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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arkinson’s disease (PD) is a common degenerative disease of the nervous system in middle-aged 
and elderly people, with a high disability rate. Once the disease occurs, it will accompany the latter 
half of the patient’s life, and gradually affect the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and their families. At 
present, drug treatment is still the first choice for Parkinson’s disease. In recent years, many stu-
dies have shown that exercise rehabilitation has a certain effect on the rehabilitation of Parkin-
son’s disease.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discuss the application of exercise rehabilitation in 
the rehabilitation treatment of Parkinson's disease by consulting the lit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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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帕金森病(Parkinson’s disease, PD)是一种常见于中老年人的神经系统变性疾病，致残率高，一旦发病，

将伴随病人的后半生，并逐渐影响到病人及家属的生活质量。目前治疗帕金森病首选仍是药物治疗。近

年来很多研究表明，运动康复对于帕金森病的康复具有一定效果。本文旨在通过查阅文献，讨论运动康

复在帕金森患者康复治疗中的应用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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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帕金森病是一种神经退行性疾病，我国 65 岁以上人群总体患病率为 1700/10 万[1]。帕金森病临床表

现包括两大类，即运动症状和非运动症状[2]。帕金森病的运动障碍，需要长期的康复治疗，对家庭和社

会造成巨大的压力[3]。目前的治疗方法包括药物治疗、外科手术、脑深部电刺激术、康复治疗等[4]。物

理治疗是帕金森病患者除药物和外科治疗之外的一种可行的治疗方法[5]。运动康复是指康复治疗师辅助

患者或患者自行对自身肌力训练的一种康复方法[6]。本文旨在通过查阅文献，讨论运动康复在帕金森患

者康复治疗中的应用现状。 

2. 帕金森病的发病机制及症状 

1871 年英国医生 James Parkinson 发现此病到现在已经有 200 多年的历史[7]。帕金森病(Parkinson 
disease, PD)是仅次于阿尔茨海默病的第二常见的神经退行性疾病，好发于 60 岁以上人群[8]。帕金森病确

切的发病机制迄今尚不十分清楚[2]。帕金森病作为慢性、高特异性的老年疾病，其发病机制包括了遗传

因素、年龄因素、环境因素等许多因素，临床治疗方面存在一定的难度[9]。目前认为，氧化应激导致线

粒体功能障碍、内质网应激导致的异常蛋白质折叠、神经炎症等因素与 PD 发生发展密切相关。多个分

子通路在网络中协同作用诱导多巴胺能神经元变性已成为 PD 发病的中心环节[8]。帕金森的临床症状主

要为肢体震颤、行动迟缓、肌肉僵直等运动功能障碍，并伴有情绪低落、睡眠障碍、认知障碍等非运动

症状，严重者还有抑郁倾向[10]。帕金森病运动症状包括[11]：1) 肢体运动症状：静止性震颤、运动迟缓、

肌肉僵硬、姿势障碍；2) 面部及口咽部运动症状：面具脸、构音障碍、吞咽障碍、流涎；3) 异常步态：

步行时上肢摆动减少，曳行步态、慌张步态、站立及翻身困难；4) 日常生活：写字过小症、切食物、喂

食、个人卫生、日常活动变慢；5) 其他症状：眉间反射、眼睑痉挛、肌张力障碍、脊柱侧弯、躯干前屈

等。帕金森病非运动症状包括精神障碍、行为及心理问题、感觉障碍、自主神经功能障碍、睡眠障碍等

[12]。抑郁症是帕金森病最常见的非运动症状之一，其发病率约为 11.17%。目前很多证据显示，黑质纹

状体和脑皮质边缘的多巴胺能系统的进行性退化，进而引起 5-羟色胺能分泌减少是导致帕金森病相关性

抑郁症的主要原因[13]。有研究表明 1/3 的帕金森病患者有颈部或者躯干的姿势异常。帕金森病的姿势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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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包括，矢状面畸形：躯干前曲症，垂颈症；冠状面畸形：Pisa 症和脊柱侧弯等[14]。帕金森病最主要的

