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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血管性帕金森综合征(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ＰａｒｋｉｎｓｏｎｉｓｍꎬＶＰ)的发生率

约占帕金森综合征(Ｐａｒｋｉｎｓｏｎ′ｓ ｄｉｓｅａｓｅꎬ ＰＤ)的 ２％ ~ １２％ [１] ꎮ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加速ꎬ脑卒中及脑白质损害的发病率明显

增加ꎬ伴发的运动障碍及认知障碍会导致患者运动功能和生活

能力显著下降ꎬ给家庭及社会带来了沉重负担ꎮ 专家共识[１] 指

出ꎬ采用 ＰＤ 药物治疗 ＶＰ 帕金森样运动症状的疗效欠佳ꎮ 但有

证据显示左旋多巴可改善血管性帕金森患者的运动症状ꎬ并提

高其生活质量[２] ꎮ 也有研究提示司来吉兰可改善 ＶＰ 的运动症

状[３] ꎮ 借鉴 ＰＤ 相关指南建议的药物联合治疗策略[４] ꎬ本研究

采用美多巴及司来吉兰治疗 ＶＰ 患者ꎬ观察联合重复经颅磁刺

激(ｒｅｐｅｔｉｔｉｖｅ ｔｒａｎｓｃｒａｎｉａｌ 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ꎬｒＴＭＳ)对患者运动

功能的影响ꎬ报道如下ꎮ
一、对象与方法

纳入标准:①符合«２０１７ 中国血管性帕金森综合征诊断与

治疗专家共识»中 ＶＰ 的诊断标准[１] ꎻ②５０ 岁及以上患者ꎻ③愿

意参加本研究调查ꎬ签署知情同意书ꎮ 排除标准:①脑外伤ꎻ②
伴有其他精神疾患ꎬ既往有焦虑症或抑郁症者ꎬ或有服用抗精

神病药物史ꎻ③脑瘤、脑积水、脑炎等引起的帕金森综合征ꎻ④
伴有严重的精神障碍和认知功能障碍ꎬ不能配合治疗者ꎻ⑤合

并其他严重心、脑、肾、内分泌、造血系统疾病或代谢障碍、恶性

肿瘤ꎻ⑥颅内有金属异物ꎬ或安装有心脏起搏器、心脏支架置

入、耳蜗置入、颅高压、癫痫等ꎮ 选取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至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在青海省人民医院神经内科门诊及住院诊治的 ＶＰ 患者 ６１
例ꎮ 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将其分为药物组(３１ 例)和联合组(３０
例)ꎮ ２ 组患者性别、年龄、教育程度、职业等一般资料比较ꎬ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ꎬ具有可比性ꎬ详见表 １ꎮ

表 １　 ２ 组患者一般资料

组别 例数
性别(例)

男 女

年龄
(岁ꎬｘ－±ｓ)

教育程度
[例(％)]
小学及以下

职业
[例(％)]
农牧民

药物组 ３１ ２０ １１ ６７.７±６.０ １５(４８.３９) １４(４５.１６)
联合组 ３０ ２２ ８ ６６.５±５.１ １１(３６.６７) １１(３６.６７)

