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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调查目前国内帕金森病患者抑郁、焦虑、精神症状、认知功能障碍和运动并发症患

病率及既往诊断与治疗情况。方法 采用横断面研究，对 2015年 3-5月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

金医院神经科帕金森病专病门诊就诊的原发性帕金森病患者进行面对面调查，采用抑郁自评量表、焦虑

自评量表和简易智能状态检查量表评价患者抑郁、焦虑和认知功能障碍。结果 共纳入 55例帕金森病

患者，抑郁、焦虑、精神症状和认知功能障碍患病率分别为 16.36%（9/55）、14.55%（8/55）、23.64%（13/55）
和 9.09%（5/55），既往诊断与治疗率分别为 2/9、2/8、2/13和 1/5；运动并发症之症状波动和异动症患病率

为 27.27%（15/55）和 9.09%（5/55）。男性与女性患者抑郁（P = 0.858）、焦虑（P = 0.188）、精神症状（P =
0.926）、认知功能障碍（P = 0.286），以及症状波动（P = 0.205）和异动症（P = 0.417）患病率差异均无统计学

意义。结论 帕金森病患者抑郁、焦虑、精神症状、认知功能障碍和运动并发症患病率较高，而诊断与治

疗率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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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prevalenc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depression,
anxiety, psychiatric symptom, cognitive impairment and motor complications of Parkinson's disease (PD).
Methods Face to face interview was carried out among patients with idiopathic PD from Outpatient
Department of Neurology, Ruijin Hospital affiliated to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from
March to May 2015. Self ⁃ Rating Depression Scale (SDS), Self ⁃ Rating Anxiety Scale (SAS), Mini ⁃ Mental
State Examination (MMSE) were used for evaluation of depression, anxiety and cognitive impairment.
Results A total of 55 patients with PD were enrolled in this study. Prevalences of depression, anxiety,
psychiatric symptom and cognitive impairment of PD were 16.36% (9/55), 14.55% (8/55), 23.64% (13/55)
and 9.09% (5/55), respectively. Ratio of previous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were 2/9, 2/8, 2/13 and 1/5,
respectively. Prevalences of fluctuation and dyskinesia were 27.27% (15/55) and 9.09% (5/55), separately.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prevalences of depression (P = 0.858), anxiety (P = 0.188),
psychiatric symptom (P = 0.926), cognitive impairment (P = 0.286), fluctuation (P = 0.205) or dyskinesia (P =
0.417) between male and female PD patients. Conclusions Prevalences of depression, anxiety, psychiatric
symptom, cognitive impairment and motor complications of PD were high, while ratios of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were relatively low.

【Key words】 Parkinson disease; Depression; Anxiety; Mental disorders; Cognition disorders;
Cross⁃sectional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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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金森病（PD）是中老年人的常见神经系统变