临床表现是运动功能障碍，于是，如何更有效的提高帕金森患者的运动功能成为目前研究的热点[15]。 

3. 帕金森病的常规治疗方法 

药物治疗仍是治疗帕金森病的首选手段[16]。关于治疗 PD 的药物种类较多，包括抗胆碱能药等一系

列药物[17]。汪云春[10]等人研究表明美多芭和森福罗联合使用治疗帕金森的治疗效果好，运动并发症风

险低，不良反应少，且对神经系统的损伤小，相对于单一使用美多芭治疗优势明显，安全性高，可在临

床中广泛应用。李建玉[18]通过研究表明普拉克索治疗帕金森综合症患者临床效果显著，可提高患者的治

疗总有效率和生活质量，改善患者的情绪障碍，值得在临床推广。非药物治疗包括物理及作业疗法、康

复护理工程、传统康复疗法以及心理疏导[19]。目前临床上常采取的非药物疗法包括深部脑刺激、认知疗

法、基因疗法、细胞替代疗法等，所有这些新的非药物疗法已证实能够改善患者的神经精神症状，且能

减轻药物疗法所引起的副作用[20]。物理及作业疗法包括：物理治疗、体育疗法、运动疗法、功能训练、

心理治疗、职业训练及日常生活训练等。物理治疗是帕金森病患者治疗过程中重要的方法之一，是药物

治疗和外科手术治疗之外的补充[5]。康复护理工程：如体位护理、膀胱护理、肠道护理、辅助器械的使

用，利用矫形器、假肢及辅助器械等以补偿生活能力和感官的缺陷等。传统康复疗法：如中医针炙、按

摩、推拿，特殊穴位注射特效药物疗法等。张乘云[21]通过研究表明中西医结合治疗帕金森病有较好的疗

效，并且显著优于常规治疗方法，对帕金森患者的身体健康有积极作用，值得进行深入研究。陈新新[22]
等人通过研究表明针灸对缓解抑郁、便秘、失眠等非运动症状有很好的治疗效果，除此之外，临床上针

灸治疗 PD 运动症状已受到肯定，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延缓病情进展，且无明显的副反应，这使针灸可作

为长期的治疗手段。心理疏导及治疗：对心理、精神、情绪和行为有异常的患者进行个别或集体心理调

整或治疗。帕金森病的其他疗法包括手术疗法、干细胞移植疗法、基因疗法等[16]。 

4. 运动康复在帕金森患者康复治疗中的效果及应用现状 

目前，帕金森病主要治疗仍是药物替代疗法，但长期用药后常会有症状波动、运动及精神障碍，且

随病情进展，药效逐渐减弱甚至完全消失。运动疗法是指导患者适当进行各种训练活动，对改善帕金森

病患者的运动障碍，提高日常生活能力有明显效果[23]。梁广旭[4]等人通过研究表明，运动疗法可以改

善帕金森患者的多种功能障碍。其中，平衡训练的长期效果最为显著，其次是步态练习。黄俊清[23]等人

通过实验表明，运动疗法对改善帕金森病患者的运动障碍，提高日常生活能力有明显效果。裴海霞[24]
等人通过研究表明应用帕维尔运动训练系统对帕金森患者进行康复，其日常生活能力的改善明显优于对

照组。许秋生[25]等人通过研究表明康复运动训练能够改善帕金森患者的运动功能，无论是上肢灵活性和

精细活动，还是平衡功能和步行能力都可以得到改善。张君[26]等人通过研究表明康复运动干预作为一种

有效且简单、易学的辅助措施，可以明显改善帕金森病病人的肢体运动障碍，提高生活自理能力。梁雪

兴[27]等人研究中明确指出，对帕金森病康复患者实施运动指导护理能提高临床疗效，缓解其心理压力，

为治疗依从性提供重要保障，促进患者运动状态与精神状态能早期恢复，改善预后与生活质量，因此，

在临床被广泛应用。程卓慧[28]通过研究表明对帕金森病康复患者采用运动指导护理能有效改善其精神状

态，提高患者的运动功能，促进运动功能康复，值得推广。邢军[29]等人通过研究发现康复运动平台通调

督脉运动核心肌群疗法对患者的运动功能、平衡功能、脊柱关节活动度及日常活动能力的改善十分明显。

Jesús Seco Calvo [30]等人对 27 例帕金森病患者进行分组对比实验，一组为药物治疗组，另一组为药物结

合运动康复组。进过 8 个月的康复锻炼，两组的 UPDRS 评分均明显降低，但运动结合药物治疗组效果

更加显著。此外，我国在康复机器人辅助帕金森患者康复治疗方向的相关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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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钟[31]等人通过实验表明 Lokomat 下肢康复机器人步态训练，可帮助患者进行运动再学习，具备许多

人工所无法比拟的特点，如长期、稳定地定量运动输入，并实时反馈，保证训练的一致性和持续性，实

现训练方案及康复评估参数化。 

5. 结语 

运动康复对改善帕金森病患者的运动症状以及非运动症状有一定效果。但相关研究从不同角度来看

仍有很多不完善之处，比如如何保证患者在进行运动康复治疗时的安全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研究与讨论。

临床需要进一步研究为帕金森病患者的运动康复治疗提供更多的依据。帕金森病的运动康复需要一个长

期的过程进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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