２ 组患者在常规脑血管疾病治疗的基础上给予美多巴(起
始剂量每次 ６２.５ ｍｇ、每日 ３ 次ꎬ３ 周后加量为每次 １２５ ｍｇ、每日

３ 次)和司来吉兰(每次 ５ ｍｇ、每日 １ 次、早晨服用)治疗ꎮ 联合

组在上述基础上增加 ｒＴＭＳ 治疗ꎬ１０ ｄ 为 １ 个疗程ꎬ共 １ 个疗

程ꎬ均采用“８”字形线圈ꎮ 双侧 Ｍ１ 区ꎬ刺激频率 １０ Ｈｚꎬ８０％运

动阈值刺激强度ꎬ每日刺激 ２０００ 个脉冲ꎻ双侧小脑ꎬ刺激频率

１０ Ｈｚꎬ１００％运动阈值刺激强度ꎬ每日刺激 １２００ 个脉冲ꎮ
治疗前、治疗后 １０ ｄ 及 ４０ ｄꎬ采用统一帕金森病综合评定

量表第二部分(ｕｎｉｆｉｅｄ Ｐａｒｋｉｎｓｏｎ′ｓ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ｒａｔｉｎｇ ｓｃａｌｅ ⅡꎬＵＰＤＲＳ
Ⅱ)和统一帕金森病综合评定量表第三部分(ｕｎｉｆｉｅｄ Ｐａｒｋｉｎｓｏｎ′ｓ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ｒａｔｉｎｇ ｓｃａｌｅ Ⅲꎬ ＵＰＤＲＳ Ⅲ) 对 ２ 组患者进行评定ꎮ
ＵＰＤＲＳ Ⅱ即日常生活能力部分ꎬ包括言语、吞咽、书写、刀切食

物和使用餐具、穿衣、个人卫生、跌倒、步行等ꎬＵＰＤＲＳ Ⅲ即运动

检查部分ꎬ包括言语、面部表情、静止性震颤、双手动作性震颤

或姿势性震颤、强直、轮替动作、姿势、步态、姿势的稳定性

等[５] ꎮ 每次评分均在上午未服用抗帕金森药物前进行ꎬ记录评

分及评分差值ꎮ
采用 ＳＰＳＳ ２２.０ 版统计学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ꎬ计量资料

采用(ｘ－±ｓ)形式表示ꎬ组间两两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ｔ 检验ꎬ组内

比较采用方差分析及 Ｄｕｎｎｅｔｔ 检验ꎬ计数资料组间比较采用卡

方检验ꎮ Ｐ<０.０５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二、结果

治疗前ꎬ２ 组患者 ＵＰＤＲＳⅡ、Ⅲ评分比较ꎬ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ꎮ 与组内治疗前比较ꎬ２ 组患者治疗 １０ ｄ 后 ＵＰＤＲＳ
Ⅱ、Ⅲ评分有所降低ꎬ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ꎬ治疗 ４０ ｄ
后 ＵＰＤＲＳⅡ、Ⅲ评分明显降低(Ｐ<０.０５)ꎮ 联合组治疗 １０ ｄ、治
疗 ４０ ｄ 后的 ＵＰＤＲＳⅡ、Ⅲ评分与药物组同时间点比较ꎬ差异均

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ꎮ 与药物组治疗后同时间点比较ꎬ联合

组治疗 ４０ ｄ 后的 ＵＰＤＲＳⅡ、Ⅲ评分差值较大ꎬ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ꎮ 详见表 ２、表 ３ꎮ

表 ２　 ２ 组患者治疗前后不同时间点的 ＵＰＤＲＳⅡ、Ⅲ评分

比较(分ꎬｘ－±ｓ)

组别 例数 ＵＰＤＲＳⅡ ＵＰＤＲＳⅢ

药物组

　 治疗前 ３１ １１.２１±２.１５ ３２.８３±２.１２
　 治疗 １０ ｄ 后 ３１ １０.７５±１.９４ ３２.１９±２.１２
　 治疗 ４０ ｄ 后 ３１ １０.０１±２.２０ａ ２８.７９±２.０７ａ

联合组

　 治疗前 ３０ １１.４７±２.２３ ３３.０７±２.３２
　 治疗 １０ ｄ 后 ３０ １０.３５±２.１６ ３２.４５±２.２２
　 治疗 ４０ ｄ 后 ３０ ８.９７±２.１２ａ ２７.７３±２.１３ａ

　 　 注:与组内治疗前比较ꎬａＰ<０.０５

０３９ 中华物理医学与康复杂志 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第 ４３ 卷第 １０ 期　 Ｃｈｉｎ Ｊ Ｐｈｙｓ Ｍｅｄ Ｒｅｈａｂｉｌꎬ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２１ꎬ Ｖｏｌ. ４３ꎬ Ｎｏ.１０



表 ３　 ２ 组患者治疗后不同时间点的 ＵＰＤＲＳⅡ、Ⅲ评分差值

比较(分ꎬｘ－±ｓ)