性病，我国 65 岁以上人群患病率达 1700/10 万［1］。

研究显示，除震颤、肌强直、运动迟缓、姿势平衡障

碍等运动症状外，抑郁、焦虑、精神症状、认知功能

障碍等非运动症状（NMS）亦较常见［2⁃4］。有文献报

道，帕金森病患者抑郁、焦虑、精神症状和认知功能

障 碍 发 生 率 分 别 为 40% ~ 50% 、3.60% ~ 40% 、

36.60%和 19.70% ~ 35.30%［2⁃4］，影响患者生活质量、

加重照料者负担，因此越来越受到重视。同时，在

疾病治疗过程中症状波动和异动症亦普遍存在。

然而遗憾的是，上述并发症患病率少见报道，诊断

与治疗率也罕见报道。鉴于此，本研究旨在调查目

前国内帕金森病患者抑郁、焦虑、精神症状、认知功

能障碍和运动并发症的患病率及既往诊断与治疗

情况，以为临床干预和相关研究提供依据。

对象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原发性帕金森病的诊断符合英国帕金森病协

会（UKPDS）脑库标准［5］，随访时间 ≥ 1年，同时排除

其他神经系统变性病如多系统萎缩（MSA）、进行性

核上性麻痹（PSP）、原发性震颤等。本研究经上海

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道德伦理委员会审

核批准，所有患者均知情同意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二、研究方法

1. 数据采集 本研究以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

属瑞金医院神经科帕金森病专病门诊为基础进行

横断面研究，由 3 位经过专业培训的调查员采用统

一量表进行面对面调查，内容包括性别、年龄、病

程、受教育程度、Hoehn⁃Yahr分级等一般资料，以及

抑郁、焦虑、精神症状、认知功能障碍和运动并发症

患病率及既往诊断与治疗情况。

2. 神经心理学测验 （1）评价指标：所有受试者

均采用抑郁自评量表（SDS）、焦虑自评量表（SAS）、

简易智能状态检查量表（MMSE）进行抑郁、焦虑和

认知功能障碍评价。（2）评价标准：SDS评分 ≥ 53分

为抑郁，SAS 评分 ≥ 50 分为焦虑［6］，MMSE 评分 ≤

17分（文盲）、20分（小学受教育程度）、24分（初中及

以上受教育程度）为认知功能障碍［7］。

三、统计分析方法

采用 SPSS 19.0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处理与分

析。计量资料以均数 ± 标准差（x ± s）表示，采用两

独立样本的 t 检验；等级资料行 Mann⁃Whitney U 检

验。计数资料以相对数构成比（%）或率（%）表示，

采用χ2检验或校正χ2检验。以 P ≤ 0.05为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

结 果

一、一般资料

选择 2015 年 3-5 月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

属瑞金医院神经科帕金森病专病门诊就诊的原发

性帕金森病患者共 55 例，男性 29 例，女性 26 例；年

龄 37 ~ 79 岁，平均（64.60 ± 7.12）岁；病程 1 ~ 17 年，

平均（5.70 ± 4.07）年；受教育程度文盲 1例（1.82%）、

小学 6 例（10.91%）、初中及以上 48 例（87.27%）；

Hoehn⁃Yahr 分级 1 ~ 3 级，平均（2.06 ± 0.71）级。其

中，男性患者年龄 52 ~ 79岁，平均（66.52 ± 6.47）岁；

病程 1 ~ 17 年，平均为（6.80 ± 4.65）年；受教育程度

小学 3 例（10.34%）、初中及以上 26 例（89.66%）；

Hoehn⁃Yahr 分级 1 ~ 3 级，平均（2.04 ± 0.60）级。女

性患者年龄 37 ~ 76 岁，平均（62.46 ± 7.32）岁；病程

1 ~ 10年，平均（4.60 ± 3.12）年；受教育程度文盲 1例

（3.85%）、小 学 3 例（11.54%）、初 中 及 以 上 22 例

（84.62%）；Hoehn ⁃Yahr 分级 1 ~ 3 级，平均（2.08 ±
0.84）级。男性与女性患者年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 = 2.180，P = 0.034），而病程（t = 1.965，P = 0.055）、

受教育程度（Z = ⁃ 0.598，t = 0.550）、Hoehn⁃Yahr分级

（t = ⁃ 0.147，P = 0.884）等项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

二、患病率及既往诊断与治疗情况

1. 抑郁和焦虑症状 本组 55 例帕金森病患者

中 11例（20%）发生自评抑郁和（或）焦虑症状，其中

9例（16.36%）发生自评抑郁症状、8例（14.55%）发生

自评焦虑症状、6 例（10.91%）同时出现抑郁和焦虑

症状。自评抑郁症状的 9例患者中 3例（3/9）发生于

运动症状前、5例（5/9）发生于运动症状后、1例（1/9）
无法判断，其中 2例（2/9）既往诊断为抑郁症并接受

抗抑郁药物治疗（1例予西酞普兰 40 mg/d、1例予盐

酸度洛西汀 40 mg/d）。自评焦虑症状的 8例患者中

2 例（2/8）发生于运动症状前、5 例（5/8）发生于运动

症状后、1例（1/8）无法判断，其中 2例（2/8）既往诊断

为焦虑症并接受抗焦虑药物治疗（均予盐酸舍曲林

50 mg/d）。男性患者中 4 例（13.79%）发生自评抑郁

症状、2 例（6.90%）发生自评焦虑症状、2 例（6.90%）
同时出现抑郁和焦虑症状；女性患者分别为 5 例

（19.23%）、6例（23.08%）和 4例（15.38%），组间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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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p
Male
Female
Adjusted χ2 value
P value

