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做阿兹海默病的科普前，我很早就在
『B站』註冊了賬號，當時主要是為了

記錄生活，發一些類似讀研感受、如何寫論文
之類的小視頻，純粹是自娛自樂。」隨着與病
患及家屬的交流越來越深，羅驍逐漸產生了做
病症相關知識科普視頻的想法。「我經常碰到
初診病患，他們覺得自己就是愛忘事兒，這不
就是老了麼，怎麼能算是得病呢？」
「而且，大部分初診患者根本不知道應該去

掛哪一個專科，有去老年科看的，有去腦外科
看的，有去內分泌科看，最後轉了一大圈，才
轉到我們手裏，這個時候病情就耽誤了。」羅
驍說，在國外一些較早面臨老齡化問題的國
家，會在醫院專門設立「記憶障礙專科」。
「雖然我們也在往專科方向發展，但人們對阿
兹海默病的認識依然很淺，亟需專業化的普及
工作。」

回覆留言不怠慢 體諒長者自尊心
於是，2020年，羅驍在「西瓜視頻」發布了

他的第一條科普視頻，專門談了中國人對阿兹
海默病的誤區。「人們普遍認為老年癡呆不嚴

重，實際上，一旦確診，平均生存
周期只有7年至10年；失去

記憶只是第一步，隨後
病人會忘記如何吞
嚥、排便……
慢慢死於嗆

咳、肺炎感染；此外，最新數據顯示，中國60
歲以上的老年人裏，約5%會發展成老年癡
呆，這並不是一個罕見病。」
幾乎每天在通勤途中、吃飯間隙，羅驍都爭

分奪秒地回覆視頻留言，答疑解惑。「我的粉
絲有很多都快六七十歲了，還有80歲的。老人
家打字不容易，他們很單純，真的希望你和他
們講話。」羅驍認真地說：「老年人自尊心很
強，發信息一定要回覆，不然他們會覺得不被
重視，很失落的。」

「這是一種殘酷的疾病」
短短幾分鐘裏，羅驍的語氣平靜、清晰，但

很多人說看完很悲傷。視頻的最後，他總結
道，「這是一種殘酷的疾病。」如今，羅驍已
經發布了150條阿兹海默病的相關科普視頻，
其中「哪些人更容易得老年癡呆？」有近百萬
的播放量，評論區裏也匯聚了不少經歷相似的
家屬，他們彼此分享病人情況、提問、互相安
慰，也讓更多人了解了這個「陌生」的常見
病。

投身腦退化科研 盼推進早期診斷
現在，羅驍是國家自然科學基金中有關阿兹

海默病項目的負責人之一，這個項目是研究早
期診斷的，在一個人顯露非常輕微的症狀前診
斷出是否患病。羅驍與同事們還會多學科聯合
研發干預手段——放射科做頭顱磁共振，檢驗
科看血檢指標，神經內科開藥，生物工程或者
計算機工程專門做數據的建模。「在我們醫
院，這個叫『醫工結合』。」
通過醫者的不斷努力，在中國，阿兹海默病

的診斷時間點正在不停往前靠，甚至可以在剛
出現苗頭時就能及早發現。「進行醫學干預
後，患者的發病時間可以推遲5年至10年，相
當於給疾病踩了個急剎車，讓患者能享受更長
的一段有質量的生活。而對於患者家屬而言，
少去5年至10年的護理，也能減輕家庭負
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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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驍是個擁有60萬粉絲追蹤的

「90後」科普Up主。視頻裏的他

留着板寸頭，講話語速很慢，白

白淨淨的娃娃臉上架着一副黑框

眼鏡，雖然31歲，看起來卻像個

大學生。其實，他在浙江大學附

屬第二醫院的放射科擔任住院醫

師，研究阿兹海默病（港稱腦退

化）超過8年，並以「羅夕夕博

士」為名在「西瓜視頻」科普相

關的醫學知識。「很多同事至今

都不知道我在網絡上的身份，這

是我的小秘密。」

●香港文匯報記者 俞晝 杭州報道

做一個視頻網站影片的創作者，即「Up主」，是當下網絡熱潮。吃喝玩樂的輕鬆話題能吸引百萬粉

絲，嚴肅正經的自然科學、社會科學話題同樣有龐大受眾群體。香港文匯報記者留意到，一批有學術和

專業背景的年輕人在視頻網站嶄露頭角，將自己專業所長所學轉化為集知識性和趣味性於一體的科普內

容。今次邀請到三名不同領域科普視頻的「90後」Up主，向我們講述他們的「線上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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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羅驍以優異的考研
成績拿到了浙江大學醫學院的
錄取通知書，然而選擇阿兹海
默病作為碩博連讀的研究方
向，卻是因為導師的相關課題
組缺少人手。「剛開始我還是

挺不樂意的，畢竟很多相似專業的同學們比我研
究的方向酷多了。」彼時，他對阿兹海默病的概
念並不熟悉，唯一的印象來自於兩部電影《擁抱
這分鐘》、《永遠的愛麗絲》。

然而，現實遠沒有電影講述的那麼浪漫。在8
年的研究中，羅驍前前後後接觸了800多個阿兹
海默病的病例，用他的話來講，是「看盡了人間
的悲歡離合」。「從剛開始的小小抵觸，到慢慢
地去理解，再到如今的同理心，與病患、家屬的
無間交流改變了我對這個病症的態度，也讓我最
終發自內心地選擇了它，作為我的研究方向。」