组别 例数 ＵＰＤＲＳⅡ评分
差值

ＵＰＤＲＳⅢ评分
差值

药物组

　 治疗 １０ ｄ 后 ３１ ０.４６±２.０５ ０.６４±２.１２
　 治疗 ４０ ｄ 后 ３１ １.２０±２.１８ ４.０４±２.１０
联合组

　 治疗 １０ ｄ 后 ３０ １.１２±２.２０ ０.６２±２.２７
　 治疗 ４０ ｄ 后 ３０ ２.５０±２.１８ａ ５.３４±２.２３ａ

　 　 注:与药物组治疗后同时间点比较ꎬａＰ<０.０５

三、讨论

ＶＰ 常合并脑血管病危险因素ꎬ如高血压、冠状动脉粥样硬

化性心脏病、高脂血症等ꎮ Ｃｒｉｔｃｈｌｅｙ[６]将 ＶＰ 命名为动脉硬化性

帕金森综合征ꎬ其病理学特征是存在血管因素所致的脑损害表

现ꎬ主要为缺血ꎬ出血较为罕见[７] ꎮ ＶＰ 患者颅脑血管的异常率

明显高于 ＰＤ 患者ꎬ使用经颅多普勒超声或颈动脉彩色超声等

手段有助于 ＶＰ 的诊断[８] ꎮ ＶＰ 专家共识中提到ꎬ治疗 ＶＰ 主要

从以下 ３ 个方面入手:帕金森综合征的治疗、脑血管病的治疗

及血管性危险因素的控制、认知功能障碍的治疗ꎮ 但针对脑血

管病的药物并不能减轻或治疗 ＶＰ 患者已经出现的帕金森样运

动症状[９] ꎮ
司来吉兰是选择性单胺氧化酶 Ｂ 抑制剂ꎬ可降低脑内多巴

胺的代谢ꎬ延长左旋多巴的有效时间ꎬ具有神经保护作用ꎮ 有

研究报道ꎬ司来吉兰可有效改善 ＶＰ 患者的运动症状[３] ꎮ 本研

究中ꎬ患者接受了美多巴与司来吉兰的联合药物治疗ꎬ结果发

现 ＶＰ 患者的帕金森样运动症状有所改善ꎬ但治疗后 ４０ ｄ 时效

果才较为显著ꎬ与治疗 ＰＤ 患者比较ꎬ显效慢[１０] ꎮ 这一结论与

冯涛等[１１]的研究结果一致ꎮ 虽然既往有研究认为 ＶＰ 患者服

用复方多巴类药物基本无效ꎬ 并据此与 ＰＤ 进行鉴别诊断[１２] ꎮ
但在临床工作中ꎬ对可疑的 ＶＰ 患者都应给予复方多巴治疗ꎬ在
得出确切诊断前均应给予充足时间的治疗[１１] ꎮ

ＶＰ 专家共识中指出ꎬ经颅磁刺激 ( ｔｒａｎｓｃｒａｎｉａｌ 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ꎬＴＭＳ)对 ＶＰ 患者帕金森样运动障碍可能有一定的疗

效[１] ꎮ 韩宇等[１３]比较了不同频率(０.２、１、５、１０、２５、５０ Ｈｚ)ＴＭＳ
治疗 ＰＤ 患者运动功能障碍的疗效ꎬ发现无论是低频还是高频

ＴＭＳꎬ均可改善 ＰＤ 患者的运动障碍ꎬ以高频 ＴＭＳ 的效果为佳ꎮ
在另一项荟萃分析中观察到ꎬ高频 ＴＭＳ 刺激双侧初级运动皮质

(Ｍ１ 区)在改善 ＰＤ 患者运动症状方面有更大的效应[１４] ꎮ 目

前ꎬ有关 ＶＰ 患者的 ＴＭＳ 治疗已有一些探索性研究ꎬ如谢仁明

等[１５]采用 ０.１ Ｈｚ 超低频和 ５ Ｈｚ 高频 ＴＭＳ 分别治疗 ＶＰ 患者ꎬ
刺激部位为 Ｍ１ 区ꎬ结果提示超低频与高频 ＴＭＳ 均可改善 ＶＰ
患者的临床症状ꎬ提高其生活质量ꎬ且安全性较好ꎮ 本研究中ꎬ
ＴＭＳ 的刺激靶点选择了高频下双侧初级运动皮质(Ｍ１ 区)和低

