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學新發現---- 阿茲海默症患者受損腦細

胞可復原 

   

 

阿茲海默症是一種腦部疾病，會造成腦部神經細胞逐漸喪失，是一種不可逆、尚無法治

療的疾病。得到該症的人，會漸漸地喪失記憶並出現語言和情緒障礙。當疾病越來越嚴

重時，病患在生活各方面如洗澡、吃東西、上廁所等都需要他人的協助與看護，因此病

患親友的生活往往也跟著受到很大的影響。美國最近一項研究發現，阿茲海默症患者最

苦惱的失憶症狀，可藉由封鎖一種會破壞腦細胞的變種蛋白質及操控基因修復受損的腦

神經元而改善症狀。 



美國《科學雜誌》報導，明尼蘇達大學最近的一項研究發現，罹患阿茲海默症者會產生

一種名為 Tau 的變種蛋白質。研究者以老鼠為實驗對象，透過生物工程讓老鼠腦部產生

類似 tau 蛋白質形成的糾結狀況，使老鼠記憶力也就顯著損失後，再觀察老鼠游泳的情

形，以判別老鼠記憶力損失的程度。由於老鼠不喜歡水，只要身在水裡就會想辦法游泳

離開水面，但患病的老鼠會逐漸喪失游泳的能力，游出水面的時間越來越長，最終漫無

目的地留在水裡。不過，當研究人員阻止 Tau 這種蛋白質的形成後，發現老鼠的記憶力

喪失不僅停止，還恢復了部分記憶。緊接著，科學家再以「關閉」轉基因的方式，希望

遏止老鼠大腦退化，結果發現確實能使老鼠扭轉痴呆、恢復記憶，知道如何走出迷宮。 

艾希教授表示：「目前阿茲海默症治療方法，多以減緩症狀或阻止病變繼續惡化為主，

現在我們的研究發現，未來將可藉由上述方式將失去的記憶扭轉回來，甚至可將失去的

大腦組織或神經組織也救回來。」 

雖然這項研究距離適用在人類身上，或者發展出治療的藥物還有一段時間，但證明罹患

阿茲海默症初期受損的記憶將可能恢復，此結果對全球數百萬名罹患阿茲海默症老年人

不啻為該症患者與家屬帶來一大福音。大紀元電子報 

 

 

 

 

 

 

 

 

 

 

 



阿兹海默症 

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重定向自阿茲海默症） 

跳轉到: 導覽、 搜尋  

阿茲海默症 

分類系統及外部資源 

 

正常老人的大腦（左）與阿茲海默症病患的大腦（右），

標識處為相異的特徵。點圖可放大。 

ICD-10 G30.，F00. 

ICD-9 331.0，290.1 

OMIM  104300 

DiseasesDB 490 

MedlinePlus  000760 

eMedicine neuro/13  

MeSH D000544 

阿茲海默症（英語：Alzheimer's disease，簡稱 AD），或稱腦退化症（舊譯為阿爾

茨海默病、老人失智症，一般俗稱老年痴呆症，但醫界不建議使用此名稱；英語：

Senile Dementia of the Alzheimer Type，簡稱 SDAT），是一種持續性神經功能障礙，

也是失智症中最普遍的成因。本病最早由德國精神科醫師及神經病理學家愛羅

斯·阿茲海默在 1906 年描述記錄，之後並以他的名字命名[1] 。阿茲海默症好發於

65 歲以上的老人[2]，然而也有少見的早發性阿茲海默症（英語：Early-onset 

Alzheimer's disease）病患會提早發病。在 2006 年，全世界約有兩千六百萬名阿茲

海默症病患，到 2050 年時預估全球每 85 人就有一人罹患本病[3]。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98%BF%E8%8C%B2%E6%B5%B7%E9%BB%98%E7%97%87&redirect=no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8%BF%E8%8C%B2%E6%B5%B7%E9%BB%98%E7%97%87#mw-hea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8%BF%E8%8C%B2%E6%B5%B7%E9%BB%98%E7%97%87#p-search
http://zh.wikipedia.org/wiki/ICD
http://zh.wikipedia.org/wiki/ICD-10%E5%88%97%E8%A1%A8
http://zh.wikipedia.org/wiki/ICD-10_%E7%AC%ACG%E7%AB%A0
http://zh.wikipedia.org/wiki/ICD-10_%E7%AC%ACG%E7%AB%A0
http://zh.wikipedia.org/wiki/ICD-10_%E7%AC%ACF%E7%AB%A0
http://zh.wikipedia.org/wiki/ICD-10_%E7%AC%ACF%E7%AB%A0
http://zh.wikipedia.org/wiki/ICD
http://zh.wikipedia.org/wiki/ICD-9%E7%B7%A8%E7%A2%BC%E5%88%97%E8%A1%A8
http://icd9.chrisendres.com/index.php?action=search&srchtext=331.0
http://icd9.chrisendres.com/index.php?action=search&srchtext=290.1
http://zh.wikipedia.org/wiki/OMIM
http://www.ncbi.nlm.nih.gov/omim/10430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96%BE%E7%97%85%E8%B3%87%E6%96%99%E5%BA%AB
http://www.diseasesdatabase.com/ddb490.htm
http://zh.wikipedia.org/wiki/MedlinePlus
http://www.nlm.nih.gov/medlineplus/ency/article/000760.htm
http://zh.wikipedia.org/wiki/EMedicine
http://www.emedicine.com/neuro/topic13.htm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C%BB%E5%AD%A6%E4%B8%BB%E9%A2%98%E8%AF%8D
http://www.nlm.nih.gov/cgi/mesh/2010/MB_cgi?field=uid&term=D00054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B%B1%E8%AF%A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B%B1%E8%AF%A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A5%9E%E7%BB%8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4%B1%E6%99%BA%E7%97%8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84%9B%E7%BE%85%E6%96%AF%C2%B7%E9%98%BF%E8%8C%B2%E6%B5%B7%E9%BB%9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84%9B%E7%BE%85%E6%96%AF%C2%B7%E9%98%BF%E8%8C%B2%E6%B5%B7%E9%BB%9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8%BF%E8%8C%B2%E6%B5%B7%E9%BB%98%E7%97%87#cite_note-pmid9661992-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8%BF%E8%8C%B2%E6%B5%B7%E9%BB%98%E7%97%87#cite_note-2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97%A9%E7%99%BC%E6%80%A7%E9%98%BF%E8%8C%B2%E6%B5%B7%E9%BB%98%E7%97%87&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B%B1%E8%AF%AD
http://en.wikipedia.org/wiki/Early-onset_Alzheimer%27s_disease
http://en.wikipedia.org/wiki/Early-onset_Alzheimer%27s_disease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8%BF%E8%8C%B2%E6%B5%B7%E9%BB%98%E7%97%87#cite_note-Brookmeyer2007-3
http://zh.wikipedia.org/wiki/File:Alzheimer's_disease_brain_comparison.jpg


