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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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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

探讨慢性肾脏病"

2d7

$对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2687

$急性加重"

IG2687

$及住院的影响%方法
!

选取
1%$$

年
$

月至
1%$'

年
)

月该院经临床确诊的
2687

合并
2d7

患者
=%

例"观察组$!及未合并
2d7

的
2687

患者
=%

例"对照组$%回

顾性分析患者
$

年内的肺功能(运动耐力及住院情况等资料!并进行比较%结果
!

观察组病死率(

IG2687

总发生率及重度
IG.

2687

发生率(住院率(住院时间(自我评估测试"

2I9

$评分(改良英国医学研究理事会"

B^;2

$呼吸困难指数(

2

反应蛋白

"

2;8

$及血肌酐水平均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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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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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行试验"

)̂ f7

$及肌酐清除率均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

$)两组
bG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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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力肺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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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g2

$比值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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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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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诊后
$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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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
2d7

患者的病情较未合并
2d7

患者明显加重!

预后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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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2687

%是全球第
0

位致死疾病#其发

病率仍呈上升趋势#给患者家庭和社会造成沉重的经济负

担&

$

'

*近年来#

2687

引起的慢性缺氧对机体心)肾等器官的

损伤越来受到重视#学界认为
2687

患者在缺氧早期即存在

肾小管间质等损伤#是肾脏损伤恶化的原因之一*对于
2687

合并慢性肾脏病$

2d7

%患者#其肾功能降低所引起的机体代

谢及免疫功能紊乱对
2687

的影响尚缺乏相关研究*本研究

比较了
2687

合并
2d7

患者与未合并
2d7

患者的肺功能)

运动耐力)急性加重情况及病死率#为
2687

合并
2d7

患者

的诊治提供理论依据*

B

!

资料与方法

B&B

!

一般资料
!

选择
1%$$

年
$

月至
1%$'

年
)

月本院经临床

确诊为
2687

合并
2d7

的住院患者
=%

例$观察组%#其中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平均$

==&1H$-&'

%岁(平均体

质量指数$

\̂ <

%$

1'&(1H0&%0

%

X

R

"

B

1

*对照组$

=%

例%为肾功

能正常的
2687

患者#其中男
'0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

平均$

='&=H$/&1

%岁(平均
\̂ <

$

10&$=H0&1'

%

X

R

"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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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

两组患者
$

年内的临床资料*

2687

患者均符合全球
2687

防治指南的诊断标准&

1

'

#入选患者符合该标准的
2

组和
7

组

患者*

2d7

的定义及分期标准参照
1%%1

年肾脏病生存质量

指南$

d

"

66c

%来确定&

'

'

*排除标准!既往有明确的原发性肾

脏疾病史的患者(各种原发性和继发性肾脏病患者#如慢性肾

小球肾炎)高血压肾损伤)糖尿病肾损伤等(各种原因引起的多

器官功能衰竭患者(各种原发性和除
2687

外的继发性心脏

疾病患者*两组性别)年龄)

\̂ <

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

!

%

%&%=

%#具有可比性*本研究通过本院伦理委员会审批*

B&C

!

方法

B&C&B

!

肺通气功能及容量功能测定
!

采用体描箱的方法测定

通气功能及容量功能#包括肺活量)用力呼气容积)第
$

秒用力

呼气容积$

bGg

$

%(并根据本院肺功能测试的正常值#按照身

高)年龄)体质量计算出以上各参数的预计值#得出
bGg

$

"用力

肺活量$

bg2

%比值及
bGg

$

占预计值百分比$

bGg

$

>

P

QJ!

%*

0'(1

重庆医学
1%$-

年
-

月第
0)

卷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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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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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难指数
)̂ f7

$

B

%

2;8

$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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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

肾功能指标

血肌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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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各项并发症发生率比较#

$a=%

(

$

&

>

'$

组别 缺血性心脏病 高血压 脑血管病 糖尿病 肺癌 骨质疏松 消化道疾病 贫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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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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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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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C

!

自我评估测试$

2I9

%评分方法及评分标准
!

应用中

文版
2I9

评分问卷&

0

'

#包括咳嗽#咳痰#胸闷#爬坡或上
$

层楼

梯的感觉#家务活动#离家外出的信心程度#睡眠和精力等
/

个

问题#每个问题根据病情从轻到重对应分值为
%

#

=

分#对每个

问题评分后计算总分#

2I9

分值范围是
%

#

0%

分*

B&C&D

!

2687

患者呼吸困难分级
!

采用改良英国医学研究理

事会$

B"!#O#J!\Q#M#+N Ĵ!#@LC;J+JLQ@N2"3,@#C

#

B^;2

%呼吸

困难指数分级标准*

%

级!仅在费力运动时出现呼吸困难(

$

级!平地快步行走或步行爬小坡时出现气短(

1

级!由于气短#

平地行走时比同龄人慢或者需要停下来休息(

'

级!在平地行

走
$%%B

左右或数分钟后需要停下来喘气(

0

级!因严重呼吸困

难以至于不能离开家#或在穿衣服)脱衣服时出现呼吸困难*

B&C&E

!

)B#,

步行试验$

)B#,3MJVLCX!#+ML,@J

#

)̂ f7

%

!

