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临床研究!

不同血液净化方式对尿毒症患者血脂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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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比较血液透析&血液透析滤过&血液灌流
)

种不同血液净化方式对终末期肾病患者血脂代谢的影响%方法
!

将
)-

例尿毒症患者分为
)

组!血液透析组"

30

组$&血液透析滤过组"

30[

组$&血液灌流组"

3@

组$各
$(

例!分别进行不同血液

净化治疗并观察
-

个月!观察各组患者在治疗前及治疗
-

个月后血脂
JA

&

J6

&

30Y2A

&

Y0Y2A

的变化情况%结果
!

血液净化开

始时
)

组患者血脂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治疗
-

个月后
30

组及
30[

组血脂水平较治疗前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3@

组血

脂
JA

&

J6

&

30Y2A

&

Y0Y2A

均较治疗前显著下降"

!

$

+*+%

$%结论
!

血液透析&血液透析滤过对尿毒症患者血脂紊乱无改善作

用!而血液灌流可改善尿毒症患者血脂代谢%

关键词"血液透析#血液透析滤过#血液灌流#尿毒症#血脂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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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血液净化技术的发展#慢性肾功能衰竭患者的生存期

和生活质量有了明显的改善#心血管疾病作为长期血液透析的

重要并发症之一越来越受到重视#高脂血症是心血管疾病的重

要危险因素#因此#积极治疗高脂血症可以降低尿毒症患者心

血管疾病发生风险'

$

(

)血液透析对尿毒症患者血脂水平无根

本改变'

(

(

#但血液灌流*血液透析滤过对血脂水平有何影响#目

前报道较少#本文利用血液透析*血液透析滤过*血液灌流
)

种

不同的血液净化方式对尿毒症患者进行治疗#观察不同血液净

化方式对患者血脂代谢的影响)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将本院行血液透析的
)-

例患者分为
)

组#血

液透析组$

30

组&*血液透析滤过组$

30[

组&*血液灌流组

$

3@

组&各
$(

例#其中男
(+

例#女
$-

例#年龄
(I

"

,-

岁)原

发病情况!慢性肾小球肾炎
((

例#高血压肾损害
I

例#间质性

肾炎
(

例#多囊肾
(

例#痛风性肾病
(

例)排除原发性高脂血

症*糖尿病*肝硬化或肿瘤患者)

?*@

!

诊断标准
!

高脂血症按
$'',

年血脂异常防治建议'

)

(

!总

胆固醇$

JA

&

(

%*,(88F=

"

Y

#三酰甘油$

J6

&

(

$*,+88F=

"

Y

#

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Y0Y2A

&

(

)*-&88F=

"

Y

)

?*A

!

治疗方法
!

30

组使用
[;7C7D?QC&++I#

血液透析机#采

用低通量聚砜膜透析器
[-

$透析器膜面积
$*)8

(

&)

30[

组

使用贝朗
0?:=F

P

<

FD=?D7

血液透析滤过机#选用
[-+

聚砜膜血

滤器#面积
$*)8

(

#超滤系数
&+8Y

2

L

`$

2

883

P

`$

#采用后

稀释法#

3@

组使用
[;7C7D?QC&++I#

血液透析机#在常规血液

透析的基础上串联进行血液灌流
(L

#血液灌流使用丽珠医用

生物材料厂生产的
3"$)+

型一次性使用无菌血液灌流器#透

析治疗
(L

后串联灌流器#每
(

周行
3@$

次)所有患者每周

治疗
)

次#每次
&L

)

)

组患者均使用碳酸氢盐透析液#普通肝

素抗凝)各组病例在实验过程中除常规给予患者钙剂*活性

Z?>0

*铁剂*降压药及促红细胞生成素$

5@]

&等#未服用过任

何降血脂药物)

?*B

!

观察指标
!

所有患者于治疗开始前及治疗
-

个月后留取

上机前静脉血
%8Y

#检测
JA

*

J6

*

30Y2A

*

Y0Y2A

)

?*I

!

统计学处理
!

应用
\@\\$)*+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计量

资料用
3c7

表示#治疗前*后比较采用配对
8

检验#各组比较

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以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从表
$

可以看出#

)

组患者在治疗开始时血脂水平$

JA

*

J6

*

30Y2A

*

Y0Y2A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30

组患者血

脂变化情况见表
(

#

30

治疗
-

个月后#

JA

*

J6

*

30Y2A

*

Y0Y2

A

变化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J6

*

Y0Y2A

还有升高趋势)

30[

组患者血脂变化情况见表
)

#

30[

治疗
-

个月后#

JA

*

J6

*

30Y2A

*

Y0Y2A

变化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从表
&

中可以看出#

3@

组患者治疗
-

个月后
JA

*

J6

*

30Y2A

*

Y0Y2

A

水平均显著下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表
$

!!

)

组患者治疗开始时血脂情况#

3c7

$

88F=

&

Y

%

指标
30

组
30[

组
3@

组
!