雖然阿茲海默症在每個病患都不相同，仍有許多共同的症狀[4]。早期症狀常被誤

認為是「年紀大了」的憂慮，或是壓力的一種表現[5]，疾病初期最常見的症狀是

難以記住最近發生的事。當懷疑為阿茲海默症時，通常藉由行為評估以及認知測

試（英語：Cognitive test）來確認診斷，可能的話接著會做神經影像檢查輔助診

斷[6]。隨著疾病進展，症狀將會包括譫妄、易怒、具攻擊性、情緒起伏不定（英

語：mood swing）、喪失長期記憶等，當病患功能下降時，會從家庭和社會的社

交關係中退出[5][7]，隨著身體功能逐漸喪失，最終導致病患死亡[8] 。因為疾病在

每個病患均不相同，因此很難預測患者的預後。阿茲海默症的發展時間無法預測，

時間長短也非常多變，並且可能經年未被發現直到疾病顯而易見，平均而言，阿

茲海默症確診之後的存活期約有七年[9]，確診之後存活超過十四年的病患少於

3%[10]。 

目前仍不清楚阿茲海默症的成因及疾病進程，研究顯示阿茲海默症與大腦中的老

年瘢塊（英語：Senile plaques）和神經纖維糾結（英語：neurofibrillary tangles）有

關[11]。目前的治療僅能幫助緩解疾病的症狀，並沒有能夠停止或是反轉阿茲海默

症病程的治療方法。截至 2012 年為止，已有超過 1000 個臨床試驗研究如何治療

阿茲海默症，然而這些研究是否能找到有效的治療方法仍是未知數[12]。有人提出

腦力鍛鍊（英語：Mental exercise）、運動和均衡飲食等方法可能可以幫助健康老

人減緩認知症狀（並非減緩大腦的病理學變化），然而這些方法仍缺乏有力的證

據支持其效果[13]。 

由於阿茲海默症是無法治癒的退化性疾病，病患終需依賴其他人協助及照顧，主

要的照護者通常是病患的伴侶或是親近的家屬[14]。然而照護阿茲海默症病患會對

照護者產生非常大的負擔，對照護者的人生各方面都造成壓力，包括其社交、精

神、體能和經濟都會受到影響
[15][16][17]