N
29
26

Depression
4 (13.79)
5 (19.23)
0.032
0.858

Anxiety
2 ( 6.90)
6 (23.08)
1.732
0.188

Depression and anxiety
2 ( 6.90)
4 (15.38)
0.331
0.565

表 1 男性与女性帕金森病患者自评抑郁和（或）焦虑症
状的比较［例（%）］

Table 1. Comparison of self ⁃ rating depression and/oranxiety between male and female PD patients [case (%)]

Group
Male
Female
χ2 value
P value

N
29
26

Psychiatric symptom
7 (24.14)
6 (23.08)
0.009
0.926

Cognitive impairment*
1 ( 3.45)
4 (15.38)
1.140
0.286

表 2 男性与女性帕金森病患者精神症状和认知功能障
碍的比较［例（%）］

Table 2. Comparison of psychiatric symptom andcognitive impairment between male and female PD patients[case (%)]

*adjusted χ2 value

Group
Male
Female
χ2 value
P value

N
29
26

Fluctuation
10 (34.48)
5 (19.23)
1.608
0.205

Dyskinesia*
4 (13.79)
1 ( 3.85)
0.658
0.417

Fluctuation anddyskinesia*
4 (13.79)
1 ( 3.85)
0.658
0.417

表 3 男性与女性帕金森病患者运动并发症的比较
［例（%）］

Table 3. Comparison of motor complications betweenmale and female PD patients [case (%)]

*adjusted χ2 value

未达到统计学意义（均 P > 0.05，表 1）。

2. 精 神 症 状 55 例 帕 金 森 病 患 者 中 13 例

（23.64%）出现精神症状，包括幻觉（10例，18.18%）、

妄想（5例，9.09%）、攻击性行为（2例，3.64%）和情感

淡漠（3例，5.45%）。其中，2例（2/13）精神症状发生

于运动症状前，9 例（9/13）发生于运动症状后，2 例

（2/13）无法判断；既往诊断为精神障碍并行抗精神

病药物治疗 2例（2/13），1例予氯氮平 100 mg/d、1例

予喹硫平 75 mg/d。男性和女性患者出现精神症状

分别为 7 例（24.14%）和 6 例（23.08%），组间差异未

达到统计学意义（P > 0.05，表 2）。

3. 认知功能障碍 55 例帕金森病患者中 5 例

（9.09%）发生认知功能障碍，1 例（1/5）发生于运动

症状前、3例（3/5）发生于运动症状后、1例（1/5）无法

判断，其中 1 例患者（1/5）既往曾予银杏叶片 0.80 g
（3 次/d）。男性和女性患者发生认知功能障碍分别

为 1例（3.45%）和 4例（15.38%），组间差异未达到统

计学意义（P > 0.05，表 2）。

4. 运动并发症 55 例帕金森病患者中 15 例

（27.27%）出现症状波动，病程 5 ~ 17年、平均（9.83 ±
3.95）年；5例（9.09%）出现异动症，病程 9 ~ 17年、平

均（13.00 ± 3.65）年；5例（9.09%）同时出现症状波动

和异动症，病程 9 ~ 17年、平均（13.00 ± 3.65）年。出

现症状波动的 15例患者中 13例（13/15）发生剂末现

象，7 例（7/15）发生“开关”现象；出现异动症的 5 例

患者中 3 例（3/5）表现为剂初异动症，2 例（2/5）为不

可预测。出现症状波动和（或）异动症的 15 例患者

中 11 例（11/15）有自知力，4 例（4/15）无自知力。男

性 患 者 中 10 例（34.48%）出 现 症 状 波 动 、4 例

（13.79%）出现异动症、4 例（13.79%）同时出现症状

波动和异动症，女性患者分别为 5 例（19.23%）、1 例

（3.85%）和 1 例（3.85%），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 > 0.05，表 3）。

