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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大数据 得出最优解

帕金森病在药物蜜月期后，病
情将极速发展，尤其是不少病人
会出现冻结步态、开关现象，以及
控制不住的手舞足蹈等运动并发
症，给病人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
痛苦。

近日，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资助
项目《帕金森病运动并发症中西
医结合诊治专家共识》执笔者、上
海新华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刘振国
教授，作为“艺动帕金森”的指导
专家，亲临无锡易可中医医院“魏
氏脑病中心”与帕金森病友交流。

暂停抖僵 享受生活
上海大咖助力“艺动帕金森”

上周六，记者来到杭州市望江
路与中河中路交叉口。74岁的王女
士跑了两步，正好在红灯亮起时过
完马路。王女士说，自己家住十五
奎巷，常走这个路口，绿灯时间确实
有点紧，“灯刚亮我就开始走，如果
走得慢了，就会‘输’。”前段时间雨
雪天，她不敢走太快，马路中间设有
安全岛，实在过不了，她就等一等，

分两次过。
随后，记者一路往北，先后采访

了40位 60岁以上的老年人，其中
38人表示曾在斑马线上小跑，与绿
灯抢时间。76岁的宁师傅、70岁的
杜女士、72岁的王女士、72岁的傅
师傅等都建议，能否运用智能手段，
让信号灯设置更合理、更人性化，让
老人出行更从容。

在街头采访时，不少中青年人
也对此表示关注。一位曾在日本留
学工作10年的何女士说，她在日本
生活的那些年，没有看到过绿灯时
间不够老人通行的情况。

“希望能采取相应措施，对老人
更友好。每个人都会老，关注这个
问题，也是为了未来，我们都能处在
更友好的社会氛围中。”何女士说。

灯刚亮我就开始走，可还是输了

您与绿灯“赛跑”过吗？
近日，网络上一篇《过马路小跑加快走 红绿灯能等等老年人吗》的热

贴引起广泛关注。不少读者留言说，自己有时也需要跑着过马路，希望多
为老年人的出行便捷和安全考虑。

老年人是否大多遇到过绿灯时长不够的问题？对此，交警部门有何
回应？相关专家又给出哪些意见建议？

在浙开展业务的松下中国东北亚
公司事业企划部总监田中隆博说，日本
是深度老龄化国家，很多公共场所的设
计都会考虑老年人的需求。

“一些路口会设置按钮式信号灯，
行人过马路时按一下，绿灯会亮起，等
通过后再按一下就变回红灯。”田中说，
这类红绿灯一般会设置在车多人少的
区域，既提高车辆通行效率，又保障行
人过马路的安全性。

实际上，杭州部分路口也设有按钮
式信号灯，如体育场路中河路口，但只
在夜间启动。

“这种按钮式红绿灯能否大范围推
广，与道路情况、市民习惯等许多因素
有关。”田中认为，随着智慧交通时代的
到来，可以利用摄像头采集车流量、拥
堵情况，查看行人尤其是老年人的通行
状况，通过电脑计算得出最优解。

在一些人多的路口，日本还设置了
“声音”红绿灯。音量和穿透力会比较
强，随着绿灯临近结束，声音的节奏也
会加快。田中介绍，有些老年人视力不
好，或者注意力不能很集中，变化的音
乐可以作为辅助提醒。“声音”红绿灯因
音量较大，一般设置在远离居民区的路
口。

（请做报花）温馨提醒
（全文楷体）尽量不要夜间出行。

高龄、腿脚不便的老人尽量不要在夜间
出行，因为夜间绿灯时间会比较短。如
果确实有出行需要，要在家人陪伴下出
行。

绿闪后不要过马路。比如在杭州，
非机动车道的信号灯有倒计时，整个通
行过程是从绿灯到绿闪，再到红灯。同
时，非机动车的红灯会比机动车道的红
灯先亮，是最后的安全底线。绿闪后是
最低安全通行时间。在绿闪时间里，年
轻人可能来得及跑步通过，但对于大多
数老年人是不够的。老人不要在绿闪
后再过马路了，宁可再等一轮。

（浙江老年报）

95%的老人曾与绿灯抢时间

如何更好地解决这一问题？
从事交通管理领域研究数十年的
浙江工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吴伟强表示，在老龄化社会，不能
单一采用更改红绿灯时长的办法，
需多维度考虑，保障老年人出行安
全。