。在已開發國家中，阿茲海默症是社會中花

費最高的疾病之一[18][19]。 

阿兹海默症主要分為家族性阿兹海默症與阿茲海默老年痴呆症兩種，其中又以後

者較常見[2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8%BF%E8%8C%B2%E6%B5%B7%E9%BB%98%E7%97%87#cite_note-alzheimers.org-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3%93%E5%8A%9B_(%E9%86%AB%E5%AD%B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8%BF%E8%8C%B2%E6%B5%B7%E9%BB%98%E7%97%87#cite_note-pmid17222085-5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AA%8D%E7%9F%A5%E6%B8%AC%E8%A9%A6&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AA%8D%E7%9F%A5%E6%B8%AC%E8%A9%A6&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B%B1%E8%AF%AD
http://en.wikipedia.org/wiki/Cognitive_test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A5%9E%E7%BB%8F%E6%88%90%E5%83%8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8%BF%E8%8C%B2%E6%B5%B7%E9%BB%98%E7%97%87#cite_note-alzres-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AD%AB%E5%A6%84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83%85%E7%B7%92%E8%B5%B7%E4%BC%8F%E4%B8%8D%E5%AE%9A&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B%B1%E8%AF%A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B%B1%E8%AF%AD
http://en.wikipedia.org/wiki/mood_swing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5%BF%E6%9C%9F%E8%AE%B0%E5%BF%8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8%BF%E8%8C%B2%E6%B5%B7%E9%BB%98%E7%97%87#cite_note-pmid17222085-5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8%BF%E8%8C%B2%E6%B5%B7%E9%BB%98%E7%97%87#cite_note-pmid17222085-5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8%BF%E8%8C%B2%E6%B5%B7%E9%BB%98%E7%97%87#cite_note-nihstages-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A2%84%E5%90%8E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8%BF%E8%8C%B2%E6%B5%B7%E9%BB%98%E7%97%87#cite_note-pmid3776457-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8%BF%E8%8C%B2%E6%B5%B7%E9%BB%98%E7%97%87#cite_note-pmid7793228-10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80%81%E5%B9%B4%E7%98%A2%E5%A1%8A&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80%81%E5%B9%B4%E7%98%A2%E5%A1%8A&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B%B1%E8%AF%AD
http://en.wikipedia.org/wiki/Senile_plaques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A5%9E%E7%B6%93%E7%BA%96%E7%B6%AD%E7%B3%BE%E7%B5%90&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B%B1%E8%AF%AD
http://en.wikipedia.org/wiki/neurofibrillary_tangles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8%BF%E8%8C%B2%E6%B5%B7%E9%BB%98%E7%97%87#cite_note-pmid15184601-1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7%A8%E5%BA%8A%E8%A9%A6%E9%A9%9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8%BF%E8%8C%B2%E6%B5%B7%E9%BB%98%E7%97%87#cite_note-CT-12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85%A6%E5%8A%9B%E9%8D%9B%E9%8D%8A&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B%B1%E8%AF%AD
http://en.wikipedia.org/wiki/Mental_exercise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8%BF%E8%8C%B2%E6%B5%B7%E9%BB%98%E7%97%87#cite_note-prevention1-1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8%BF%E8%8C%B2%E6%B5%B7%E9%BB%98%E7%97%87#cite_note-metlife.com-1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8%BF%E8%8C%B2%E6%B5%B7%E9%BB%98%E7%97%87#cite_note-pmid17662119-15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8%BF%E8%8C%B2%E6%B5%B7%E9%BB%98%E7%97%87#cite_note-pmid17662119-15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8%BF%E8%8C%B2%E6%B5%B7%E9%BB%98%E7%97%87#cite_note-pmid10489657-1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7%B2%E9%96%8B%E7%99%BC%E5%9C%8B%E5%AE%B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8%BF%E8%8C%B2%E6%B5%B7%E9%BB%98%E7%97%87#cite_note-pmid15685097-1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8%BF%E8%8C%B2%E6%B5%B7%E9%BB%98%E7%97%87#cite_note-pmid15685097-1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8%BF%E8%8C%B2%E6%B5%B7%E9%BB%98%E7%97%87#cite_note-.E6.B4.BB.E5.8A.9B.E8.97.A5.E5.B8.AB.E7.B6.B2-20


簡介 

阿兹海默症是一組病因未明的原發性退行性腦變性疾病。多起病於老年期，潛隱

起病，病程緩慢且不可逆，臨床上以智能損害為主。病理改變主要為皮質瀰漫性

萎縮，溝回增寬，腦室擴大，神經元大量減少，並可見老年斑 (SP)，神經原纖

維結(NFT)等病變，膽鹼乙醯化酶及乙醯膽鹼含量顯著減少。起病在 65 歲以前者

舊稱老年病前期痴呆，或早老性痴呆，多有同病家族史，病情發展較快，顳葉及

頂葉病變較顯著，常有失語和失用。 

[編輯] 診斷 

阿茲海默症的診斷先檢查病史、進行神經檢查及簡短的智能測驗。基本檢查有神

經心理測試、血液常規、生化檢查(肝腎功能)、維他命 B12 濃度、甲狀腺功能、

梅毒血清檢查及腦部電腦斷層或磁振造影等，特殊情況亦有其他檢查類型[21]。有

失去記憶導致憂慮的症狀,就可能罹患了阿茲海默症，但必須經過醫師的智能測

驗及腦部斷層掃描才能確定，以下是作為指標的智能量表。 

階

段 
智能測驗說明 症狀說明 平均期間 

退化

程度 

一 
（ MMSE ：

29-30） 
正常 - 成人 

二 （ MMSE ：29 ） 

正常年齡之健忘，與年齡有關之

記憶障礙（忘記東西放置的地方

及某些字， 減少注意力） 

- 成人 

三 

輕度神經認知功

能障礙

（ MMSE ：25 ） 

降低從事複雜工作之能力及社會

功能（例如：完成一件報告） 
- 

年輕

之成

人 

四 

輕度阿茲海默氏

失智症

（ MMSE ：20 ） 

計算能力下降（100-7, 40-4），無

法從事複雜活動（個人理財、料

理三餐、上市場）， 注意力、計

算及記憶障礙（近期為主） 

2 年 

8 歲

-青

少年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98%BF%E5%85%B9%E6%B5%B7%E9%BB%98%E7%97%85&action=edit&section=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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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中度阿茲海默氏

失智症

（ MMSE ：14 ） 

計算能力明顯下降（20-2），失去

選擇適當衣服及日常活動之能

力，走路緩慢、退縮、容易流淚、

妄想、躁動不安 

1.5 年 
5-7 

歲 

六 

中重度阿茲海默

氏失智症

（ MMSE ：5） 

無法唸 10-9-8-7……，需他人協助

穿衣、洗澡及上廁所，大小便失

禁，躁動不安，降低語言能力 

2.5 年 
5-7 

歲 

七 

重度阿茲海默氏

失智症

（ MMSE ：0） 

需依賴他人持續照顧， 除叫喊外

無語言能力、無法行走，行為問

題減少，增加褥瘡、肺炎及四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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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 歴史 

 

 

澳傑斯特·狄特，愛羅斯·阿茲海默第一個報告的阿兹海默症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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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精神病學家愛羅斯·阿茲海默（Alois Alzheimer）於 1907 年最初報告了這一病