JA %*-'c+*&) %*%%c+*%- %*%'c+*&'

(

+*+%

J6 (*&%c+*&, (*%%c+*&- (*(,c+*((

(

+*+%

30Y2A $*&+c+*$, $*('c+*(+ $*(,c+*$'

(

+*+%

Y0Y2A )*&$c+*(& )*)$c+*(( )*)%c+*(%

(

+*+%

$I)(

重庆医学
(+$(

年
I

月第
&$

卷第
()

期



表
(

!!

30

组患者治疗前'后血脂变化情况#

3c7

$

88F=

&

Y

%

指标 治疗前 治疗
-

个月后
!

JA %*-'c+*&) %*-%c+*&&

(

+*+%

J6 (*&%c+*&, (*&Ic+*&%

(

+*+%

30Y2A $*&+c+*$, $*),c+*$I

(

+*+%

Y0Y2A )*&$c+*(& )*&%c+*(I

(

+*+%

表
)

!!

30[

组患者治疗前'后血脂变化情况#

3c7

$

88F=

&

Y

%

指标 治疗前 治疗
-

个月后
!

JA %*%%c+*%- %*%(c+*%&

(

+*+%

J6 (*%%c+*&- (*%(c+*&-

(

+*+%

30Y2A $*('c+*(+ $*(-c+*$'

(

+*+%

Y0Y2A )*)$c+*(( )*)&c+*(%

(

+*+%

表
&

!!

3@

组患者治疗前'后血脂变化情况#

3c7

$

88F=

&

Y

%

指标 治疗前 治疗
-

个月后
!

JA %*%'c+*&' %*)(c+*)I

$

+*+%

J6 (*(,c+*(( (*+%c+*($

$

+*+$

30Y2A $*(,c+*$' $*($c+*$I

$

+*+%

Y0Y2A )*)%c+*(% )*$$c+*((

$

+*+$

A

!

讨
!!

论

众所周知#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心血管并发症的发生率和

病死率都明显高于正常人群)其可能因素之一即血脂代谢异

常)患者脂质异常表现为
J6

升高#引起高三酰甘油血症#

JA

一般正常#但有明显的高
J6

者#

JA

也升高)

ZY0Y

浓度升高

也很常见'

&

(

)本研究发现#大多数尿毒症患者
JA

正常#而绝

大多数尿毒症患者
J6

明显升高)研究证实#高
J6

血症产生

的一些非酯化脂肪酸#可以增加血管内膜的通透性#有助于

Y0Y

进入细胞内膜沉积#并能促进血小板黏附于血管壁#降低

纤溶系统的活性#导致动脉粥样硬化形成#是冠状动脉粥样硬

化性心脏病的重要危险因素'

%

(

)

30Y

是机体抗动脉硬化的重

要因子#有研究显示#尿毒症患者血浆中
30Y

显著低于正常

人群#

30Y

的减少会加速动脉硬化的进展'

-

(

)因此#积极控制

高脂血症和脂代谢紊乱是预防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心血管并

发症的重要措施)然而#血液透析并不能纠正尿毒症患者血脂

异常'

,2I

(

)赵继红等'

'

(发现#尿毒症患者透析
$

年后血脂紊乱

程度反而加重)本研究发现血液透析
-

个月后尿毒症患者血

脂水平无明显改善)

新近发展成熟起来的血液透析滤过$

L78FG?:K?L;:>?FD

#

30[

&方法在临床迅速普及#与传统的低通量
30

相比#不仅

能够清除小分子物质#对中大分子物质也可有效清除)研究显

示
30[

能够有效改善维持性透析患者的钙磷代谢紊乱*营养

不良*贫血*炎症反应状态#增加
$

(

微球蛋白清除#有助于维持

血流动力学稳定等在临床迅速普及)临床流行病学研究提示#

30[

与传统
30

相比可以减少透析患者的病死率#改善患者

预后'

$+2$$

(

)尽管血液透析滤过比血液透析有更大的优势#但

在对尿毒症患者血脂的影响方面#本研究发现血液透析滤过同

样不能纠正尿毒症患者血脂异常)

血液透析结合血液灌流利用优势互补的两种不同的血液

净化方式既能有效清除毒素#又能纠正水*电解质和酸碱平衡#

从而取得更好的临床效果'

$(

(

)本文观察了血液灌流串联血液

透析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
-

个月后血脂的变化#结果显示血液

灌流后尿毒症患者
JA

*

Y0Y

*

J6

*

30Y

均显著下降#与龚智峰

等'

$)

(的报道相同#但甄国华等'

$&

(研究显示单次血液灌流后

J6

*

30Y

下降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与本研究有所不同#可能是

由于本文研究了长达
-

个月后的血脂变化情况#是多次血液透

析后血脂变化的叠加效应)血液透析串联血液灌流虽然能显

著降低
JA

*

J6

*

Y0Y

水平#但同时也降低了
30Y

水平#带来

一定的负面效应)

常规血液透析及血液透析滤过不能改善尿毒症患者血脂

代谢紊乱#血液透析串联血液灌流能部分改善尿毒症患者代谢

紊乱#但也降低了
30Y

#产生一定不良反应#因此#需进一步研

究长期血液灌流对血脂的影响#制订合理透析方案#取长补短#

提高尿毒症患者透析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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