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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一篇最新的研究發現，巴金森病患者如果在患病初期有體重減輕的現象，

可能是危險警訊，與日後的病情發展有關，需特別注意。

過去曾有研究發現，巴金森病患者容易發

生體重減輕的狀況。2017 年 11 月《神經學期

刊》所發表的最新研究報告 1 則更進一步指出，

患者體重減輕並不只是營養不良或能量消耗

較大那麼簡單而已，可能還與日後的病情發

展有關。

諸多研究顯示

患者初期即發生體重減輕

這項 PINE ( Parkinsonism Incidence in North-

East Scotland) 研究共包含 355 名罹患巴金森

病的患者（包含 187 名典型巴金森病患者及

88 名非典型巴金森病患者）及 240 名對照組。

研究人員從巴金森患者初次確診後，就開始

追蹤其體重與病情變化，追蹤時間最長的長

達 12 年。

研究人員將體重的數據資料依照患者性別、

年齡和對照組進行比較後發現，巴金森患者

及非典型巴金森患者的體重，比對照組分別

少了 5.6 和 7.1 公斤。研究也發現，巴金森病

患者在診斷出罹病時，體重通常比同年齡、

同性別的對照組輕。雖然在兩組都觀察到體

重減輕的情況，但是巴金森組體重減輕的速

度更快。診斷後第一年內患者若發生明顯的

體重減輕，與其往後的依賴性、癡呆症發生

率和死亡有關。

之前曾有兩項獨立的研究發現，患者在診

斷出巴金森病之前，甚至早在診斷前十年，

就開始發生體重減輕的情況 2,3，這有可能是

巴金森病出現動作症狀之前就已發生的病理

機制所致。

在一項長達十年的小型縱向研究中，巴金

森病患者發生臨床上顯著的體重減輕的比例，

是對照組的兩倍 4 。另一項研究發現，在診斷

出巴金森病後的八年內，患者自我報告體重

減輕的比率，比對照組高四倍。研究也發現，

存活時間越久的巴金森病患者，在罹病初期

體重減輕的情形也越少。

體重減輕程度和病情嚴重程度有關

這項研究也發現，非典型巴金森病患者的

體重減輕程度高於典型巴金森病患者。

非典型巴金森病比典型的巴金森病更具侵

襲性，之前的研究也指出，體重減輕的程度

和巴金森病的嚴重程度有關。其他神經退化

性疾病（如：阿茲海默症和亨廷頓舞蹈症）

也都與罹病初期或晚期的體重減輕有關 5,6 。

顯示這些神經退化性疾病可能存在著共同的

機制，也可能與代謝性細胞的活性增加有關。

之前的研究指出，巴金森患者的體重減輕

和營養狀態不佳、生活品質下降有關，也導致

病情惡化、運動障礙，這些往往也造成患者對

照顧者的依賴性加劇。這次發表的研究也透過

患者的生活品質量表（Schwab and England）

證實了這一點。

這篇研究也進一步發現，巴金森病患者初

期的體重減輕，與患者發生癡呆症的機率有

關。之前雖然也有研究發現，體重減輕和患

者的認知能力下降有關 7，但本篇研究第一次

發現巴金森病患者體重減輕和未來發生癡呆

症的關聯性。

體重減輕程度有助於判斷病情

雖然這篇研究證實了巴金森患者初期體重

的減輕與未來不良的病程發展有關，但根據

目前的資料，還無法判斷兩者之間的「因果

關係」，但是此一相關性對於臨床診斷有很

大的助益。研究人員建議醫師密集地監控患

巴病初期體重減輕

疑與失能失智有關
體重減輕對於巴金森病友並非佳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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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體重，有助於判斷患者病情的嚴重性及未

來發生癡呆症等併發症的可能性。

研究建議，未來還需要進行干預性實驗，

給予患者醫療干預，以預防其體重減輕，以

便研究巴金森病的發展或嚴重性是否受到體

重減輕的影響。然而，就臨床上而言，目前

還沒有可以避免巴金森病患者體重減輕的治

療方式。也許在患者罹病初期，給予高熱量

飲食幫助維持體重，有助於避免患者體重減

輕。

找出體重減輕與巴金森病發展的因果關係，

以及如何有效地預防及避免巴金森病患者的

體重減輕，將是未來研究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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