症，並由此得名阿茲海默症。 

[編輯] 癥狀 

阿茲海默症主要分為以下兩種： 

 家族性阿兹海默症（Familial AD，簡稱 FAD）：阿兹海默症中較罕見的類型。

常染色體優性的孟德爾遺傳定律的遺傳規律、多發病於 30 至 60 歲之間
[20]。 

 阿茲海默老年痴呆症（Senile dementia with Alzheimer's type，簡稱 SDAT）：

占阿兹海默症中的絕大多數。通常在老年期（60 歲以上）發病[20]。 

癥狀表現為逐漸嚴重的認知障礙（記憶障礙、見當識障礙、學習障礙、注意障礙、

空間認知機能、問題解決能力的障礙），逐漸不能適應社會。嚴重的情況下無法

理解會話內容，無法解決如攝食，穿衣等簡單的問題，最終癱瘓在床。 

與呈階梯狀變化（即在某一時刻突發性的惡化）的腦血管性痴呆症不同，其特點

是逐漸惡化。病情惡化的途中，有的患者會伴有被害妄想幻覺等現象出現。通常

還能見到諸如，行為語言粗暴，舉止下流等周邊癥狀，所以在護理上有很大的困

難。 

阿茲海默症患者有時會沒辦法認得親友。患者的性格也可能變得異常煩躁，偏執

多疑，不喜歡與人互動。 阿茲海默症的症狀因人而異，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

有的拖延數年卻變化不明顯，有的幾個月便到達晚期，難以預料。 

阿茲海默症的病程根據認知能力和身體機能的惡化程度分成四個時期。 

[編輯] 失智症前期 

最初的症狀常被誤認為是老化或是壓力[5] ，但是若進行詳細的神經心理學檢查

（英語：Neuropsychological test）可能可以發現輕微的認知困難，甚至能在確診

為阿茲海默症的八年前就可發現[22]。這些早期症狀可以影響大部分複雜的日常生

活活動[23]，最明顯的缺陷是失憶，主要是難以記住最近發生的事和無法吸收新資

訊[22][24]，其他症狀包括出現在注意力的管控、計畫事情、彈性、和抽象化的微小

問題，或是語義記憶障礙[22]。冷漠（英語：Apathy）也是此時期會出現的症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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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並且是整個病程中一直持續的神經精神病學（英語：Neuropsychiatry）症狀[25]。

阿茲海默症的臨床前期也被稱為輕微認知障礙（英語：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
[24]，然而這一名詞是否即是阿茲海默症的另一個診斷期或是可以作為鑑別阿茲海

默症的第一步仍舊有爭議[24][26]。 

[編輯] 早期症狀 

在阿茲海默症病患身上的學習與記憶障礙會愈見明顯最後使醫師能確認診斷，在

某些病患中，語言障礙、管控功能障礙、知覺障礙（認識不能（英語：Agnosia），

或稱失認症）或是行動障礙（運用不能（英語：Apraxia），或稱失用症）會比記

憶障礙更明顯[27]。阿茲海默症並非對病患的所有記憶能力都有相同影響，相對於

新近發生的事情或記憶，病患人生的長期記憶（情節記憶）、語義記憶和內隱記

憶（身體記住如何做一件事，例如使用叉子吃東西）受到的影響比較少[28][29]。 

語言障礙（原發性進行性失語症（英語：Primary progressive aphasia））的主要特

徵是病患可使用的詞彙變少，並且流暢度（英語：Fluency）降低，因此導致病患

的口語和書面語變得困難貧乏
[27][30]

，在這一時期，病患通常能適當地表達簡單的

想法[27][30][31]；當進行精細動作（英語：Fine motor skill）例如寫作、畫圖、或是穿

衣時，可能會出現一些動作不協調以及計畫困難（動作缺陷症），但這些徵兆通

常會被忽略[27]。隨著疾病進展，阿茲海默症病患仍然能獨立地完成許多事情，但

是大部分需要認知功能的活動可能就需要協助或是監督[27]。 

[編輯] 中期症狀 

隨著病情漸漸惡化將導致病患失去獨立性而無法進行大部分的日常生活活動[27]。

由於無法想起詞彙（命名不能症（英語：Anomic aphasia））使語言障礙變得明顯，

導致經常出現錯誤的字彙替換（言語錯亂症（英語：paraphasia）），同時也漸漸

失去讀寫能力
[27][31]

，複雜的動作變得不協調，因此增加跌倒的風險
[27]
，在這一時

期，記憶問題會惡化，病患可能變得無法認得親近的家屬[27]，之前仍完整的長期

記憶也受到影響[27]。 

此時期行為和神經精神病學的變化也更為顯著，常見的表現是遊蕩（Wandering）、

易怒（Irritability）和情感不穩（英語：Labile affect），這些變化導致病患突然哭

泣、突發的非故意攻擊行為、或是拒絕接受照顧[27]，此時也會出現日落症候群[32]。

大約 30%的阿茲海默症病患會產生妄想誤認症候群（英語：Delusional 

misidentification syndrome）以及其他妄想症狀[27]，病患也失去對自己疾病的覺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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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感缺失（英語：Anosognosia））[27]，也可能出現尿失禁[27]。這些症狀對家

屬和照護者造成了壓力，只能經由將病患移至護理之家（英語：Nursing home）

等長期照護機構來減輕這些壓力[27][33]。 

[編輯] 晚期症狀 

在阿茲海默症的最終時期，病患已經完全依賴照護者[27]，語言能力退化至簡單的

詞語甚至僅有單字，最後完全失去談話能力[27][31]，除了失去口語能力之外，病患

通常能理解及回應情感刺激[27]，雖然攻擊行為仍然存在，但極度冷漠和疲倦成為

更常見的症狀[27]，最終病患會無法獨立進行任何事務[27]，肌肉質量和行動能力退

化至長期臥床，也無法自行進食[27]。阿茲海默症是一種絕症，但是死因通常是外

在因素，例如褥瘡感染或是肺炎，而不是疾病本身[27]。 

[編輯] 病理生理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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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張組織病理學影像顯示一位早老性阿茲海默症病患大腦皮質中的老年瘢塊，銀