稱讚掛嘴邊 撫慰長者心
常年與長者打交道，讓羅驍成為了醫院裏最有耐

心的年輕人之一。「剛開始我也搞不定啊，那時候

我每周都要抽出一整天的時間，為阿兹海默病的疑
似患者做測試，他們經常做一做覺得太難、或者覺
得問題太多了，就拍案而起，甚至把測試卷撕掉的
都有，然後我就傻愣在那兒，不知道該怎麼辦。」

久而久之，羅驍與項目組夥伴們總結了一套應
對長者的辦法：老爺爺（公公）就讓女同學接
待，老奶奶（婆婆）就讓男同學接待；鄉音重的
長者就盡量找當地的同學接待，城市裏的長者就
找普通話標準的同學接待；一旦老人家流露出不
耐煩的樣子，就提前「休息」，給老人端上一杯
水，陪着聊會兒家常，等他這陣子的脾氣過了，
再繼續做測試。

「最重要的，是你要多誇誇他，他答一會兒題，
你就要發自內心地稱讚他很棒，給他信心。」

術語通俗化 更生動易懂
打開羅驍的衣櫃，幾乎都是黑白灰三種顏色，

這都是為了迎合關注他的長者粉絲們，「老人家
喜歡看到年輕人穿得清清楚楚（簡簡單單）」。
為了幫助長者粉絲們理解病症和影響，羅驍用更
通俗的「老年癡呆」替代更學術的「阿兹海默

病」，把「大腦中澱粉樣蛋白沉積造成的代謝障
礙」換成更生動形象的比喻，比如「腦袋瓜被垃
圾堆滿了，排不出去」。

「你跟老人家講那些醫學術語，他們理解不
了，就會着急，覺得自己更沒用了。所以我們醫
生也要多體諒他們的心情，把醫學術語翻譯成通
俗的語言，解釋給他們聽。」

幾年前，羅驍到新加坡國立大學阿爾茨海默症
中心學習一年，他見到有專門照料病人的養護
所，配備專業醫護，每天會帶病人做簡單訓練、
還會玩樂器，病人飲食也控制得非常好。「更重
要的是，新加坡對阿兹海默病的科普做得十分生
動，他們會在公共場所播放相關的動畫視頻，所
以整個社會對病患都特別能理解和尊重，非常值
得我們學習。」

Up
主名片

Up主
賬號：羅夕夕博士

運營者：羅驍

自媒體經驗：3年

活躍平台：今日頭條、抖音、西瓜視頻

科普領域：健康、教育

粉絲量：今日頭條20萬
，「B站

」約16萬
，知乎13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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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手握多個「爆款」視頻的「羅夕夕博士」，已
然成為了醫療科普領域的小網紅，還接到了不少廣告邀
約。「我也考慮過要不要接廣告，但最終還是放棄了，
我不想把不確定的廣告內容植入到視頻裏，我怕我的觀
眾們看到了會真的相信，去購買使用。你也知道，我有
很多粉絲都是老年人，他們的信任感是很強的，我不想
利用這個去賺錢。」

拒廣告邀約 點擊量「變現」
除了每周上五天班、周末做一天患者測試，羅驍幾乎

把剩餘的時間都用在了錄製科普視頻上。「我現在已經
得心應手了，但總體來講，錄製一條視頻至少也要花上
一個半小時，因為我要先查國內外的資料，再錄20分
鐘左右的原始視頻，最後把它剪成一條5分鐘左右的科
普視頻。不過，我一般會用一個下午的時間錄兩條至三
條科普視頻，再慢慢放到網上去。」
花了那麼多的時間精力，又不去「變現」，做這件事

的動力在哪裏？羅驍說，一方面「西瓜視頻」會給科普
類的Up主更多的點擊量分成，另一方面，他很享受這
種看着粉絲數量每天上漲的過程。「有點兒像小時候玩
遊戲的升級打怪，我經常會給自己設立小目標，到月底
要增加多少粉絲，到年底要有多少粉絲總量之類，完成
了就特別有成就感。」
「還有一個原因，是跟我的性格有關。」羅驍講到這

裏時，流露出一絲靦覥的表情。「我在生活中是個『小
透明』（影響力和存在感都很低的人），除了周日的患
者測試，我的日常工作並不需要接觸病患，就坐在『小
黑屋』裏給病人看片子、寫診斷，相對而言屬於比較內
向的人吧。但是，在我的視頻『王國』裏，我就是
『羅夕夕博士』的主人，它展現了我生活中沒有
的那一面，很有意思。」

「不想利用長者信任去賺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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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驍羅驍（（後後））向病人解釋向病人解釋
腦退化腦退化。。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 羅驍在家錄製視羅驍在家錄製視
頻作品頻作品。。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在在「「西瓜視頻西瓜視頻」」
上上，，羅驍關於腦退羅驍關於腦退
化的視頻題材豐化的視頻題材豐
富富。。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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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90后后」」線上科普線上科普
新勢力新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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