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化&疾病 

2012/12/18 



2012/12/18 

優雅的老化 vs. 逐漸的退化 

Reuter-Lorenz and Lustig, Curr Opinion Neurobiol,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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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在多數動物中都
顯示「飲食限制」能
延長壽命，但最近猴
子的研究卻沒有得到
支持的證據 
 
「吃得健康比吃得少」
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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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化不等於退化 (BBC brain 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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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認知功能的老化速度不同 
隨機抽樣 vs. 長期追蹤 

Hedden and Gabrieli, Nat Rev Neurosci,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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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腦區的老化速度不同 

Hedden and Gabrieli, Nat Rev Neurosci,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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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老年人的白質明顯減少，尤其是在額葉部份 

擴散張量影像(Diffusion tensor imaging) 
Hedden and Gabrieli, Nat Rev Neurosci,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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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不是所有年紀大的動物都會展現較差的記憶能力，
個別差異確實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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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鼠實驗顯示海馬迴的細胞數量並沒有減少，
突觸連結的多寡才是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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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憶力較好的老年人在前額葉左右側的反應均增加 

Hedden and Gabrieli, Nat Rev Neurosci,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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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做才能優雅的老化？ 

Hedden and Gabrieli, Nat Rev Neurosci, 2004 

經常從事心智活動 
 
 

維持正常運動 
 

降低壓力 
 
 
 

健康飲食 



2012/12/18 

活到老、學到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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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化過程中可能產生疾病，該看精神科還是神經科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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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茲海默症對人腦的傷害
除了像是「電腦硬碟資料
的刪除」，更嚴重的是它
「連硬體也一併摧毀」 

What is Alzheimer's dis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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纖維糾結 類澱粉斑塊 

阿茲海默症晚期病人腦的兩大特徵 

Aloïs Alzheimer, a German neurologist, who in 1907 first described the sympto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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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zheimer's Disease Facts and Figures 

阿茲海默症已成為本世紀最嚴重的流行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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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erstanding Parkinson's Disease 

Parkinson's disease- real 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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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hen Hawking 

Lou Gehr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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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片名：無情荒地有琴天 

多發性硬化症 
（Multiple Sclerosis) 

多發性硬化症是一種發生於中樞神經系
統的疾病。神經纖維的外層包裹著一層
名為「髓鞘質」(myelin)的物質，它像電
線的塑膠皮具有隔離絕緣的功能，好讓
不同的神經傳導路徑的訊號不會相互干
擾，同時還可以加速我們神經訊號的傳
導。當髓鞘質被破壞後，神經的訊息傳
遞就會變慢甚至停止。多發性硬化症是
因為在中樞神經產生塊狀的髓鞘質脫失
而發生症狀。患者可能會出現行動不便，
視力受損，疼痛等症狀。 

多發性硬化症被認為是一種自體免疫疾
病 。意思是個體的免疫系統攻擊自己的
組織。在多發性硬化症，免疫系統攻擊
髓鞘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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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片名：叫我第一名 

妥瑞症 
妥瑞症（Tourette syndrome）是一種以tic為主要症狀，
發病於兒童的慢性 神經精神異常。1885年，法國的醫
生Gilles de la Tourette 提出九例不同於其他運動異常的
病例報告，經Jean-Martin Charcot 推薦而定名為「妥瑞
症候群」。 
「動作型」：最常見的就是眨眼睛、皺眉、蹙鼻、噘
嘴、裝鬼臉、聳肩膀、搖頭晃腦、晃手這些快速而短
促的簡單動作；比較複雜就有像摸鼻子、碰別人、亂
踢腿、作鬼臉等等的表現，甚至也有的小孩會模仿別
人或作出看似猥褻的動作。 
「出聲型」：這些小孩會發出短暫的聲音來，像是清
喉嚨、咳嗽、出怪聲。50%「出聲型」的小孩會突然迸
出一些話來。 
妥瑞症是因「皮質-紋狀體-視丘-皮質迴路」之間聯繫
發生問題，此神經迴路因為部分和掌管運動功能的腦
皮質相連接，因此才有tic的情形，也因此神經迴路和
管行為或情緒的邊緣系統相連接才會有強迫症、易分
心、專心度不足或過度活動的問題產生。 

資料來源：台灣妥瑞症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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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力 (Stress) 對心智功能的影響 
 

Brain rule #8 
Stressed brains don’t learn the same way 

(YouTube: http://www.youtube.com/watch?v=S6Xq7CMOH1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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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otonin–norepinephrine reuptake inhibitors (SNRI) 
Selective serotonin reuptake inhibitors (SS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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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書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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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學生前面：妥瑞氏症教我成為我夢寐以求的好老師  
Front of the Class: How Tourette Syndrome Made Me the Teacher I Never Had  
作者：Brad Cohen & Lisa Wysocky 
譯者：洪蘭 
出版社：遠流 
出版日期：2010年01月27日 
 
 
 
  妥瑞氏症是一種身心障礙，柯恩卻從不認為自己是殘障人士，他視這種
疾病為一輩子形影相隨的朋友。但也因自身的經驗他了解其他患者有多苦，
一有機會他就主動以演講、逢人就說的方式教育社會大眾如何正確看待妥瑞
人。 
  人人有本難唸的經，面對生命中的種種挫折，你當然有理由怨天尤人；
但或許，你可以效法柯恩老師，相信自己的心，用幫助有相同境遇之人的方
式迎接這些挑戰，成就最棒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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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把太太當帽子的人 The Man Who Mistook His Wife for a Hat  
作者：奧立佛薩克斯 
原文作者：Oliver Sacks 
譯者：孫秀惠 
出版社：天下文化 
出版日期：2008年08月29日 
 
 
     奧利佛薩克斯不只是位醫師，也是個自然主義者，因而對疾病與對
人同感興趣。面對腦部與神經的各種複雜難解之疾病，以及深陷疾病之中，
感到茫然、甚至受苦的靈魂，薩克斯醫師以其觀察入微的眼、溫厚善解的心、
生動流暢的筆，寫下了二十四個患者的故事。 
 
  其中有病人的心路歷程、有自己的省思體悟，更有自己和病人深刻而動
人的互動，展現了薩克斯醫師深入探究的好奇心及設身處地的同理心。而薩
克斯醫師種種有趣的思考及細膩的心思也在字裡行間自然流露，人文關懷不
時躍然紙上，扣人心弦、引人入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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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星上的人類學家 An Anthropologist on Mars  
作者：奧立佛薩克斯 
譯者：趙永芬 
出版社：天下文化 
出版日期：2008年08月29日 
 
 
 
  本書呈現七個腦神經異常者的生命故事。他們或有視覺、記憶、認知、
感知等方面的問題。腦神經如此精密，只要稍有閃失，就會讓人置身於想像
之外的國度，變成一個「外星人」。他們或許正怪異地活在我們周遭，但透
過神經科醫師薩克斯的筆，我們卻看到他們的生活，他們深刻而人性的一面；
其生命厚度早就超越病症名稱所能界定的單薄範疇。 
 
  作者帶領我們經歷一場知性感性兼具、有如希臘悲劇似的精神洗禮。從
一開始的驚愕，到後來因理解而見怪不怪，甚至彷彿看到自己的影子，再到
主客易位，變成自閉症者眼中的怪ㄎㄚ，我們正逐步跨越「正常」與「異常」
的分際；在走出對「病」的狹隘視野時，深刻體驗生命神奇的再造力量和其
個別的獨特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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