染色法 

[編輯] 神經病理學 

阿茲海默症的特徵是損失大腦皮質和一些皮質下區域的神經元和突觸，損失神經

元和突觸導致受影響區域過多的萎縮（英語：atrophy），包括顳葉、頂葉、一部

份的額葉和扣帶皮層[34]，學者利用磁振造影和正子電腦斷層掃瞄紀錄阿茲海默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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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患在疾病進展中的大腦影像，並與健康老年人的相同影像作比較，結果在大腦

的特殊區域發現大腦質量退化[35][36]。 

在顯微鏡下，阿茲海默症病患大腦中的類澱粉蛋白質斑和神經纖維糾結都清楚可

見[11]，蛋白質斑是高密度不溶於水的β 類澱粉蛋白質和細胞內容物在神經細胞周

圍堆積形成，神經纖維糾結則是由微管相關蛋白質 Tau 蛋白質過度磷酸化並且堆

積在細胞內聚集而成，雖然許多老年人都會因為老化而在大腦出現蛋白質斑和神

經纖維糾結，相比之下，阿茲海默症病患在大腦中的特殊區域如顳葉有更多這些

病變[37] ，路易體（英語：Lewy body）在病患腦中也很常見[38]。 

[編輯] 生物化學 

 

 

APP（amyloid precursor protein）被酵素切成碎片，其中β 片段是阿茲海默症中

產生老年瘢塊的重要成份。 

阿茲海默症也被視為一種蛋白質折疊錯誤的疾病（蛋白質構象病（英語：

Proteopathy）），是由於大腦中折疊異常的β 類澱粉蛋白質和 Tau 蛋白質堆積而

造成[39]。老年瘢塊是由長度約 39—43 個胺基酸名為β 類澱粉蛋白質的小胜肽形

成，β 類澱粉蛋白質則是一個叫做前類澱粉蛋白質（APP）的較大蛋白質的片段，

APP 是一個穿過神經細胞膜的跨膜蛋白質，對於神經元的生長、存活和受傷後的

修復非常重要 [40][41]。在阿茲海默症中，有個尚未釐清的機制導致 APP 被酵素切

成幾個較小的片段[42]，其中一個片段使纖維和β 類澱粉蛋白質增加，導致神經元

外開始形成稱為老年瘢塊的團塊堆積[1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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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茲海默症病患大腦細胞中，Tau 蛋白質的改變導致微小管解離。 

還有一種理論認為阿茲海默症是 Tau 蛋白質異常沉積（英語：Tauopathy）造成，

每個神經元都有由微管組成的細胞內支撐系統，稱為細胞骨架，這些微管的作用

如同軌道，引導營養物質和其他分子在細胞本體和軸突之間來回移動。Tau 蛋白

質被磷酸化之後可以穩定微管，所以被歸類為微管關連蛋白質（英語：

microtubule-associated protein）。在阿茲海默症病患中，Tau 蛋白質發生了一些化

學變化，變得過度磷酸化（英語：Hyperphosphorylation），接著就與其他蛋白質

配對結合，產生神經纖維團塊並且瓦解神經元的運輸系統[44]。 

[編輯] 疾病機轉 

目前仍不清楚β 類澱粉蛋白質的異常合成與異常聚集如何導致阿茲海默症的病

理變化[45]，類澱粉蛋白質假說指出β 類澱粉蛋白質是刺激神經元退化的主要角色，

類澱粉蛋白質聚集成的纖維是有毒的蛋白質構造且會摧毀細胞的鈣離子平衡，大

量堆積類澱粉蛋白質纖維則會刺激細胞進行細胞凋亡[46]，β 類澱粉蛋白質也會選

擇性地在阿茲海默症病灶處細胞的粒線體中堆積，並且抑制神經元使用葡萄糖，

也會抑制許多酵素的功能[47]。 

不同的發炎過程和細胞激素也可能在阿茲海默症的病理變化中扮演一定的角色，

發炎是組織受傷的一般標記，也可能是免疫反應的標記[48]。 

不同神經營養因子以及其受體的分佈變化也在阿茲海默症中發現，例如腦源性神

經營養因子[4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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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 病理 

阿茲海默病主要是神經細胞的損失（或退化），以及腦中出現類澱粉斑以及神經

纖維糾結。已知遺傳因素很重要。並且發現有三種不同體染色體顯性基因與少數

家族性、早發性 AD 有關。這三種分別是：Presenilin 1, Presenilin 2, Amyloid Precursor 

Protein。晚發性 AD（LOAD）只找到一個易感性基因：the epsilon 4 allele of the APOE 

gene。發病的年紀有 50%的遺傳性。 

在病理學上顯示出腦組織萎縮、大腦皮質出現老年斑等現象。研究發現老年斑是

β 澱粉樣蛋白的沉積所造成。從髓液將腦內β 澱粉樣蛋白進行定量控制的工具現

在正在實用化研發階段。 

但是β 澱粉樣蛋白是否為本症的直接原因，或者是患病後呈現出的結果，現在還

沒有定論[20]。 

[編輯] 病因 

 

 

顯微鏡下觀察到的神經纖維糾結以及過度磷酸化的微管相關蛋白質（英語：Tau 

protein）（Microscopic image of a neurofibrillary tangle, conformed by 

hyperphosphorylated tau prote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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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病患罹患阿茲海默症的原因仍然不明[51][52]（除了 1%到 5%的病患可以找到

