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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爱跑马拉松的黄人佳 2013 年被诊断患上渐冻人症，虽然逐渐失去行动、呼吸和说话的功能，但仍然积极面对生活。他除了成立新

加坡运动神经元疾病协会，也写书激励其他病患。（蔡家增摄） 

  

热爱户外活动的黄人佳患上渐冻人症后，逐渐失去行动能力。为了帮助其他患者早日脱离苦海，他愿意捐脑供研

究，希望医学界能早日攻克渐冻人症。 

热爱跑马拉松的前公务员患上渐冻人症，随着病情恶化逐渐失去自理能力，他决定死后将大脑捐献供研究，希望能

早日为其他病患找到治疗方法。 

黄人佳（64 岁）原本过着活跃的生活，攀爬过世界多座高山和完成过 13 场马拉松，却在 2013 年初发现左手开始

出现乏力的情况，更迅速蔓延至右手。 

https://www.zaobao.com.sg/publication/lian-he-zao-bao
https://www.zaobao.com.sg/byline/wang-kang-wei


他同年到新加坡国立脑神经医学院求医，被诊断患上俗称渐冻人症的肌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症（Amyotrophic 

lateral sclerosis，简称 ALS）。 

渐冻人症是一种渐进式神经退化的不治之症，患者病情会逐渐恶化并失去行动、呼吸和说话的能力。 

他目前说话困难，在通过文字接受访问时描述：“和其他人一样，我得知患病后变得很消极，感到沮丧、自怜、甚

至抑郁得想结束生命，我花了几个月的时间，依靠药物才慢慢走出困难期，但持续生活在绝症当中，一直处于情绪

低落的状态。” 

他说，自己过去热爱户外活动，每天都会晨跑 5 公里，但随着病情恶化，他逐渐无法保持活跃的生活，令他十分沮

丧。 

当他告诉医生自己失去生活的意义时，医生鼓励他利用剩余的日子留下遗产，他后来在医生和家人的鼓励下，成立

新加坡运动神经元疾病协会（Motor Neurone Disease Association Singapore）并担任首任会长，帮助其他运动

神经元疾病患者克服孤独和绝望。 

以自身经历鼓励其他患者 

黄人佳通过自身的经历来鼓励其他病患，也提高公众对渐冻症的意识。他的病情不断恶化，从 2017 年起就须依靠

轮椅代步和使用无创通气呼吸器。之后也完全无法运用手部，需要依靠管道喂食，也从 2021 年起开始插管。 

就在此时，脑库新加坡（Brain Bank Singapore）联络上新加坡运动神经元疾病协会讨论合作宣传的机会，黄人佳

便立即决定要在往生后捐出大脑。 

他说：“尽管经过这么多年，投入了巨额资金到病因和治疗的研究中，神经元疾病仍是原因不明的绝症，我坚信自

己能尽一分力，帮助其他病患。” 

他指出，报名捐献大脑的过程非常简单。在表达了意愿后，脑库的工作人员便向他讲解细节，他也立即在同意书上

按了拇指印。 

黄人佳说：“我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自己捐献大脑的决定，大家都表示支持！希望更多人会将口头支持转换为实际的

行动……每年都有许多人因为运动神经元疾病过世，我希望更多人考虑在过世后捐赠大脑，推动这方面的研究。” 

脑库成立三年来 218 人同意捐脑 

脑库新加坡成立三年来已有 218 人同意捐献大脑，其中四人已捐献。脑库将利用这些大脑加深对亚洲人患失智症、

帕金森氏病和运动神经元疾病的研究。 

脑库新加坡副主任杨天荣医生说：“大脑是人体最神奇的器官，但还有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事，因为我们不能在大脑

还活着时仔细研究。神经科学临床研究领域早在十年前就开始推动在新加坡和东南亚成立脑库，以加深对各类大脑

相关疾病的重要研究。” 



脑库新加坡是在 2018 年由李光前医学院客座教授雷诺兹（Richard Reynolds）成立，并在 2019 年 1 月正式推

介。脑库由李光前医学院、国立脑神经医学院、国立健保集团、国大杨潞龄医学院共同合作。 

脑库目前使用最新的分析平台来了解病患头脑的基因、蛋白质和代谢变化，了解病因和研究如何避免恶化。 

也是国立脑神经医学院脑神经内科高级顾问医生兼南洋理工大学和杜克—新加坡国立大学医学院助理教授的杨天荣

说，通过对所捐献大脑的细胞层面研究，研究人员可以了解大脑损伤的原因，以及亚洲人的基因如何影响失智症、

帕金森氏症、运动脑神经疾病、多发性硬化症、中风和精神疾病。 

脑库会建议亲属或护理人员在大脑捐献者往生后立即联络脑库，避免脑细胞变质。 

脑库的协调人员会协助死者家属申请死亡证书，也会安排专门的殡葬业者协助将病患的遗体转移至新加坡中央医院

以取出大脑，同时确保遗体的面部不会变形，再将遗体归还家属办理身后事。 

脑细胞之后会进行零下 80 度迅速冷冻和存储，可在接下来的 20 年用作研究，另一个方法则是使用化学剂防腐，这

样则可保存大脑精细的结构进行分析。 

至少要 1000 人捐脑 才够进行完整试验 

杨天荣说，要有足够的大脑进行完整试验，脑库希望能争取到至少 1000 人同意捐脑。 

谈到对捐赠大脑的研究如何帮助病患，他说其中一个例子是同时分析阿尔茨海默症患者大脑的基因来确定情况，以

便了解大脑细胞的特征如何被疾病改变。 

这类研究显示免疫系统的细胞可能会导致神经元更容易死亡，从而增加脑损伤的可能性，因此针对免疫细胞的药物

或能减缓或防止失智症。 

有意在死后捐赠大脑的公众，可上脑库新加坡网站或拨电 65926952 和 65926547 了解详情。 

 

http://www.brainbanksingapore.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