频下双侧小脑ꎬ原因是 ＴＭＳ 有关运动症状的参数较多ꎬ拟进行

综合参数下的治疗方案ꎬ且近年来有神经影像学和行为学研究

证实ꎬ小脑在计划和执行复杂运动任务以及参与执行功能中都

起到重要的作用[１６] ꎮ 本研究中ꎬ联合组治疗后４０ ｄ的 ＵＰＤＲＳ
Ⅱ、Ⅲ评分较药物组明显降低ꎬ说明综合参数下的 ｒＴＭＳ 治疗对

ＶＰ 患者有效ꎮ 治疗中ꎬ所有患者均未出现明显不良反应ꎬ说明

安全性较好ꎮ

本研究中ꎬ患者在治疗后 ４０ ｄ 时的效果才较显著ꎬ分析

ｒＴＭＳ作用于 ＶＰ 患者治疗反应较 ＰＤ 延后的可能机制:①ＶＰ 主

要是由血管因素引起的脑损害表现ꎬ主要病变部位累及皮质下

脑白质、基底节区、丘脑和中脑ꎬ血管病理改变以脂质玻璃样变

性等小动脉硬化为主ꎻ脑组织病理改变以腔隙及脑白质损害为

主ꎬ伴严重的少突胶质细胞脱失ꎮ 与 ＰＤ 比较ꎬＶＰ 既没有严重

的中脑黑质多巴胺能神经元脱失ꎬ也没有路易小体形成ꎬ即 ＶＰ
病理改变更复杂、病理累积范围更广ꎬ所以在相同的治疗手段

下反应相对 ＰＤ 更差ꎬ从而出现治疗反应延后的情况[１７] ꎻ②部

分发生在中脑黑质或基底节区的脑卒中 ＶＰꎬ表现为偏侧帕金

森综合征ꎬ有些可以自行好转ꎬ有些对左旋多巴治疗反应良好ꎮ
而部分发生于皮质下脑白质病变的 ＶＰꎬ常隐匿性起病ꎬ表现为

双下肢步态障碍ꎬ病情多呈缓慢进展恶化趋势ꎬ多巴胺能药物

疗效差ꎮ 相较于 ＰＤꎬＶＰ 起病形式和病情进展的异质性较大ꎬ
可能导致 ＶＰ 对相应治疗的反应延后[１ꎬ１８] ꎮ

综上ꎬ在药物治疗基础上联合 ｒＴＭＳ 治疗ꎬ可进一步改善

ＶＰ 患者的运动功能ꎬ提高其日常活动能力ꎬ值得临床上应用ꎮ

参　 考　 文　 献

[１] 王丽娟ꎬ张玉虎. 中国血管性帕金森综合征诊断与治疗专家共识

[Ｊ] .中华神经科杂志ꎬ２０１７ꎬ５０(５):３２６￣３３１.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 / ｃｍａ. ｊ.
ｉｓｓｎ.１００６￣７８７６.２０１７.０５.００３.

[２] Ｏｎｄｅｒ Ｈ. Ｄｒａｍａｔｉｃ ｉｍｐｒｏｖｍｅｎｔ ｌｅｖｏｄｏｐａ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ｉｎ ａ ｐａｔｉｅｎｔ ｗｉｔｈ
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ｐａｋｉｎｓｏｎｉｓｍ[ Ｊ] . Ｎｅｕｒｏｌ Ｓｃｉꎬ２０１９ꎬ４０( ２): ４２３￣４２５. ＤＯＩ:
１０.１００７ / ｓ１００７２￣０１８￣３５９９￣４.

