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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不同运动方式对老年性痴呆患者的脑血流动力学的影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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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

例老年性痴呆患者随机分为
9

组!每组
9'

例&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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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组分别进行健美操运动'跑步运动和室内健身运动!第
9

组为对照组!经颅多普勒检查观察各组脑血流

动力学变化&结果
!

基底动脉和椎动脉的搏动指数
9

组两两比较!第
"

组正常率低于第
!

'

#

'

9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收缩期峰值流速和平均流速
9

组两两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基底动脉舒张末期流速
9

组两两比较!第
"

组正常率低于第
#

'

9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结论
!

跑步运动对于老年性痴呆患者脑血流动力学有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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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性痴呆$

D?);2F;<025;D5;

#

*T

&是由于脑功能障碍而

产生的获得性和持续性智能障碍综合征)

!

*

(

*T

的影像学改

变主要表现为颞'顶皮质低灌注和低代谢)

"

*

(运动中大脑的氧

供直接影响到脑代谢和脑功能#运动致缺氧或低氧状况下运动

可影响大脑血管的舒缩反应#并通过调节脑血流量来保证大脑

足够的氧供(经颅多普勒$

><D65A<D62D?01

@@

?;<

#

,NT

&可检测

颅内血管的血流速度'方向'脉动指数等#判断脑血管是否处于

痉挛'扩张或供血不足等病理生理状态#能准确提供脑血管血

流动力学改变的情况)

#

*

(本研究采用
,NT

对不同运动状态下

的
*T

患者脑血流动力学改变进行观察#探讨有助于提高
*T

患者生活质量的健康科学的运动方式(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择
"''8

年
!

!

&

月石坪桥地区临床诊断为

轻'中度老年性痴呆的患者
!&'

例#其中男
&%

例#女
3%

例#年

龄
&'

!

83

岁#平均$

(%$%(W&$!8

&岁(

*T

入选标准!根据美

国神经病'语言障碍与卒中
7

老年性痴呆和相关疾病协会

$

[K[NT-7*TbT*

&推荐的临床
*T

诊断标准#中国精神疾病

分类方案与诊断标准第
#

版$

NǸ T7

)

&

)

9

*

#结合简易精神状

态检查$

` -̀Y

&量表检测评分#确认其记忆'智能障碍程度(

>$?

!

方法
!

将纳入病例随机分为
9

组#每组
9'

例(除了进行

一般的治疗外#第
!

组进行健美操运动$运动方式!老年健美

操#每周
#

次#隔天
!

次#每次
!)

&(第
"

组进行跑步运动$运

动方式!慢跑#每周
#

次#隔天
!

次#每次
!)

&(第
#

组进行室

内健身运动$运动方式!室内健身器材运动#每周
#

次#隔天
!

次#每次
!)

&(第
9

组为对照组#不进行任何系统规律的锻炼(

各组观察时间均为
&

个月(

采用深圳市理邦精密仪器有限公司的
NJ-7"

型
,NT

对患

者进行检测#探头频率
" `Ia

(由颞窗检测大脑中动脉

$

Ǹ*

&'前动脉$

*N*

&%枕窗检测基底动脉$

J*

&及椎动脉

$

]*

&(测量
,NT

参数!收缩期峰值流速$

]5

&'舒张末期流速

$

]0

&'平均流速$

]F

&'搏动指数$

ZK

&等(

,NT

异常标准!脑动

脉流速低于正常值下限或高于正常值上限'血流信号消失或

逆转)

%

*

(

>$@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8$'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计量资

料以
IWE

表示#多组比较采用方差分析#两两比较采用
-[P

法#计数比较采用
,

" 检验#以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例患者
,NT

检查结果!

ZK

异常主要表现为升高#

J*

和
]*

的
ZK9

组两两比较#第
"

组正常率低于第
!

'

#

'

9

组#差

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

&#见表
!

(

]5

和
]F9

组两两比

"&

重庆医学
"'!!

年
!

月第
9'

卷第
!

期

"

基金项目!重庆市卫生协会科技计划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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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各组
ZK

比较#

(

%

组别
Ǹ*

正常 升高

*N*

正常 升高

J*

正常 升高

]*

正常 升高

第
!

组
! #3 !" "8 "( !# #! 3

第
"

组
9 #& ( ## 8

#"

"

9

#&

"

第
#

组
' 9' ( ## "# !( "9 !&

第
9

组
' 9' 3 #! "# !( "! !3

!!

"

!

@

#

'$'%

#与第
!

'

#

'

9

组比较(

表
"

!!

各组
]5

的比较#

(

%

组别
Ǹ*

减慢 正常 增快

*N*

减慢 正常 增快

J*

减慢 正常 增快

]*

减慢 正常 增快

第
!