基因差異），目前有幾個不同的假說試著解釋阿茲海默症的病因： 

[編輯] 膽鹼性假說（Cholinergic hypothesis） 

膽鹼性（英語：Cholinergic）假說是最早被提出來的假說，也是現今大部分阿茲

海默症藥物所依據的理論基礎[53]，該假說認為阿茲海默症是由於神經系統減少產

生神經傳導物質乙醯膽鹼而造成的，雖然膽鹼性假說的歷史悠久，但是沒有受到

廣泛的支持，主要是由於使用藥物治療乙醯膽鹼缺乏後，對於阿茲海默症的療效

有限。其他膽鹼性效應也曾被提出，例如：大量的類澱粉蛋白沈澱導致廣泛的神

經發炎反應[54][34]。 

[編輯] 類澱粉蛋白質假說（Amyloid hypothesis） 

1991 年，學者提出類澱粉蛋白質假說，認為β 類澱粉蛋白質（英語：Beta amyloid）

（β A）在大腦堆積可能是導致阿茲海默症的根本原因[55][56]，根據研究發現前類

澱粉蛋白質（英語：Amyloid precursor protein）基因（APP）位在第 21 對染色體

上，而 21-三體症候群（唐氏症）病患都多了一套第 21 對染色體基因，同時唐氏

症病患幾乎全都在 40 歲左右時罹患阿茲海默症[57][58] ，加上阿茲海默症的主要遺

傳危險因子 E 型載脂蛋白質（英語：Apolipoprotein E）會導致類澱粉蛋白質在大

腦中累積[59] ，因此推測β 類澱粉蛋白質是導致阿茲海默症的原因，進一步的證

據則是來自於轉殖基因老鼠實驗，研究人員在實驗老鼠身上表現突變型人類 APP

基因，結果發現實驗老鼠的大腦會產生纖維狀類澱粉蛋白質斑（fibrillar amyloid 

plaques）和類似阿茲海默症的大腦病理變化及空間學習障礙（spatial learning 

deficits）[60][61][62][63]。 

然而在早期人體試驗中曾發現一個實驗性的疫苗可以清除類澱粉蛋白質斑，利用

這個疫苗治療失智症病患卻沒有顯著的效果
[64]
，因此研究者改而懷疑非蛋白質斑

的β 類澱粉蛋白質寡聚合物是其主要的致病型蛋白質，這些有毒的寡聚合物也被

稱為類澱粉蛋白質衍生可溶性配體（amyloid-derived diffusible ligands, ADDLs），

這些配體會結合到神經細胞表面的受體並且改變神經突觸的結構，因此破壞神經

元溝通[65]，由於其中一種β 類澱粉蛋白質寡聚合物受體可能是普恩蛋白質，也就

是引起狂牛症和庫賈氏症的蛋白質，因此這些神經退化性疾病的機轉可能與阿茲

海默症有關[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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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這個假說根據新的研究成果做了更新，認為另一個β 類澱粉蛋白質的

相關蛋白質可能才是阿茲海默症的主要罪魁禍首，新的研究顯示在生命早年大腦

快速生長時的一個與類澱粉蛋白質相關的修剪神經連結機制，可能會被老年時的

老化過程刺激活化，這個機制活化之後則導致阿茲海默症病患的神經枯萎[67]。

N-APP 這個 APP 胺基端（英語：N-terminus）的片段和β 類澱粉蛋白質很靠近並

且被一個相同的酵素從 APP 上切下來，N-APP 與神經受體死亡受體 6（英語：DR6）

結合後刺激了自我摧毀的路徑[67]，DR6 在人類大腦中易受阿茲海默症影響的區域

有大量表現，所以很有可能 N-APP/DR6 路徑在老年人的大腦中被駭而造成大腦

損傷，在這個模型中，β 類澱粉蛋白質扮演了輔助的角色，即是抑制了神經突觸

的功能。 

[編輯] 微管相關蛋白質假說（Tau hypothesis） 

微管相關蛋白質假說認為微管相關蛋白質（英語：Tau protein）異常是引起阿茲

海默症病情發展的主因[56]，在這個模型中，過度磷酸化的 Tau 蛋白質開始與其他

Tau 蛋白質配對結合，結果在神經細胞中形成了神經纖維糾結[68]，在這種情形下，

神經細胞內的微小管開始瓦解並導致神經細胞內的運送系統崩壞[69]，這將造成神

經細胞之間的生化溝通失效，接著並導致神經細胞死亡[70]。 

[編輯] 其他假說 

單純皰疹病毒第一型也被報導過在帶有易感性 apoE 基因的人身上扮演引發阿茲

海默症的角色[71]。 

另一個假說認為阿茲海默症可能由大腦中與老化相關的髓磷脂斷裂引起，這個假

說並認為在髓磷脂斷裂時釋放出來的鐵離子還可能會擴大傷害，維持體內平衡的

髓磷脂修復過程則助長β 類澱粉蛋白質和 Tau 蛋白質在大腦中囤積[72][73][74]。 

氧化壓力和生物金屬失去體內平衡也可能是阿茲海默症病患產生病理變化的重

要因子[75][76]。 

阿茲海默症病患損失了 70%負責產生正腎上腺素的藍斑核細胞， 在新皮質和海

馬迴，正腎上腺素除了是神經傳導物質以外，在靜脈曲張處擴散也可以作為神經

細胞、神經膠質細胞和血管周圍微環境的內源性抗發炎物[77]，已有研究顯示正腎

上腺素會刺激老鼠小神經膠質細胞，進而抑制小神經膠質細胞產生細胞激素和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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吞噬β 類澱粉蛋白質，由這些發現推測藍斑核退化可能是阿茲海默症病患大腦中