[３] 杨丽娟ꎬ 牛晓珊ꎬ 何晓燕ꎬ等. 多巴胺受体激动剂普拉克索和单胺

氧化酶 Ｂ 抑制剂司来吉兰治疗早期帕金森综合征的疗效对比

[Ｊ] . 中华脑科疾病与康复杂志(电子版)ꎬ２０１８ꎬ８ ( １):２０￣２４.
ＤＯＩ:１０.３８７７ / ｃｍａ.ｊ.ｉｓｓｎ.２０９５￣１２３Ｘ.２０１８.０１.００５.

[４] 中华医学会ꎬ 中华医学会杂志社ꎬ 中华医学会全科医学分会ꎬ等.
帕金森病基层诊疗指南(实践 ２０１９) [ Ｊ] .中华全科医师杂志ꎬ
２０２０ꎬ１９(１):１８￣２６. ＤＯＩ:１０. ３７６０ / ｃｍａ. ｊ. ｉｓｓｎ. １６７１￣７３６８. ２０２０. ０１.
００４.

[５] 吴少璞ꎬ李学ꎬ祁亚伟ꎬ等.重复经颅磁刺激联合康复训练改善帕金

森病运动及非运动症状的疗效观察[ Ｊ] .中华物理医学与康复杂

志ꎬ２０１９ꎬ４１(５):３３８￣３４３.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 / ｃｍａ.ｊ. ｉｓｓｎ.０２５４￣１４２４.２０１９.
０５.００６.

[６] Ｃｒｉｔｃｈｌｅｙ Ｍ. Ａｒｔｅｒｉｏｓｃｌｅｒｏｔｉｃ Ｐａｒｋｉｎｓｏｎｉｓｍ[Ｊ] . Ｂｒａｉｎꎬ １９２９ꎬ ５２(１):
２３￣８３.ＤＯＩ:１０.１０９３ / ｂｒａｉｎ / ５２.１.２３.

[７] 李涛ꎬ 侯媛媛ꎬ 王豆ꎬ等. 血管性帕金森综合征的病因、病理、诊断

及治疗研究进展[ Ｊ] . 医学综述ꎬ ２０１８ꎬ ２４(２３):４７１０￣４７１５.ＤＯＩ:
１０.３９６９ / 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６￣２０８４.２０１８.２３.０２６.

[８] 谈世东ꎬ强朝晖.血管性帕金森综合征和帕金森病颈动脉彩色超声

及经颅多普勒检查临床分析[Ｊ] . 中国实用神经疾病杂志ꎬ ２０２０ꎬ
２３(５):４１１￣４１５.ＤＯＩ:１０.１２０８３ / ＳＹＳＪ.２０２０.０５.２０１.

[９] Ｆｕｒｉｅ ＫＬꎬＫａｓｎｅｒ ＳＥꎬＡｄａｍｓ ＲＪꎬｅｔ ａｌ.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ｔｒｏｋｅ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ｓｔｒｏｋｅ ｏｒ ｔｒａｎｓｉｅｎｔ ｉｓｃｈｅｍｉｃ ａｔｔａｃｋ: ａ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
ｆｏｒ 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ｈｅａｒｔ ａｓｓｏｃｉａｎ ｓｔｒｏｋｅ ａｓ￣
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Ｊ] . Ｓｔｒｏｋｅꎬ ２０１１ꎬ ４２ ( １ ): ２２７￣２７６. ＤＯＩ: １０. １１６１ / ＳＴＲ.
０ｂ０１３ｅ３１８１ｆ７ｄ０４３.

[１０] 张俊霞ꎬ 金俏ꎬ 侯倩ꎬ等. 低频经颅磁刺激联合司来吉兰对中晚期

帕金森病患者运动功能的影响[Ｊ] . 中国康复医学杂志ꎬ ２０１７ꎬ ３２
(７):８３１￣８３２.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 / 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１￣１２４２.２０１７.０７.０２２.

１３９中华物理医学与康复杂志 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第 ４３ 卷第 １０ 期　 Ｃｈｉｎ Ｊ Ｐｈｙｓ Ｍｅｄ Ｒｅｈａｂｉｌꎬ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２１ꎬ Ｖｏｌ. ４３ꎬ Ｎｏ.１０



[１１] 冯涛ꎬ芦林龙ꎬ李伟ꎬ等. 血管性帕金森综合征的多巴反应性研究

[Ｊ] . 中华老年心脑血管病杂志ꎬ２００７ꎬ９(１): ４２￣４４.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 /
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９￣０１２６.２００７.０１.０１５.