组
!" !# !% ! "9 !% "3 !' ! !" "8 '

第
"

组
( !& !( ( !& !( #% % " !" "8 '

第
#

组
8 !( !% ( !& !( "% !% ' ( ## '

第
9

组
!! !% !9 3 !3 !" "# !# 9 8 #" '

表
#

!!

各组
]F

比较#

(

%

组别
Ǹ*

减慢 正常

*N*

减慢 正常

J*

减慢 正常

]*

减慢 正常

第
!

组
"% !% "% !% #! 3 !# "(

第
"

组
"# !( "# !( "8 !" !9 "&

第
#

组
"# !( "9 !& #! 3 !# "(

第
9

组
"# !( "" !8 "3 !! !! "3

表
9

!!

各组
]0

比较#

(

%

分组
Ǹ*

减慢 正常

*N*

减慢 正常

J*

减慢 正常

]*

减慢 正常

第
!

组
"% !% !3 "! "9 !& #' !'

第
"

组
"' "' !( "# "8

!"

"

"3 !!

第
#

组
"9 !& !& "9 !" "8 "" !8

第
9

组
"9 !& !& "9 !# "( "# !(

!!

"

!

@

#

'$'%

#与第
#

'

9

组比较(

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其中
]5

异常包括减慢和增快(

]F

异常主要表现为减慢#见表
"

'

#

(

]0

异常主要表现为减慢#

J*

的
]09

组两两比较#第
"

组正常率低于第
#

'

9

组#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

#

'$'%

&#见表
9

(

@

!

讨
!!

论

不同强度和形式的运动可引起脑血流的不同变化#中小强

度的运动可引起脑血流速度升高#而高强度运动则使其降低(

与动力性运动不同#静力性运动不改变脑血流速度#通常脑血

流自动调节能力不因运动而改变#但力竭运动可使之减弱)

&

*

(

有研究表明高强度运动时脑血流速度的下降与过度通气

导致的
ZDNM

"

下降有关)

(

*

(

V1<

.

;65;6

等)

8

*通过
,NT

测试脑

中动脉平均血流速度的研究证实了虽然静力性腿部运动中

Ib

和平均动脉压都增加#但并不引起脑血流量的增加(

没有对每一个人都绝对适用的运动方式#根据个人的情

况#选择相适应的健康体育锻炼计划#制订合适的运动方案才

能达到预期的效果)

3

*

(有研究指出#

*T

患者在早年更缺乏运

动)

!'

*

(

*T

重在预防#美国伊立诺伊州立大学心理学专家一项

研究表明#有氧运动可预防
*T

)

!!

*

(对于
*T

患者#其运动应

以+安全,为主#由于患者存在不同程度的功能障碍及心理问

题#积极进行功能康复训练及心理支持疗法也很有必要)

!"

*

(

为其制订适宜的锻炼计划#如上'下楼梯'散步等每天发生的生

活事件#通过日常生活和锻炼增强新陈代谢)

!#

*

(随着运动重

复性增加#从而提高中枢神经对全身的协调作用)

!9

*

(

*T

的功

能训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良好的训练能延缓疾病的进展#提

高患者生活质量)

!%

*

(本研究观察#结果显示跑步运动不适合

*T

患者#可能与其较大的运动强度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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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种因素!损伤中性粒细胞的趋化和吞噬功能#使牙周抗感染

的能力受损%吸烟者的菌斑和牙周结石量也增多#进而影响牙

周组织的健康%吸烟改变了宿主的防御功能#使牙龈局部血流

量下降)

!!7!%

*

(本次流行病学调查也证实了吸烟与牙周结石'

牙周袋的形成关系密切#因此在牙周炎的预防和治疗中#戒烟

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牟锡波)

!&

*研究认为饮酒可影响血液的

微循环#使牙周组织抵抗力下降#但导致牙周炎的发生具体原

因待以后作进一步研究#本次调查发现喝酒与牙周疾病也有一

定的关系(

本调查结果显示贵州中年人群牙周健康状况不容乐观#尤

其是农村较为严重#可能与贵州省社会经济状况欠发达导致农

村或低收入人群不能承担口腔服务所产生的费用#同时口腔保

健意识不足及没有获得相应口腔诊疗资源等因素有关(因此#

大力在乡镇开展口腔保健教育工作任重而道远#要求政府加大

投入的同时也要求口腔医生在临床工作中应做好口腔卫生宣

教工作#帮助纠正人群不正确的旧观念和不良口腔卫生习惯#

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并尽可能提供口腔卫生检查及牙周洁

治#有效减少牙周病的发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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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何妮及本院口腔医务人员给予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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