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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创业安徽大赛在全国“双创”活动周

期间正式启动，参赛项目报名时间为9月15日

至 10月 15日，报名登录安徽创业服务云平

台。日前，从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传来消

息，本届大赛以“创业助您成就梦想 安徽与您

一起成长”为主题，旨在通过大赛发现、引进高

水平创业团队和优秀创业项目，促进省内外高

水平创业团队和优秀创业项目落地安徽，让安

徽成为各类人才创业的热土。

据了解，此次赛事范围广，参赛项目来源

既包括省内优秀项目，又诚邀省外优秀创业项

目。其中，省内项目在注册登记所在市或有落

地意向的市参赛，省外创业项目可在安徽省内

有落地意向的市参赛。参赛项目不论是个人

项目还是团队项目，或者是注册未满5年的企

业等均可参赛。此外，大赛项目覆盖高科技领

域、产业链短板领域、“四新”经济领域和大众

创业领域等四个领域，使有梦想、有创意、有能

力的创业者都有施展身手的舞台、梦想成真的

机会。

据悉，此次大赛将在12月举行决赛，设置

金奖、银奖、铜奖和优秀奖，增设“最具落地期

待奖”“最佳人气奖”“优秀组织奖”共7类奖项，

其中，金奖1名，奖励20万元；银奖3名，各奖励

10万元；铜奖6名，各奖励5万元；优秀奖10

名，各奖励1万元。与此同时，大赛组委会将所

有参加选拔赛的项目纳入大赛项目库，通过大

赛平台持续宣传推广，提升创业项目和创业者

知名度。邀请国内知名创投风投机构全程参

与，帮助参赛者对接资金和市场，对有投资意

向的项目协助对接服务，拓宽发展渠道。获奖

项目落户安徽的，属地市、县级人民政府还将

给予最高100万元奖励等落地支持政策。另

外，大赛获奖项目可直接参加“创业安徽之星”

评选，按需参加“创业安徽训练营”“未来新徽

商特训营”。 （张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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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金森疾病是一种常见的神经系统疾病，
多发于老年人群体。据不完全统计，全球患有
帕金森疾病的患者，平均年龄在61岁左右，在
40 岁前出现帕金森疾病病症的患者非常罕
见。帕金森疾病的主要发病原因是由于患者
大脑部位的黑痣多巴胺能神经元出现大量死
亡现象，导致患者的神经递质减少，进而影响
神经系统正常运行。目前帕金森疾病在全球
医学中仍属于无法根治的疾病，针对帕金森疾
病的治疗往往只能够通过控制和预防两种方
式加以治疗。

1.帕金森疾病的临床病症
1.1 不自主震颤 不自主震颤是帕金森疾

病最主要的病症之一，主要是指患者的手臂部
位出现不自主的颤抖、打颤，部分患者的其他
部位也会产生不自主震颤现象，尤其当患者处
于静止状态时往往不自主震颤现象就会愈发
明显。部分帕金森疾病患者在患病后期甚至
会出现四肢无法正常活动，震颤、活动不受神
经控制的现象。

1.2 动作迟缓 动作迟缓是指帕金森疾病
患者的神经组织出现病变，导致无法对身体各
部位的肌肉进行有效调控，从而在生活中常出
现四肢无力现象，部分患者的动作迟缓症状在
患病早期较轻，随着病情逐渐加重，迟缓现象
也会越发严重。

1.3 行动异常 行动异常是指帕金森疾病
患者的行动能力受到影响，通常行动异常往往出
现在早期阶段。部分帕金森疾病患者在行走过
程中会突然出现重心不稳、腿脚无法正常移动的
情况，或自身的平衡感逐渐丧失，导致跌倒。

2.帕金森疾病的危害
2.1 吞咽困难 部分帕金森疾病患者在患

病后会逐渐出现吞咽困难的症状，在正常进食、
饮水时无法自主控制喉咙和口腔做出吞咽动作，
因此帕金森疾病患者在饮水时出现呛咳现象的
几率非常高。吞咽困难也会导致患者的肺部容
易受到感染，引发安全隐患，部分帕金森疾病患

者因无法正常进食
导致营养不良，对身
体健康引起一定程

度的消极影响。部分患者在后期还会出现语言
功能紊乱，无法正常进行语言表达。

2.2 消化系统紊乱 帕金森患者胃肠道部
位由于病变会出现异常蛋白聚集的现象，大量
的异常蛋白聚集会影响到患者自身的消化系
统功能，进而导致患者出现便秘症状。随着患
者胃肠道功能的紊乱，其泌尿系统也会出现感
染现象，部分患者会出现尿频、尿急等泌尿功
能性疾病。

2.3 精神障碍 帕金森疾病作为神经系统
疾病，对于患者自身的神经会造成非常大的损
害。部分帕金森疾病晚期患者会出现神志不清、
精神障碍等病症，从而影响正常生活。部分患者
的睡眠经常出现紊乱现象，无法正常入睡，部分
入睡的患者也会出现突然惊醒等情况，由于睡眠
质量不佳，在白天会产生嗜睡现象。

2.4 运动并发症 运动并发症主要产生于
帕金森疾病的晚期，是指患者出现严重的运动
功能丧失和运动神经不受控制等病症。据临
床研究表明，帕金森疾病患者出现运动并发症
的原因与长时间用药存在一定的关系。运动
并发症会导致患者不自主出现手脚乱用现象，
同时无法正常控制肢体的活动。随着病情持
续时间的延长，部分患者的四肢会逐渐萎缩，
导致关节和肌肉逐渐畸形。