[１２] Ｗｉｎｉｋａｔｅｓ Ｊꎬ Ｊａｎｋｏｖｉｃ Ｊ.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ｓ ｏｆ 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ｐａｒｋｉｎｓｏｎｉｓｍ
[Ｊ] .Ａｒｃｈ Ｎｅｕｒｏｌꎬ１９９９ꎬ５６(１):９８￣１０２.ＤＯＩ:１０.１００１ / ａｒｃｈｎｅｕｒ.５６.１.
９８.

[１３] 韩宇ꎬ 承欧梅ꎬ 谢鹏ꎬ等. 重复经颅磁刺激治疗帕金森病患者运动

功能障碍系统评价[Ｊ] . 现代医药卫生ꎬ ２０１５ꎬ３１(１１):１６０９￣１６１２.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 / 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９￣５５１９.２０１５.１１.００４.

[１４] Ｙａｎｇ ＣＸꎬＧｕｏ ＺＷꎬＰｅｎｇ ＨＴꎬｅｔ ａｌ. Ｒｅｐｅｔｉｔｉｖｅ ｔｒａｎｓｃｒａｎｉａｌ 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ｒａｐｙ ｆｏｒ ｍｏｔｏｒ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ｉｎ Ｐａｒｋｉｎｓｏｎ′ｓ ｄｉｓｅａｓｅ:ａ ｍｅｔａ￣ａ￣
ｎａｌｙｓｉｓ[ Ｊ] . Ｂｒａｉｎ Ｂｅｈａｖꎬ２０１８ꎬ ８ ( １１): １１３２. ＤＯＩ: １０. １００２ / ｂｒｂ３.
１１３２

[１５] 谢仁明ꎬ李燕如ꎬ雷达.超低频与高频重复经颅磁刺激治疗脑卒中

后血管源性帕金森综合征[ Ｊ] . 中南大学学报(医学版)２０１５ꎬ４０
(４):３５１￣３５５.ＤＯＩ:１０.１１８１７ / 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７３４７.２０１５.０４.００２.

[１６] 殷稚飞ꎬ程清ꎬ秦义婷ꎬ等.小脑经颅磁刺激调控脑高级功能的研究

进展[Ｊ] .中华物理医学与康复杂志ꎬ２０１８ꎬ４０(１０):７９１￣７９４.ＤＯＩ:
１０.３７６０ / ｃｍａ.ｊ.ｉｓｓｎ.０２５４￣１４２４.２０１８.１０.０１９.

[１７] 李涛ꎬ侯媛媛ꎬ王豆ꎬ等.血管性帕金森综合征的病因、病理、诊断及

治疗研究进展[ Ｊ] .医学综述ꎬ２０１８ꎬ２４( ２３):４７１０￣４７１４. ＤＯＩ:１０.
３９６９ / 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６￣２０８４.２０１８.２３.０２６.

[１８] 中华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帕金森病及运动障碍学组ꎬ中国医师协

会神经内科医师分会帕金森病及运动障碍学组.中国帕金森病治

疗指南(第四版)[Ｊ] . 中华神经科杂志ꎬ ２０２０ꎬ ５３(１２): ９７３￣９８６.
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 / ｃｍａ.ｊ.ｃｎ１１３６９４￣２０２００３３１￣００２３３.

(修回日期:２０２１￣０９￣０３)
(本文编辑:凌　 琛)

外刊文献题录

再生康复医学近期文献题录(五)

[１] Ｓｈａｎｇ ＦꎬＹｕ ＹꎬＬｉｕ Ｓꎬｅｔ ａｌ.Ａｄｖａｎｃｉｎｇ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ｅｓｅｎ￣
ｃｈｙｍａｌ ｓｔｅｍ ｃｅｌｌ￣ｂａｓｅｄ ｂｏｎｅ ｔｉｓｓｕｅ ｒ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Ｊ]. Ｂｉｏａｃｔ
Ｍａｔｅｒꎬ ２０２１ꎬ ６(３): ６６６￣６８３.

