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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先生的母亲走失一个多月仍
寻找无果，一家人为此焦心不已。
回忆起母亲走失前的状况，李先生
说：“母亲患有阿尔茨海默病，平日
里也会有一些症状，比如刚拿过的
东西很快就忘了，刚说过的话过会
儿就会重复。”可李先生和家人认
为，老人的症状并不算严重。“母亲
经常一个人出门，每天都会在家周
边一公里的范围里遛狗。她不会走
远，之前从没出过问题，也没走丢
过。”

可意外就在不经意间出现了。
“那天吃过早饭，母亲说要出门上厕
所。平日里，她上完厕所也会在家
附近转转再回家，谁知这次过了两
个多小时，都没见母亲回来，父亲这
才意识到可能出问题了，连忙出门
寻找。”李先生说。

家住北京大兴区的陈大爷万万
没想到，就去趟超市5分钟的工夫，
老伴儿就走丢了。“我们遛完弯回到
小区，我就进超市买个牛奶，让她在

门口等我，谁知出来老伴儿就不见
了。”陈大爷说，老伴儿从五六年前
就爱忘事，有时说的话谁也听不明
白，发展到现在，她不会锁门、不会
打电话，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
但他和家人并没有带老人去医院进
行专业的诊断治疗。“要真是头疼、
难受，我们早就带她去医院看了。
可她平日里吃饭、睡觉都不受影响，
腿脚也没问题。”陈大爷认为，老伴
儿是上岁数了脑子糊涂，在老年人
中很常见。陈大爷做的防护，就是
去哪儿都寸步不离地带着老伴儿，
没想到短暂分离的5分钟，老伴儿还
是丢了。

“切莫因为症状尚轻，就忽视对
老人的关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神
经内科主任医师肖卫忠介绍，在全
球范围内，有70%至80%的阿尔茨海
默病患者未能得到确诊，即便是已

出现症状的患者，也可能延迟2至3
年才能确诊。这背后反映出当前社
会对阿尔茨海默病认知不足。很多
人认为，人老了忘性大是正常现象，
实际上这可能是阿尔茨海默病的前
期症状，一旦出现明显症状时，很多
已产生不可逆的脑损伤。家属在生
活中也应提高警惕，及时采取相应
的安全措施。

“有些患者及家属对疾病存在
误解，认为记忆力衰退没有很好的
治疗方法，采取了放任自流的方式，
很多患者一发现就已经进入到中晚
期了。事实上，治与不治、早治晚治
有很大区别。患者若能在病程发展
到二、三期时到医院接受正确的治
疗，会大大延缓疾病的发展，明显改
善未来几十年的生存质量，降低患
者家庭的负担。老人在社区医院查
体时可填写量表进行简单评估，若
发现问题，可到三甲医院的记忆门
诊做进一步检查。”肖卫忠说，子女
也要多观察老人的状态。

如何帮走失老人找到回家路？
请避开找寻中的“误区”

“老人走失已超过72小时，家
人焦急万分”“七旬老人走失，家属
紧急寻人”……近日，有关老人走失
的寻人启事屡屡在网络上传播，引
发公众关注。记者在采访中发现，
走失老人中不少都患有阿尔茨海默
病，由于部分家属在照护和寻找走
失老人过程中存在一些“误区”，导
致老人走失后的“回家路”异常周
折，对此业内专家给出了相关建议
和提醒。

复盘此次老人走失事件，李先生
说，他们也给老人买了带定位功能的
智能手表、手机，可她都不会用，出门
也基本不带，时间长了，智能手表、手
机都不知道放哪儿了。

徐广春也向记者讲述了一位曾走
失过5次的阿尔茨海默病老人的案
例。这位老人自从得病后，就变得多
疑起来，他白天睡觉，晚上光想离开
家，他们家的门锁都换了好几个。在
志愿者的建议下，老人的女儿给老人
买了带定位器的手表，没想到老人还
是走丢了。

“凌晨四五点，我接到老人女儿的
电话，电话那头的声音既焦急又抱歉：

‘真不好意思，我父亲又走丢了，他戴
着定位器出门，可我去了定位器最后
显示的北三环一带，根本没找见人。’”
接到消息，徐广春立马召集志愿者到
定位地点附近寻找，结果在绿化带中，
找到了老人扔的手表。

徐广春说，很多老人患上阿尔茨
海默病后，性格会发生很大变化，有的
会变得脾气古怪、固执任性，老人不承
认自己有病，认为戴上手环就是在监
视自己，产生逆反心理，因此很多老人
都不爱戴防走失的手环、手表。