β 類澱粉蛋白質產生囤積的原因[77]。 

[編輯] 患病因素 

阿兹海默症受遺傳因素的一定影響。根據調査顯示，80 歳以後 15%的人有罹患

痴獃性疾患的危險。親族中有阿兹海默症患者的場合患病的機率也相對要高。其

中，更有 13 歲的年輕小女孩罹患阿茲海默症的紀錄。 [78] 

大規模調査顯示多攝取蔬菜、魚蝦類食物將減少患阿兹海默症的機率、肉類的過

多攝取則會使得機率提高。 

藍藻生物皆含有神經毒素 BMAA（β -N-methylamino-L-alanine），BMAA 已證實

會對動物產生強烈的毒性，加速動物腦神經退化、四肢肌肉萎縮等等，小量 BMAA

積累已能選擇性殺死從老鼠的神經元。藍藻門的生物包括髮菜、螺旋藻等等。香

港中文大學呼籲大眾停止食用髮菜，減輕患上阿茲海默症的風險。[79] 

另外曾有抽煙攝取尼古丁能減少阿兹海默症的發病機率之說，但在大規模的研究

後現在這一說法被否定[20]。 

[編輯] 鋁致病説 

曾有學說認為攝取過量鋁離子是阿兹海默症原因之一，但是這一說法目前已不被

採信[80]。 

阿兹海默症患者腦內檢測出的鋁離子濃度比正常人通常高出數十倍，這是阿兹海

默症的成因還是導致的結果目前還不明。 

此説源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關島駐紮的美軍患有老年痴呆的機率異常之高，經過

調查後發現關島地下水中鋁離子的含量非常高，通過改為飲用雨水以及從其它島

嶼提供的水後患病率馬上急劇下降，由此得出鋁致病說。另外日本紀伊半島地區

阿兹海默症患病比率極高，其地下水中鋁離子含量也極高，通過完善用水設備後

患病率下降也是這一學說的根據。 

根據牛津大學神經病理學院三名教授的聯合研究報告，已更正鋁有害腦部之說法。

這項研究對八十名老人癡呆症患者腦組織中作切片檢查，證實鋁並未存於病患腦

中。以往認定鋁元素與老人癡呆症有關，是因傳統製作腦切片及染色過程中，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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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常是必須用品，所以檢查結果有鋁元素，而牛津大學教授所使用的核子電鏡，

卻是不須經過染色步驟即可進行分析切片。』 原來認為血液到腦部時通過血腦

屏障時鋁離子無法到達大腦，如今發現這種看法是錯誤的。[來源請求] 

[編輯] 治療 

[編輯] 藥物療法 

[編輯] 抗乙醯膽鹼分解酵素 

研究表明膽鹼酯酶阻斷劑可減輕阿兹海默症患者的精神癥狀。日本 Eisai 株式會

社研發的乙醯膽鹼分解酵素阻斷劑，作為認知改善藥物被用於治療阿兹海默症。 

此外針對阿兹海默症伴有的失眠、易怒、幻覺、妄想等「周邊癥狀」，通常投與

適宜対症的藥劑如安眠藥、抗精神病藥物、抗癲癇藥物、抗抑鬱症藥物等。 

[編輯] 神經元保護劑 

神經元保護劑可以阻斷穀氨酸的興奮毒性 (excitotoxicity)，藉此減緩生活技能的

日漸喪失，也是目前唯一治療中、重度失智症的藥物。 

[編輯] 成纖維細胞修復因子（bFGF） 

有報導稱 bFGF 對人誘導的痴呆老鼠模型有一定的治療作用，但沒有臨床報告。 

[編輯] 其他的治療法 

通過散步等改善晝夜生活節奏，將有紀念意義的照片記念品等放置在病人旁邊給

與安心感，等藥物以外的手段也被認為對患者的失眠，不安等癥狀有效。 

關於長者進入老化時期 阿爾茨海默氏病 患上的可能性將會增加 患者有可能會

導致整體記憶力衰退 變得更加健忘 阿茲海默病的治療包括：神經保護療法、膽

鹼酯酶抑制劑、採用非藥物治療法 最近有研究指出，意元集組英文叫（chunking）

是一種有效的方法，以改善患者言語能力以及記憶能力。
[來源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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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 中醫 

透過中醫的治療，可改善失智的情況，讓病情不再惡化，而近 10 年來，有幾百

篇有關老年呆病的文章發表在大陸的雜誌上，提供中醫藥方用來治療阿茲海默氏

症(AD)的文章有 47 篇，可透過網路查詢相關內容。[81][82][83][84][85] 

[編輯] 相關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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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西元1817年人們開始認識帕金森氏病 