[２] Ｋｒｚｅｓ′ｎｉａｋ ＡＭꎬ Ｒａｄｚｉｍｏｗｓｋｉ Ｋꎬ Ｓｔｏｌａｒｃｚｙｋ Ａ.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ｋｎｅｅ ｏｓｔｅｏａｒｔｈｒｉｔｉｓ ｕｓｉｎｇ ａｄｉｐｏｓｅ ｔｉｓ￣
ｓｕｅ ｍｅｓｅｎｃｈｙｍａｌ ｓｔｒｏｍａｌ ｃｅｌｌｓ ｄｅｒｉｖｅ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ｅｎｚｙｍａｔｉｃ ｄｉ￣
ｇｅｓ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ｌｙ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ｅｄ ａｄｉｐｏｓｅ ｔｉｓｓｕｅ [ Ｊ ].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Ｂａｌｔｉｍｏｒｅ)ꎬ ２０２１ꎬ １００(９): ２４７７７.

[３] Ｓａｎｔｏｓ Ｌꎬ Ｕｇｕｎ￣Ｋｌｕｓｅｋ Ａꎬ Ｃｏｖｅｎｅｙ Ｃꎬ ｅｔ ａｌ. Ｍｕｌｔｉｏｍｉｃ ａ￣
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ｓｔｒｅｔｃｈｅｄ ｏｓｔｅｏｃｙｔｅｓ ｒｅｖｅａｌｓ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ａｎｄ ｓｉｇｎａｌ￣
ｌｉｎｇ ｌｉｎｋｅｄ ｔｏ ｂｏｎｅ ｒ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ａｎｃｅｒ[ Ｊ]. ＮＰＪ Ｒｅｇｅｎ
Ｍｅｄꎬ ２０２１ꎬ ６(１): ３２.

[４] Ｒａｖａｌｌｉ Ｓꎬ Ｆｅｄｅｒｉｃｏ Ｃꎬ Ｌａｕｒｅｔｔａ Ｇꎬ ｅｔ ａｌ.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ｖｉ￣
ｄ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ｅｌｏｃｙｔｅｓ ｉｎ ｓｋｅｌｅｔａｌ ｍｕｓｃｌｅ ｉｎｔｅｒｓｔｉｔｉｕｍ ｏｆ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ｄ
ａｎｄ ｓｅｄｅｎｔａｒｙ ｒｏｄｅｎｔｓ[Ｊ]. Ｂｉｏ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ｓꎬ ２０２１ꎬ ９(７): ８０７.

[５] Ｎｅｇｒｉｎｉ Ｆꎬ Ｄｅ Ｌｕｃｉａ Ｆꎬ Ｎｅｇｒｉｎｉ Ｓꎬ ｅｔ ａｌ. Ｃａｓｅ ｒｅｐｏｒｔ: ｒｅｈａ￣
ｂｉｌｉｔａｔｉｏｎ ａｆｔｅｒ ｐｌａｔｅｌｅｔ￣ｒｉｃｈ ｇｒｏｗｔｈ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ｔｒａ￣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
ｉｎｊｅｃ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ｋｎｅｅ ｏｓｔｅｏａｒｔｈｒｉｔｉｓ: ｔｗｏ ｃａｓｅ ｒｅｐｏｒｔｓ ｏｆ ａ
ｈｏｍｅ￣ ｂａｓｅｄ ｐｒｏｔｏｃｏｌ [ Ｊ ] . Ｆｒｏｎｔ 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ꎬ ２０２１ꎬ １２:
７１８０６０.

[６] Ｇｒｅｉｓｉｎｇ ＳＭꎬ Ｃｏｒｏｎａ ＢＴꎬ Ｃａｌｌ ＪＡ. Ｍｕｓｃｕｌｏｓｋｅｌｅｔａｌ ｒｅｇｅｎｅｒａ￣
ｔｉｏｎꎬ ｒｅｈａｂｉｌｉｔａｔｉｏｎꎬ ａｎｄ ｐｌａｓｔｉｃｉｔｙ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ｔｒａｕｍａｔｉｃ ｉｎｊｕｒｙ
[Ｊ]. Ｉｎｔ Ｊ Ｓｐｏｒｔｓ Ｍｅｄꎬ ２０２０ꎬ ４１(８): ４９５￣５０４.