“另外，市面上很多防走失手环
不仅能定位，还有很多‘花里胡哨’的
附加功能，比如回微信、支付等，这些
功能很多患者都用不到。况且功能
越多，耗电量越大，手环的续航就越
短，充一次电只能用一两天，很可能
用不了几次，手环就闲置了。”徐广春
介绍。

老人可能不习惯戴手环，或是会
将手环脱下，因此可以将定位设备安
装在老人不太容易感觉到的地方，比
如扣子、鞋底、腰带上。或是跟老人
说个“善意的谎言”，告诉他这就是块
普通的手表，会减少老人佩戴时的反
感。

徐广春建议，定位器在设计时不
需要有很多“花里胡哨”的功能，只要
单纯能定位即可。平时老人在家时，
定位器处于待机省电状态，当老人出
现走失的情况，子女远程打开定位，即
可看到老人的实时位置。

“此外，子女平时也要和老人多沟
通、多陪伴，当老人需要外出时，尽量
由家人陪同，避免让其离开家人的视
线范围。”徐广春说。 （北京日报）

（（视觉中国视觉中国））

误区1 因轻症忽视对老人关注

误区2 只身寻找错过最佳时机

在母亲走失后，李先生回述了
寻人的细节：父亲注意到老伴儿迟
迟未归，连忙出门寻找，他在家附近
转了又转，都没看到老伴儿的身影，
才连忙把儿子叫回来一起找人。直
到下午2时，家属仍没找到老人，他
们才来到派出所报警。此时距离老
人离家，已经过去了6个多小时。

发现老伴儿走失，75岁的陈大
爷也是在出租车司机的提醒下，才
想到了去派出所报警求助。民警根
据陈大爷提供的信息，调取了小区
的监控设备，幸运的是，老人走失时
间尚短，陈大爷的老伴儿并没有走
出小区。

“我们接到过很多求助，由于家
属经验不足，没有第一时间寻求帮
助，错过了寻找的最佳时机。”志愿
者徐广春有着丰富的搜寻走失老人
的经验，8年间，经他和同伴的手找
回的走失老人有300多位。徐广春
说：“我们经常在晚上接到求助，常
常是老人下午遛弯儿走丢了，以为
老人在外面碰到邻居、同事多聊了
会儿天，家属也没在意。到了晚饭
点儿还不见老人回家，家属这才开
始着急，在小区内外茫然地找一圈，
发动亲戚朋友四处转，都找不到，才
想起来报警，此时往往距离老人走

失已经过去了五六个小时甚至大半
天，天也彻底黑透了。五六个小时，
对于一些不停在走的老人来说，已
经能走出很远了。”

“发现老人走失，马上报警，不
用局限于‘失踪24小时以上’，警方
会随时处理。此外，老人走丢初期，
家属因为一时着急、经验不足，很难
想出行之有效的找人办法，加之基
层派出所警力相对有限，向专业的
救援团队求助可以大大提高搜救效
率，尽快找到老人。”徐广春说。

查找监控是寻找走失老人的重
要方法，可以尽快确定老人去向。

“通常，我们会从小区物业监控开始
查找，报警后，志愿者会陪着家属去
派出所查看监控录像，路边的商户
和小店监控也可能提供重要线索。”
徐广春介绍。

看监控时还有细节要注意。监
控中，很多老人过了个路口就“凭空
消失”了。按正常逻辑，老人在十字
路口的行进方向应该是左、右、前，
可患阿尔茨海默病的老人赶上路口
红灯，或前面车很多，很可能就扭头
往回走了，所以反方向的监控也不

能遗漏。另外，我们还遇到过监控时
间和实际时间存在误差的情况，这就
需要提前或错后倒监控，不然很可能
看了半天监控却做了无用功。

“患阿尔茨海默病老人的一个
典型症状是短期记忆丢失，很早之
前的事依然记忆清晰。所以老人走
失后，很可能会去寻找过去的回忆，
因此我们会重点向家属询问老人幼
年和青年时代的经历，这有助于我
们推测老人的可能去向。”徐广春回
忆，一次，家住北京马连道的一位老
人走失，最后是在长辛店附近被志
愿者找到。原来，这位老人年轻时
是位火车司机，曾经在长辛店工
作。老人从家里出发，一路打听询
问，来到了深藏在记忆深处的地方。

此外，发放寻人启事时，可以给
附近的快递、外卖小哥、环卫工发
些，若是线索中断地有公交站或公
交枢纽，还可以发给公交车司机、保
安，并拜托他们将寻人启事拍个照
片发到工作群里，发动更广泛的搜
寻力量。

“若是老人已经走失几天仍没
有线索，可以尝试联系各区的救助
站、120调度中心、医院急诊，询问是
否有体貌特征相似的老人。”徐广春
说。

误区3
防走失设备准备了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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