這種神經退化性疾病以來，大家普遍 

認為其表現不外乎動作遲緩、肢體僵硬、靜 

止性顫抖、姿態不穩等動作方面的障礙，因 

此評估和治療的重點多半著重於動作功能的 

面向。然而近幾年的研究顯示，當帕金森 

氏病患者開始出現動作障礙，腦內的多巴 

胺神經細胞其實已經喪失一半以上，也就是 

說，動作障礙只是帕金森氏病臨床徵候的冰 

山一角，而且很可能是最後浮現的一角（右 

圖）。 

在動作障礙出現之前，應該有些徵象 

可以讓我們注意和警覺這個疾病。的確近幾 

年在關於帕金森氏病的文獻報告中，許多非 

動作障礙的症狀已被認為可能與帕金森氏病 

息息相關，也可能是帕金森氏病的前驅症 

狀，包括：嗅覺遲鈍、睡眠障礙（尤其是指 

睡眠週期中快速動眼期的睡眠行為障礙）、 

便祕、憂鬱、視覺異常（尤其是辨色能力變 



差）等。這些症狀單獨出現在一般年紀大的 

長者並不少見，但若合併多項同時出現就要 

提高警覺了。這些症狀分別介紹如下： 

● 嗅覺遲鈍：超過80%的帕金森氏病患者有嗅 

覺遲鈍的問題（通常發生在雙側鼻腔），但 

自覺有問題的卻只有約40%，因此需要仔細 

詢問與檢查。雖然這個症狀的敏感度高，但 

特異性並不高，其他退化性疾病如路易士小 

體失智症（dementia with Lewy bodies）、多 

系統萎縮症（multiple system atrophy），也 

可能會有類似的症狀。 

● 睡眠障礙（快速動眼期的睡眠行為障礙）： 

正常人睡眠週期中的快速動眼期會有肌張力 

消失的現象，但許多後來發展成帕金森氏病 

的患者在快速動眼期，肌張力沒有消失， 

且會配合夢境出現異常行為和舉動。這個症 

狀的確認需要施行睡眠相關檢查，一旦確定 

有，病患在12-14年後發生神經退化性疾病 

動作障礙症狀出現 

非動作障礙症狀出現 



臨床前期（無臨床症狀） 

巴金森病的病程進展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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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金森氏病有跡可尋 

某些症狀合併出現要警

惕 
文 神經部 主治醫師 呂明桂 

（如：失智症或帕金森氏病）的機率將高達 

65%。相反的，此症狀的敏感度並不高，只 

有大約30-50%的帕金森氏症病患會有這個 

問題。 

● 便祕：便祕是帕金森氏病患者最常提到的症 

狀之一，超過8成的病人有腸蠕動減緩的現 

象，這個症狀甚至可以比動作障礙早出現20 

年以上。 

● 憂鬱：在出現動作障礙症狀之前，約有30% 

的帕金森氏病患者會陷入憂鬱。從第一次有 

憂鬱現象到帕金森氏病診斷確立，可能相距 



數月至數十年不等，因憂鬱症狀在一般民眾 

中也不算罕見，因此特異性並不高。 

● 視覺異常（辨色能力不良）：視力的問題常 

出現於一般年紀大的長者，但值得注意的是 

辨色能力變差。有研究指出，這個症狀可能 

與帕金森氏病的進展有關。 

有上述症狀並不表示一定會發展成嚴重 

的帕金森氏病，還是需要各個面向的臨床觀 

察和判斷。不過若能認識這些早期徵候並告 

知醫師，對帕金森氏病的診斷和治療都是有 

助益的。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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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老化，導致失智症人口快速增加，其中又以阿茲海默症為最。估計全球約

3500 萬人罹患阿茲海默症，所耗費的醫療和照護等直接成本以及家屬因照顧病



患而無法工作的間接成本非常龐大。如果把此成本當做一個國家生產總值（GDP）

來算，在世界排名相當於第 18 大經濟體，也就不難了解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的

資料，顯示阿茲海默症是美國人第二害怕得到的病，僅次於癌症，而排在心臟病

之前。 

阿茲海默症目前還不能根治，藥物治療主要是乙醯膽鹼酶抑制劑，但僅是症狀治療，

且療效有限，因此阿茲海默症的藥物研發一直非常蓬勃，幾乎是前仆後繼。近年來

最被看好的是類澱粉蛋白免疫療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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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 1999 年，有學者針對阿茲海默症患者腦部的主要病變類澱粉斑來製造疫苗，即

把類澱粉蛋白注射到人體身上，以主動產生抗類澱粉蛋白抗體。但在美國和歐洲進

行第二期臨床試驗時，接受類澱粉蛋白注射的 300 位患者中，有 6％發生腦炎，因

而試驗終止。後來，各家藥廠紛紛研發各種被動抗體疫苗，即把在老鼠身上產生的

抗類澱粉蛋白單株抗體注射到患者身上，其中最令人矚目的是 bapineuzum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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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類澱粉蛋白單株抗體注射到患者身上，其中最令人矚目的是 bapineuzumab 單株抗

體。 

早在 1999 年，有學者針對阿茲海默症患者腦部的主要病變類澱粉斑來製造疫苗，即

把類澱粉蛋白注射到人體身上，以主動產生抗類澱粉蛋白抗體。但在美國和歐洲進

行第二期臨床試驗時，接受類澱粉蛋白注射的 300 位患者中，有 6％發生腦炎，因

而試驗終止。後來，各家藥廠紛紛研發各種被動抗體疫苗，即把在老鼠身上產生的

抗類澱粉蛋白單株抗體注射到患者身上，其中最令人矚目的是 bapineuzumab 單株抗

體。 

 

早發型失智病人因為通常還在職場上，懂得寫筆記、列清單，也懂得用社交技巧躲

開尷尬，表面上生活功能還未喪失，但就醫時往往已經失智。 

http://www.cwbook.com.tw/product/ProductAction.shtml?prodId=0000009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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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時該擔心？什麼狀況沒那麼嚴重？其實和一般的失智症一樣，沒有規則可循，而

且每個人的記憶力不一，但若發生以下狀況，你應該當作最後底線，去看醫生。 

● 你的記憶力嚇到自己：醫生常舉的例子是，一般人常忘記帶鑰匙，但如果你不能

解釋，為什麼鑰匙在冰箱裡，而且一再發生，就應該警覺。 

● 你的記憶力造成必須改變工作或休閒的方式：例如愛烘焙的人做蛋糕忘了放蛋，

原本可以開車，現在不能上路。訂閱 

● 你發現自己很難下決定：穿哪件衣服、吃哪樣食物、打電話給誰，以往很容易完

成的工作，現在很難做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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