[７] Ｃａｔａｒｉｎｏ Ｊꎬ Ｃａｒｖａｌｈｏ Ｐꎬ Ｓａｎｔｏｓ Ｓꎬ ｅｔ ａｌ.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ａｎｉｎｅ
ｏｓｔｅｏａｒｔｈｒｉｔｉｓ ｗｉｔｈ ａｌｌｏｇｅｎｅｉｃ ｐｌａｔｅｌｅｔ￣ｒｉｃｈ ｐｌａｓｍ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ｆｉｖｅ ｃａｓｅｓ[Ｊ]. Ｏｐｅｎ Ｖｅｔ Ｊꎬ ２０２０ꎬ １０(２): ２２６￣２３１.

[８] Ｋａｎｄｅｌ Ｌꎬ Ａｇａｒ Ｇꎬ Ｅｌｋａｙａｍ Ｏꎬ ｅｔ ａｌ. Ａ ｎｏｖｅｌ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ｆｏｒ
ｋｎｅｅ ｏｓｔｅｏａｒｔｈｒｉｔｉｓ ｕｓｉｎｇ ｈｉｇｈ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ｗｅｉｇｈｔ ｈｙａｌｕｒｏｎｉｃ
ａｃｉｄ ｃｏｎｊｕｇａｔｅｄ ｔｏ ｐｌａｓｍａ ｆｉｂｒｉｎｏｇｅｎ ￣ ｉｎｔｅｒｉｍ ｆｉｎ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ａ
ｄｏｕｂｌｅ￣ｂｌｉｎｄ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ｙ [ Ｊ]. Ｈｅｌｉｙｏｎꎬ ２０２０ꎬ ６ ( ７):
４４７５.

[９] Ｌｉｎ ＣＣꎬ Ｃｈｕ ＣＪꎬ Ｃｈｏｕ ＰＨꎬ ｅｔ ａｌ. Ｂｅｎｅｆｉｃｉａｌ 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 ａｐ￣
ｐｒｏａｃｈ ｏｆ ａｃｅｌｌｕｌａｒ ＰＬＧＡ ｉｍｐｌａｎｔｓ ｃｏｕｐｌｅｄ ｗｉｔｈ Ｒｅｈａｂｉｌｉｔａ￣
ｔｉｏｎ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ｆｏｒ ｏｓｔｅｏｃｈｏｎｄｒａｌ ｒｅｐａｉｒ: ａ ｐｒｏｏｆ ｏｆ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ｓｔｕｄｙ ｉｎ ａ ｍｉｎｉｐｉｇ ｍｏｄｅｌ[ Ｊ]. Ａｍ Ｊ Ｓｐｏｒｔｓ Ｍｅｄꎬ ２０２０ꎬ ４８
(１１): ２７９６￣２８０７.

[１０] Ｓａｕｎｄｅｒｓ Ｄꎬ Ｒｏｓｅ Ｌ. Ｒ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ｖｅ ｒｅｈａｂｉｌｉ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ａｔａ￣
ｓｔｒｏｐｈｉｃ ｅｘｔｒｅｍｉｔｙ ｉｎｊｕｒｙ ｉｎ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 ａｎｄ 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ｒｅｃｅｎ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ｌ ｅｆｆｏｒｔｓ[Ｊ]. Ｃｏｎｎｅｃｔ Ｔｉｓｓｕｅ Ｒｅｓꎬ ２０２１ꎬ
６２(１): ８３￣９８.

２３９ 中华物理医学与康复杂志 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第 ４３ 卷第 １０ 期　 Ｃｈｉｎ Ｊ Ｐｈｙｓ Ｍｅｄ Ｒｅｈａｂｉｌꎬ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２１ꎬ Ｖｏｌ. ４３ꎬ Ｎｏ.１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