
列之间，宽约 80厘米的串
心巷，起防火作用。主体
建筑 22座，四周围墙 6米
高，开放 10 多个门洞，设

有望楼、枪眼。每列南面
正中各设大门一扇，每逢
红白喜事，大门、屏门、厅
门一路洞开，“五落透后”
一望到底，十分壮观，就像
一座建筑博物馆，成为长
乐建筑史上的辉煌篇章。

走进九头马古民居，
仿佛置身于一座民俗艺术
博览馆。在门楼亭、墙饰、
窗格等部位，均雕刻着精
美的图案。雕刻的动物、
植物、人物、花草树木形象
逼真、各呈异彩；同时，采
用了谐音、象征、寓意等传
统表现手法，有祥瑞吉利

的美好寓意，象征着福寿
平安。民居所用的木材有
杉木、柯木、楠木、樟木、红
木、檀香木、铁梨木、黄杨
木、桑丝木等。

“ 三 头 马 官 厅 最 特
别。”九头马古民居管委会
讲解员介绍，这个厅比普
通厅宽阔了一倍，柱头高
耸。厅门口有三根名贵的
金丝楠木，价值上亿元。
其中，一根长 10 米直径
0.7 米左右的横梁悬挂廊
檐下，是现有民居中最粗、
最长的一根，另外两根则
为顶梁柱。

传说 古厝围“九头马”而建

惊艳 坐拥价值上亿元的金丝楠木

□链接

当地古厝保护
二期修缮启动

“不抖”的帕金森病是“真凶”

帕金森病为什么常常被误诊

N海都记者 林宝珍

如何在早期发现帕金森病？

我这颈椎病
很久了

这是帕金森病

古民居中雕刻形象逼真

长乐九头马古民居横卧于天马山之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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