吴伟强认为，香港上天入地型
交通布局值得借鉴。如在中环地
区，立体步行系统组成要素十分丰
富，有地面步行道、空中步道（蜿蜒
游走于建筑群中，可承担步行游览
功能）、地下通道等。“立体化交通布
局能让行人和车辆各行其道。”吴伟

强说，目前，杭州不少重点路段、人
流密集区也已设置天桥与过街地
道，一定程度上缓解交通拥堵，保障
行人通行安全。

吴伟强还提出，在杭州能看到
一些斑马线设置了“渠化岛”（安全
岛），也就是行人等候区，但他认为，
设计普遍不够合理，等候空间过于
狭窄。“是否可以建设更为宽敞的渠
化岛，并设置清晰指向标，方便老年
人辨识出行。”

在杭州紫荆花路与石祥路交叉
口，记者发现，渠化岛较为狭窄，等
候行人较多时，可能出现车辆在离

行人较近的距离下呼啸而过。吴伟
强说，既然设置了渠化岛，说明一次
性通过有难度，对老年人来说，还是
耐心等待为佳，不要为了抢绿灯，提
前走出等待区。

此外，在吴伟强看来，礼让也
是保障老年人安全出行的有效做
法之一。“安全和效率并不矛盾，
而是相互促进。”吴伟强说，发达
国家的经验告诉我们，让行的效
率是最高的。在杭州，礼让斑马
线已成为城市“金名片”。如今，
省内各地都在推广车辆礼让行人
的做法。

针对老年人过马路绿灯时长不
够这一情况，记者采访了杭州市公
安局交通警察局道路秩序处秩序科
科长于力敏。

于力敏表示，根据国家出台相
关标准，杭州市区道路红绿灯设置
严格按照行人每秒1至1.2米的行
走速度，结合道路宽度，来计算行
人过街时间。根据交通繁忙情况
不同，每个路口的信号灯全天至少
有 8个时段方案，包括早高峰、平
峰、晚高峰、夜间等时段，每个时段

绿灯时长都不一样。在老年人生
活集中区域，如养老院、老人公寓
附近，交通又不是特别繁忙的情况
下，交警部门也会适当延长绿灯时
间。

“信号灯时长关系到所有交通
参与者，包括步行者、非机动车、机
动车驾驶者。从畅通角度考虑，信
号灯设置要科学兼顾。”于力敏说
道，“目前部分道路因确保高峰时段
交通畅通需要，可能存在无法满足
时速低于上述标准老年人出行的红

绿灯需求。”
接下来，交警部门会结合“交警

进社区”活动，广泛征求老年人意
见，尽量考虑老人安全出行需求。
同时也希望通过媒体转告广大读
者，如果某个地方老年人交通通行
量特别大，可联系属地的交警部门
或拨打电话122，也可向路面执勤民
警、协警反映，交警部门会根据老人
反映情况，派人进行实地查看后，适
当增加行人过街时间，方便老年人
安全过马路。

按钮式和“声音”红绿灯

街头体验

结合活动 广泛征求老年人意见交警回应

专家建议

他山之石

特邀：无锡易可中医医院谭氏筋
伤中心主任、高频电火花发明人程传
国教授嫡传弟子、国家非遗《古本易
筋经十二势导引法》无锡传承人王杰
和大家说说“筋与骨”的事儿。

滨湖区冯阿姨：62 岁，膝关节不
太好，听人说要多锻炼，最近天气不
错，就和老朋友约着周末爬山，谁知
道最后膝关节痛的无法下山，这是咋
回事？

王杰：随着年龄的增长，筋逐渐
老化，力量无法支撑、约束膝关节，再
加上关节滑液分泌减少，不少人出现

膝关节痛，爬山、爬楼
梯则会加重病情。

谭氏筋伤中心强
调“松-柔-养”，在运
用 谭 氏 筋 松 系 列 秘
方、透皮给药、高频电
火花等，让药物直达深部神经根，消
除无菌性炎症。解决临床症状外，还
采用“导引处方”增强筋的力量。

治筋达人教你炼“筋”
在临床治愈后，可以练易筋经导

引十二势的“韦驮献杵第二势”、“三
盘落地势”，筋柔骨正防复发。

谈骨论筋膝关节不好，爬山锻炼要不得
美女医生喊你治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