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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康”后出现“长新冠”状态

有害影响或随时间推移减少

周勇向记者提供一套来自医学

权威数据库的研究分析报告。其中，

一项对出院回家的重症新冠患者研

究显示，近40%的患者在出院两个月

后仍无法恢复正常活动。轻症至重

症后的患者会出现以下这些持续症

状：乏力、肌无力和耐力差，呼吸困

难、慢性咳嗽、胸部不适、味觉和嗅觉

改变、肌肉骨骼疼痛、神经认知症状

（注意力和记忆问题）、心理症状。心

理症状指新冠患者的具体精神症状

和疾病，常见的有认知损害、焦虑障

碍、抑郁障碍、PTSD、睡眠障碍、物质

使用障碍，其中焦虑最常见。

周叶也提到，一项针对 2020 年

2 月至 2021 年 5 月期间全美 50 个州

就诊的 6245282 名老年人（年龄≥
65 岁）的回顾性研究显示，对于（65
岁以上）人群而言，感染新冠后一年

内出现阿尔茨海默病的概率会提高

50-80%，特别是 85 岁以上的患者

和女性患者，风险增加最高。

但专家表示，病毒的有害影响

无论是直接的，还是通过炎症或免

疫反应间接作用，可能在感染后随

着时间推移而减少。

本报记者 戴虹红
林乐雨

“阳康”后，有些老
人会出现极端情况，如
阿尔茨海默病症状明显
加重、突发心脏病去世、
神经系统受损等。

这些疾病和新冠病
毒有什么关系？如何预
防和及时发现？记者采
访了医生，结合病例加
以解读，梳理出目前老
年人“阳康”后可能引发
的症状有哪些。

最近一段时间，90 岁的赵奶

奶常常自言自语，对着墙壁或者

空椅子胡言乱语。房间里的柜子

成为她最“关注”的对象。

“柜子里有人！”每到凌晨，赵

奶奶就裹着被子大声呼喊。

平时负责照护她的阿姨带着

赵奶奶一次次检查柜子，表示里

面除了衣服和杂物外什么都没

有。

但这只能让她安静几分钟，

没过多久又开始呼喊。

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全科医

学科（老年病医学科）副主任医师

周叶为赵奶奶做了详细血液生化

检查和脑电图、头颅 CT 等，并没

有发现明显的器质性病变，联合

神经内科会诊后考虑为“阳康”后

新冠病毒对大脑损害所致。

“在我们病房中，和赵奶奶病

情类似的有三四个。”周叶回忆，

医生们明显感觉到，老年人“阳

康”后神经系统症状会有比较明

显加重。

这一个月来，周叶在门诊中

接诊了10余位像赵奶奶这样的病

人，而且年龄越大，症状加重的程

度会更加明显。

对此，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

邵逸夫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

主任医师周勇有着同样的体会。

一位 80 多岁的老人因为胸闷

气急，由女儿陪着来看诊。

询问病情时，周勇发现老人

神情呆滞，往往要叫上好几次才

会有反应。

老人的女儿说，父亲原来就

有阿尔茨海默病，因为家人照顾

得好，病情控制得不错。

春节前，老人感染新冠，躺在

床上不言不语，等身体恢复后，他

们觉得父亲变得更沉默了，甚至

认不出部分家人。

周勇介绍，在接诊的“阳康”

病人中，还有一些比较严重的情

况。

比如 60 多岁的王大伯患有冠

心病，平时喜欢跑步。“阳康”后一

个月，他自我感觉已经完全恢复，

便又开始晨跑。

前几天早上，他跑着跑着突

然倒地，被送到邵逸夫医院后，直

接进了 ICU，所幸抢救及时，目前

已无大碍。

周勇提醒，“阳康”患者需留

意肺栓塞和心脑血管疾病导致急

诊就诊的风险。

新冠感染导致的高凝状态、

久坐或长期卧床患者，如出现下

肢浮肿、呼吸困难、胸痛与咯血，

需警惕肺栓塞可能。

还有一位姓杨的病人，疫情

管控期间体重增加，“阳康”后睡

眠时打呼噜的频率和声响加重，

让家人都睡不好觉，记忆力开始

下降，脾气变差。

家人陪他到精神科就诊，没

有发现病因所在。

于是，他们来到呼吸与危重

症医学科看“呼噜病”。

周勇听了描述后指出，病人

精神方面出现的问题，很可能是

新冠病毒引起的后遗症，也被称

为“新冠后”状态、“长新冠”状

态。

打呼噜属于睡眠呼吸暂停综

合征，感染新冠之后，部分人群心

肺功能受损，机体氧供下降，打呼

噜会进一步加重缺氧，导致全身

尤其是脑部缺氧加重，这样过了

一段时间后，会导致记忆力和认

知功能下降。

“阳康”一年内
建议做大脑健康体检

对于老年人，感染新冠病毒带

来的影响需要长期评估。

周勇建议，对于新冠后依然有

间歇性或持续性心肺症状的人，或

有肌无力、乏力等全身症状的人，可

以通过 12 导联心电图检查、胸部影

像和肺功能检查进行初步评估。有

持续性心脏症状（尤其是心悸或自

主神经功能障碍症状），但心电图检

查未见明显异常的人，可用动态心

电图监测。

周叶则强调，65 岁以上老年人

一定要多加重视，“阳康”一年内建

议及时做大脑健康体检，掌握脑健

康 状 态 ，预 防 阿 尔 茨 海 默 病 的 发

生。日常生活中，保持均衡饮食模

式和健康体重；保持心情舒畅和充

足睡眠，多进行脑力活动，积极参与

社会活动。阿尔茨海默病起病隐

匿，需要提高警惕及时就医，并完善

脑电图、头部 CT、电解质等相关检

查，考虑是否存在脑出血、电解质紊

乱等大脑方面的器质性疾病。同时

评估全身状况，排除是否由其他疾

病所致的神经系统并发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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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性格变了
有人记性差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