讨 论

本研究是以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

院神经科帕金森病专病门诊就诊患者为基础的横

断面研究，共纳入 55 例原发性帕金森病患者，初步

调查帕金森病患者抑郁、焦虑、精神症状、认知功能

障碍和运动并发症患病率及既往诊断与治疗情况。

在本研究中，20%（11/55）帕金森病患者发生自

评抑郁和（或）焦虑症状，其中自评抑郁症状、自评

焦虑症状和同时出现抑郁和焦虑症状患病率分别

为 16.36%（9/55）、14.55%（8/55）和 10.91%（6/55），与

付 朝 伟 等 ［8］报 告 的 大 样 本 流 行 病 学 调 查 结 果

（19.20%、15.50%、10.60%）相近，但低于李丽娟等［9］

报告的 44.90%、46.90%、28.60%，其原因可能是本研

究所采用的抑郁和焦虑评价量表与后者不同。值

得注意的是，超过一半的自评抑郁和（或）焦虑患者

同时出现抑郁和焦虑症状，提示二者常并存。本研

究抑郁和焦虑症状出现于运动症状前者分别占 3/9
和 2/8，与一项 Meta 分析所报道的抑郁和（或）焦虑

症状既往史可能是帕金森病危险因素的结论相一

致［10］。而且，不同性别患者抑郁和（或）焦虑症状患

病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在本研究中，发生自评抑

郁和焦虑症状患者既往诊断与治疗率分别为 2/9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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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高于同类研究报道的 16.30%和 3.50%［8］，但是

由于本研究样本量较小，尚待进一步扩大样本量加

以验证。

本研究结果显示，23.64%（13/55）帕金森病患者

出现精神症状，依次表现为幻觉（10例，18.18%）、妄

想（5例，9.09%）、情感淡漠（3例，5.45%）和攻击性行

为（2 例，3.64%），与国内外同类研究报道的帕金森

病 患 者 精 神 障 碍 、幻 觉 、妄 想 患 病 率 为 33% ~
36.60%、17% ~ 29.30%、7.30% ~ 16%相近［11 ⁃ 12］。而

且，不同性别患者精神症状患病率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值得注意的是，出现精神症状者既往诊断与治

疗率仅为 2/13。
在本研究中，9.09%（5/55）帕金森病患者发生认

知功能障碍，不同性别患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且

认知功能障碍既往诊断与治疗率为 1/5。有文献报

道 ，帕 金 森 病 患 者 痴 呆 的 点 患 病 率 为 19.70% ~
35.30%［4］，约 19%初诊帕金森病患者存在认知功能

障碍［13］，与本研究结果差异较大，可能原因是，一方

面样本量不同，另一方面认知功能评价量表不同。

本研究结果显示，帕金森病患者症状波动、异

动症、同时发生症状波动和异动症患病率分别为

27.27%（15/55）、9.09%（5/55）、9.09%（5/55），与国内

文献报道的帕金森病患者症状波动和异动症发生

率为 33.60%和 12.30%相近［14］。值得注意的是，本

研究发现存在异动症的患者均同时伴症状波动。

症状波动主要表现为剂末现象，其次为“开关”现

象；异动症主要表现为剂初异动症，其次为不可预

测。而且，不同性别患者运动并发症患病率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

综上所述，本研究初步反映了目前国内帕金森

病患者抑郁、焦虑、精神症状、认知功能障碍和运动

并发症患病率及既往诊断与治疗情况，但是本研究

仅为初步调查，样本量较小，尚待扩大样本量进一

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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