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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

疾病高创中心主任、首都医科大学神经病

学系主任贾建平在

杂志在线报

道了一个 19 岁的阿尔茨海默病（AD）

确诊病例。

据悉，这是迄今为止全世界最年

轻的 AD病例。此消息一出，迅速在社

交媒体平台上掀起热议。这究竟是偶

然，还是预示着 AD正在年轻化？不少

有类似症状的年轻人对自身情况表示

担忧。

颠覆认知：
并非老年人专属

AD是一种起病隐匿的、进行性发

展的神经退行性疾病，其中年龄是 AD

的重要危险因素。1906年，全世界报道

了第一例 AD病例。

2020年，贾建平团队针对全国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开展的一项普查数据

显示，我国现有 5000多万认知障碍患

者，其中 AD患者高达 1000万。由于公

众普遍认为 AD主要发生在老年人中，

因此 AD俗称老年性痴呆。

“小程（化名）才 19岁，当时诊断他

患 AD时，我们也很震惊。”贾建平回忆

道，小程 17岁时开始出现注意力难以

集中的症状，一年后短期记忆丧失明

显，例如时常丢失个人物品、忘记当天吃

没吃饭，而且阅读困难，反应迟缓，无法完

成规定的课业任务。最终，由于记忆力严

重下降，患者的学习成绩从班级中上游滑

落到了末位，不得不从高中退学。

在诊治过程中，贾建平团队发现，

患者的主要表现是记忆衰退，尤其是情

景性记忆，韦氏记忆量表和听觉词语学

习测验评估都支持了这一结果。此外，

患者的脑脊液生物标志物显示，

Aβ1-42/1-40 比值下降、p-tau 增加；

头部核磁共振扫描显示，双侧海马存在

与青少年不相称的萎缩。但全基因组测

序未发现该患者携带任何风险或致病

基因突变。

“患者的所有症状都符合 AD的国际

公认诊断标准。”贾建平说，“但在查找病

因方面，我们排除了由遗传、感染和系统

性疾病引发认知障碍的可能性。”

谈及对该罕见病例的报道，贾建平

称其为“职业生涯中最难发表的文章”。

“很多人都不相信这么年轻的人会得

AD，所以我们整个投稿过程前后历时

了一年半，但最终还是用一系列科学证

据证明了我们诊断的正确性。”

AD是一种多元机制疾病，传统观

念认为青年人很少发生认知障碍，更不用

说是AD。而贾建平团队研究报道的结果

颠覆了“AD专属于老年人”的固有认知，

在世界 AD研究史上改写了以往对 AD

发病年龄的认识，首次提出了青年人也有

发生非遗传性 AD的可能。

论 文 发 表 后 ，

杂 志 主 编

George Perry 对 此 发 表 了 题 为

“

”的评论，并评价这一研究的意义

在于，提出关注 AD年轻化趋势势在必

行，探索青年人 AD奥秘可能成为今后

最具挑战的科学问题之一。

明确诊断：
健忘不等于老年性痴呆

“上班忘记带手机打卡，下班忘记

带钥匙回家，这是老年性痴呆的早期表

现吗？”

“前一秒看过的东西、说过的话下

一秒就不记得了，我是不是也得老年性

痴呆了？”

在 19岁 AD患者的新闻评论中，时

常能看到这样的留言。对此，贾建平特别

强调，年轻人不必过度恐慌，中老年人也

要理性分辨。“健忘分为良性健忘和病理

性健忘，并不是所有的健忘都是 AD的前

驱症状。而且良性健忘是可以通过自我学

习得到纠正，不发展为痴呆状态的。”

在具体区分上，主要有六点：健忘

是近记忆障碍，经过提示能想起来，而

AD患者则不能；健忘不伴有其他认知

能力缺损，而 AD常伴有执行功能、视

空间功能、语言功能障碍；健忘者情绪

正常，而 AD 患者会变得冷漠，缺乏基

本的情绪表现；健忘者思路清晰，而 AD

患者思维混乱；健忘者会对记忆力下降表

现出焦急心理，而 AD患者意识不到该问

题的存在；健忘老人能保持正常的生活自

理能力，而AD患者即便躯体没有疾病，

也会逐渐失去生活自理能力。

在发病机制上，AD 主要与遗传因

素、环境因素和老龄化因素相关。其中，

遗传基因突变包括致病基因和风险基因，

常见的致病基因有 PS1基因、PS2基因和

APP基因，但携带致病基因的人群占少

数。常见的风险基因是 APOEε4基因，

携带者存在记忆下降的潜在危害。贾建平

团队研究发现，19.4%的中国人都携带老

年性痴呆高危基因，累计达 2.7亿人。

“虽然 AD患病风险和 APOEε4

基因之间的确切机制尚不清楚，但数据

显示，携带 APOEε4等位基因的人患

AD的可能性是正常人的 5到 6倍，‘纯

合子’基因携带者患 AD的风险更高达

正常人的 10到 15倍。”贾建平说。

此外，工作压力过大、焦虑、抑郁、

睡眠不足、节食等不良生活方式都会对

AD发病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对老年

群体而言，多病共患是不可忽视的影响

因素之一。

防大于治：
坚持六大健康生活方式

目前，全世界尚无专门提高记忆的

特效药物，如何攻克记忆力衰退的难

题，预防的意义远大于救治。为此，贾建

平牵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长达 10余

年的队列研究。

研究团队选择全国地理位置、环境

气候、风俗习惯、经济发展水平等多方

面条件具有代表性的地区，对超过 2.9

万名脑健康状况正常的老年人进行了

长期的随访监测。在长期临床实践中，

贾建平团队总结出 6 项影响脑健康的

健康生活方式，分别为坚持食用 7种以

上推荐饮食、每周不少于 150分钟的中

等强度或不少于 75分钟的高强度体育

锻炼、每周不少于两次的社会活动、

每周不少于两次阅读思考和书写等、

控制烟和酒。其中，研究团队推荐的

饮食包括谷类、豆类、蔬菜、水果、肉

类、蛋类、坚果、奶制品、适量的盐、

油、鱼类、茶饮共 12 种。

因本报见习记者 陈祎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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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岁被确诊、系迄今全世界最年轻报道病例

老年性痴呆年轻化趋势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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