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犬科认知功能障碍综
合征
犬科认知功能障碍综合征是一种退行性、代谢性脑部疾
病, 类似于人类的阿尔茨海默病, 与年龄增长有关。

重要信息

  随着年龄的增长, 大脑可能会发生代谢、功能和结构变化, 从而可能导致认知功能障碍综合征。

  健康的大脑依赖葡萄糖作为主要能量来源, 但老年犬的大脑在葡萄糖代谢方面的效率降低, 导致大脑能量耗损。对
认知功能至关重要的大脑区域的葡萄糖代谢降低幅度最大。

  随着年龄的增长, 自由基的产生增加, 内源性抗氧化剂的水平降低, 导致氧化应激和细胞损伤。

  促炎化合物水平升高会导致慢性低度炎症状态。

  大脑中的血管可能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出现瘢痕, 血管壁也会增厚。这样会减少大脑血流量, 脑细胞的供氧供能也随
即减少。

   B 族维生素参与多种代谢反应, 包括葡萄糖代谢和神经递质产生。在人类中, 研究表明维生素 B 缺乏症与老年人的
认知功能障碍之间存在关联。

随着年龄的增长, 大脑会发生多种代谢、功能和结构变化, 如果程度比较严重, 则会导致认知功能障碍综合征。临床
体征可能包括记忆力、注意力和可训练性问题, 以及定向力障碍、睡眠-觉醒周期变化及社交互动减少。据估计, 犬科
认知功能障碍综合征的患病率为 14% 至 35%, 患病率和严重程度随年龄增长而增加。虽然认知功能障碍综合征无法
治愈, 但包括针对性营养方案在内的多模式治疗管理方法可能有助于控制症状, 并减缓疾病的进一步进展。  

治疗性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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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rina Institute 提供易于掌握的科学信息, 帮助宠物活得更长寿、更健康, 促进人们在讨论宠物健康时将
营养放在第一位。

重要信息（续）

  针对这些变化而制定的营养策略有助于控制犬科认知功能障碍综合征的症状, 并减缓进一步进展：

  中链甘油三酯 (MCT) 可为大脑提供替代能量来源（酮类和中链脂肪酸）。高达 60-70% 的大脑能量需求可以通过
酮类得到满足。

  维生素 C 和 E 等抗氧化剂可能有助于减少氧化应激。

  Omega-3 脂肪酸 DHA 和 EPA 具有抗炎活性。

  氨基酸精氨酸是一氧化氮的前体, 可能有助于改善脑血流。

  B 族维生素可支持大脑健康。虽然维生素 B 缺乏症与人类的认知功能障碍有关, 但其他研究表明, 补充高于预防缺
乏所需的水平也可能提供认知益处。

   Purina 研究表明, 认知功能障碍综合征患犬在喂养含有 MCT 油类、Omega-3 脂肪酸、抗氧化剂、精氨酸和 B 族维生
素的专利混合物的饮食后, 所有 6 个 DISHAA 类别中有 5 个在 30 天内得到显著改善, 且所有 6 个类别在 90 天内均得
到显著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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