2.5 晨僵现象 晨僵现象主要是指帕金森
患者在每天早晨醒来后会出现一段时间的僵硬
现象，此时患者全身僵硬，无法正常活动。晨僵
现象的持续时间与患者自身病情相关，部分病情
较轻的患者在出现晨僵现象几分钟后往往就能
恢复正常，部分持续时间较久的患者需超过半小
时左右来恢复，部分病情较为严重的患者已无法
自主恢复，需及时用药治疗恢复正常状态。

3.帕金森疾病的日常护理
3.1 心理疏导护理 帕金森疾病在漫长的

发病期中会对患者造成非常大的影响和伤害，
往往患有帕金森疾病的患者会在发病前后产
生较为明显的不良情绪，如消极、焦虑等。针
对帕金森疾病患者的心理问题，需要护理人员
和患者家属共同努力，为患者营造温馨、幸福
的生活环境，从而使患者能够感受到亲情和温

暖，使患者能够以乐观、积极的心态来面对疾
病。多鼓励患者参与社交活动和集体活动，通
过参与活动的方式来对帕金森疾病患者起到
锻炼效果，从而有效控制疾病。

3.2 生活安全护理 患者的日常生活需要
护理人员进行针对性看护。部分患者在帕金
森疾病晚期会完全丧失行动能力和生活能力，
需依靠护理人员才能进行进食、饮水等日常行
为。在生活中由于帕金森患者自身的活动能
力较弱，因此需要护理人员对患者进行实时看
护，防止患者出现跌倒、僵硬等现象危及生命
安全。在患者日常饮水和进食时也要把控好
食物和饮水姿势，防止患者出现呛咳、噎住等
现象引发安全隐患。温度对于帕金森疾病有
很大的影响，如患者长时间处于温度较低的环
境中，就会导致患者帕金森疾病的病状更加严
重。因此在冬季需要护理人员把控好患者居
住环境的整体温度，防止温度过低导致患者机
体出现应激反应造成发病。帕金森疾病对于
高温也具有极敏感的反应，当患者长时间处于
高温环境下时，其自身的机体会持续过热，进
而引发出现震颤现象。此类现象在夏季的产
生几率较高，因此在温度较高的夏季，需要护
理人员对患者体表温度进行定期降温，防止出
现过热震颤现象，同时减少外出时间，避免患
者中暑引发生命危险。

3.3 饮食护理 由于帕金森疾病会影响患
者的吞咽能力，因此帕金森患者的日常饮食尽
量都要经过特殊处理，尽量使用糊状食物或液
体食物，防止食物导致患者噎住引发窒息。部
分固体食物需要护理人员进行充分研磨，再让
患者进食；日常饮食尽量以蔬菜和水果为主，
避免大量使用富含油脂和脂肪的食物，通过饮
食把控帕金森患者的体重，体重过重会导致帕
金森病症加重，同时过度肥胖还会影响帕金森
患者的正常行动，因此需要对患者的体重进行
精确控制，避免患者体重超标；我国医学研究
人员通过对帕金森患者的饮食进行深入研究
发现每天帕金森患者摄入的蛋白质含量为
0.8g/kg左右、全天蛋白质摄入量为40g至50g
左右为最佳。同时部分服用多巴胺进行帕金

森治疗的患者需要适当减少蛋白质的摄入量，
蛋白质会影响多巴胺的使用效果；帕金森患者
忌食生冷、辛辣、油腻的食物，可以定期食用一
定的海鲜制品、肉制品和豆制品；帕金森患者
需要长期禁烟禁酒；辣椒、芥末等具有刺激性
的调味品也需全部禁止。

3.4 并发症护理 帕金森患者易产生各类
并发症，因此需要护理人员加强对帕金森并发
症的重视度。如部分无法正常活动的患者由
于长时间卧床，易产生褥疮、关节退化等并发
症，需要护理人员加以预防，定期帮助患者翻
身、活动，减少褥疮和关节退化情况的产生几
率。帕金森患者需要护理人员每天进行肌肉
按摩，防止患者出现关节炎、肌肉退化等并发
症。在患者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护理人员
可以带领患者开展适当的康复锻炼，每天的康
复锻炼时间控制在30分钟以内即可。

3.5 药物指导护理 目前，治疗帕金森疾病
的药物种类非常多，其中较为常见的药物主要包
括金刚烷胺类和抗胆碱能药物两种。金刚烷胺
类药物能够促进患者大脑产生多巴胺，以此来恢
复患者的神经系统，起到治疗效果。通常金刚烷
胺类药物的使用方式是1日3次，每次100mg左
右即可。护理人员要确保患者每天定时、定量服
用药物。但金刚烷胺类药物的缺点在于仅仅针
对帕金森早期患者具有良好治疗效果，对于病情
较重的患者效果不佳。而金刚烷胺类药物在实
际使用中产生的副作用非常小，对于患者自身身
体健康不会造成损害。

抗胆碱能药物能够抑制患者体内乙酰胆
碱，使乙酰胆碱与多巴胺处于平衡状态，以此
来缓解病症。通常抗胆碱能药物多用于治疗
出现晨僵现象和震颤现象的帕金森患者。但
抗胆碱能药物具有一定的副作用，会导致使用
患者出现失眠、便秘、小便潴留和精神紊乱等
现象，因此目前抗胆碱能药物在临床使用中的
频率逐渐减小。

除上述两种药物外，部分能够直接补充患
者体内多巴胺含量的药物对于帕金森也具有
非常好的治疗效果。

（利辛县人民医院神经内科 李慧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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