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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对帕金森病的治疗应用巴丝肼联合普拉克索的效果进行相关探究。方法：选择我院 2018 年 6 月—2019 年 10 月收治的帕金森
患者 86 例进行研究，并按照随机原则以对照组和试验组均分。对照组治疗使用药物多巴丝肼，对试验组患者以此为基础增加普拉克索，对
两组患者的治疗效果和发生不良反应的概率进行对比。结果：治疗后对照组患者的临床效果（790.7%）明显低于试验组（97.67%），两组对
比的统计学差异表示为 P＜0.05；对比不同组别发生不良反应的概率，差异统计学意义不明显（P＞0.05）。结论：对帕金森病患者进行治疗
采用多巴丝肼联合普拉克索可获得良好的效果，患者的临床症状和不良反应的情况都得到明显的改善，临床治疗中应用价值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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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金森病的治疗药物主要为多巴胺受体激动剂、抗胆碱能药

物、B 型单胺氧化酶抑制剂等。多巴丝肼治疗效果虽然较好，但针
对一些非运动症状的患者并没有较好的效果。普拉克索可使患者精
神状态和运动障碍得到有效的改善。本文分析了临床上普拉克索联
合多巴丝肼对帕金森病进行治疗的效果进行研究，具体分析为： 
1.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研究选择我院 2018 年 6 月—2019 年 10 月收治的帕金森患者
86 例，以对照组和试验组的组别平均分配。本次研究把伴随神经系
统严重损伤、对于研究中使用的药物过敏的患者、伴随脏器功能严
重受损等患者排除。该研究征得所有患者的同意，且其对相关知情
同意书做了签署。 

对照组患者男女比例为 22:21；年龄从 54 岁至 85 岁不等，均
龄为（68.5±1.4）岁；试验组患者男女比例为 22:21；年龄从 55 岁
至 83 岁不等，均龄为（68.8±0.3）岁。比较分析两组患者的一般
资料没有发现显著的统计学意义（P＞0.05）。 
1.2 方法 

对照组患者治疗选择多巴丝肼（0.25g/片）口服，控制其剂量
为每日一次，每次 1-3 片，并根据患者的实际情况合理调整剂量；
以此为基础对试验组患者增加普拉克索（0.75mg/片）口服，控制其
服用剂量为每日三次，每次 0.75mg，可根据患者具体恢复情况对其
剂量每 5-7d 进行一次调整，在患者耐受的情况下可以遵医嘱适当
增加服用量。连续对不同组患者进行 12 周的治疗后对其临床疗效
进行观察。 
1.3 观察判断指标 

对两组患者的临床治疗效果进行比较分析。患者的运动和神经
功能症状完全消失，有良好的精神状态，而且在半年内没有复发的
迹象表示痊愈；患者的神经健康评分有 75%的提升，运动和非运动
症状改善比较明显表示显效；患者的神经健康评分有超过 40%的提
升，临床运动和非运动状况出现一定好转表示有效；患者临床神经
功能没有得到改善表示无效。痊愈率+显效率+有效率=治疗总有效
率。 

对不同组别患者发生不良反应的概率进行对比和分析，主要从
妄想、恶心呕吐、腹泻、体位性低血压等方面进行比较。 
1.4 统计学分析 

本 文 研 究 所 涉 及 到 的 相 关 数 据 的 分 析 采 用 统 计 学 软 件
SPSS21.0 进行，采用（ x ±s）和百分率（%）表示计量和计数资
料单位，并采用 t 和 x2 对两组资料进行检验，数据比较差表示为 P
＜0.05。 
2.结果 
2.1 比较不同组患者的临床效果（见表 1） 

表 1  两组患者的临床效果对比[n(%)] 
组别 例数 痊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对照组 43 15(34.88) 8(18.60) 11(25.58) 9(20.93) 34(79.07) 
试验组 43 25(58.14) 10(23.26) 7(16.28) 1(2.33) 42(97.67) 
X2 值      6.802 
P 值      0.008 

如表 1 所示，治疗后对照组患者的临床效果（790.7%）明显低

于试验组（97.67%），两组对比的统计学差异表示为 P＜0.05。 
2.2 比较不同组患者发生不良反应的概率（见表 2） 

表 2  两组患者发生不良反应的概率[n(%)] 

组别 例数 妄想 
恶心
呕吐 

腹泻 
体位性
低血压 

不良反
应率 

对照组 43 2 2 2 1 7(16.28) 
试验组 43 1 2 1 2 6(13.95) 
X2 值      5.304 
P 值      0.003 

       
如表 2 所示，对照组患者不良反应中妄想、恶心呕吐、腹泻、

体位性低血压分别有 2 例、2 例、2 例、1 例，发生不良反应的概率
为 16.28%；试验组患者不良反应中妄想、恶心呕吐、腹泻、体位
性低血压分别有 1 例、2 例、1 例、2 例，发生不良反应的概率为
13.95%。对比不同组别发生不良反应的概率，差异统计学意义不明
显（P＞0.05）。 
3.讨论 

作为神经系统的一种疾病，帕金森的发病原因仍不明确，病理
改变主要是中脑黑质多巴胺能神经元变性死亡，而在和黑质多巴胺
神经元的变性死亡的主要参与因素有年龄、环境、遗传、应激等。
患者出现疾病后，可表现为运动迟缓、静止性震颤、姿势步态障碍
等现象， 

临床发生静止性震颤的患者约占 70%，部分患者可有焦虑、低
落、认知和睡眠等障碍，严重的威胁到自身健康的生活。在临床上
对帕金森病进行治疗采用的主要是多巴丝肼，该药剂作为由左旋多
巴和苄丝肼构成的一种复方制剂，苄丝肼可对脑外组织中左旋多巴
的脱羧反应起到重要的抑制作用，大脑组织中进入左旋多巴后可快
速的发生脱羧反应形成多巴胺，促使患者的病情得到改善。但是在
实际治疗过程中，让患者单纯的口服多巴丝肼药物治疗在改善非运
动症状的方面并没获得预期效果，还会发生许多不良反应。普拉克
索作为一种多巴胺受体激动剂，针对多巴胺 D2 受体的选择性较高，
用药后可直接对多巴胺发生作用，可使患者的精神状态和运动功能
得到有效的改善。 

本文通过相关研究可知，和对照组患者相比，采用多巴丝肼联
合普拉克索药物治疗的试验组患者的治疗总有效率明显较高（P＜
0.05），说明多巴丝肼联合普拉克索口服，可使患者各种临床症状
得到较大的改善，极大的提升临床疗效，对患者不良心理状况有重
要的稳定作用。 

综上所述，多巴丝肼联合普拉克索治疗帕金森病患者可获得良
好的疗效，患者心理和生理状态改善明显，并使其在后续治疗中以
平和的心态对待，可以在临床治疗中加强推广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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