按

照美国胸科协会$

IBJQ#@L,9N"QL@#@5"@#JM

U

#

I95

%指南&

=

'进

行!在平直的地面上测量出
=%B

的距离#并予以标记#让受试

者在
=%B

标记距离内以最大的能力和速度往返步行#用计时

器和卷尺测量受试者在
)B#,

时间内所步行的实际距离*每

间隔
$%B#,

后再重复
$

次#共测定
'

次#取其平均值*

B&C&F

!

2687

急性加重$

IG2687

%定义
!

本研究中采用慢性

阻塞性肺疾病全球创议$

Z6D7

%

1%$$

年指南对
IG2687

的定

义&

'

'

#符合患者出现呼吸系统症状恶化#其症状变化程度超出

日常变异#并且导致需要住院治疗和$或%死亡#需要静脉使用

抗菌药物或全身应用糖皮质激素治疗*

IG2687

程度分为!

$

$

%轻度#不需要临床门诊)口服激素)抗菌药物和氧气治疗(

$

1

%中度#需要临床门诊#或需要口服激素#或需要抗菌药物治

疗#或需要氧气治疗($

'

%重度#需要住院或急诊治疗&

)

'

*

B&C&G

!

肾功能检查
!

蛋白尿定义为尿蛋白阳性#估算的肾小

球滤过率$

JZb;

%下降定义为间隔
'

个月以上连续两次

JZb;

$

)%BD

,

B#,

[$

,

$&-'B

[1

*具有蛋白尿和$或%

JZb;

下降定义为
2d7

*肌酐)尿常规通过自动生化仪测定#并计算

肾小球滤过率$

Zb;

%*

B&D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5855$-&%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计量资料以
EH: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5

检验(计数资

料用例数或百分率表示#组间比较用
!

1 检验(以
!

$

%&%=

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C

!

结
!!

果

C&B

!

两组一般情况比较
!

两组肺功能指标)

2I9

评分)

B^;2

呼吸困难指数)

)̂ f7

及
2

反应蛋白$

2;8

%水平比较#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

%

%&%=

%(观察组血肌酐水平高于对照

组#肌酐清除率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

%(

见表
$

*两组各项并发症发生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

!

%

%&%=

%#见表
1

*

C&C

!

两组患者
IG2687

及住院情况比较
!

随访
$

年#观察组

病死率)

IG2687

总发生率及重度
IG2687

发生率)住院率)

住院时间)

2I9

评分)

B^;2

呼吸困难指数)

2;8

及血肌酐水

平均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

%(观察组

bGg

$

>

P

QJ!

)

)̂ f7

及肌酐清除率均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

计学意义$

!

$

%&%=

%(两组
bGg

$

"

bg2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

!

%

%&%=

%#见表
'

*

表
'

!!

两组预后及住院情况比较&

$a=%

'

观察指标 观察组
!

对照组
!

5

"

!

1

!

病死率&

$

$

>

%'

0

$

/&%

%

$

$

1&%

%

$$&-=$ %&%%1

IG2687

&

$

$

>

%'

0$

$

/1&%

%

''

$

))&%

%

)&1=0 %&%10

!

轻度
$'

$

1)&%

%

$=

$

'%&%

%

1&/=0 %&=/$

!

中度
$1

$

10&%

%

(

$

$/&%

%

['&-1/[%&)=(

!

重度
$)

$

'1&%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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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87

易导致多种并发症#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给

患者家庭及社会造成经济负担&

-

'

*大量研究表明#

2687

患者

易合并肾脏疾病&

/.(

'

#故
2687

引起肾脏损伤的探讨尤为重

要*国内外学者对
2687

患者发生
2d7

的风险进行评估&

$%.$$

'

#

但研究存在很多缺陷#并没有评估
2d7

对
2687

的影响*本研

究揭示了
2d7

对
2687

患者肺功能)运动耐力及急性加重等方

面的影响*

1%$$

版
Z6D7

指南提出#为降低疾病远期风险)改善预

后#将根据
2687

患者的临床症状及急性加重高危因素#采用

择重原则进行临床分组#这一策略的提出进一步表明临床症状

与患者预后关系密切&

1

'

*已有研究证实#气急症状及运动耐力

是判断疾病预后的重要部分#其中包括
B^;2

)

2I9

评分及

)̂ f7

等指标&

$1.$'

'

*本研究证实
2687

合并
2d7

患者肺功

能)运动耐力均有明显降低#且
2d7

可增加
IG2687

发生率)

住院率及病死率#延长住院时间*

2687

可以导致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血液中炎性细胞及

细胞因子#如白细胞介素
.)

)

2;8

)肿瘤坏死因子
.

$

等水平升

高&

$0

'

*本研究中合并
2d7

的
2687

患者较对照组
2;8

水平

有明显升高*笔者推测
2687

合并
2d7

患者肺功能)运动耐

力降低#

IG2687

发生率)住院率及病死率增高#以及住院时

间延长可能与此有关*此外#笔者推测可能还与肾损伤引起的

机体代谢及免疫功能紊乱有关*另外#慢性肾功能不全患者随

着肾功能的下降#肾脏排水)排钠功能下降导致水钠潴留#从而

使细胞外液容量持续增加#使患者心肺功能的容量负荷增加#

加重患者的肺功能恶化&

$=

'

*但对
2d7

的发病机制仍需要进

一步研究*

本研究是国内外
2687

合并
2d7

相关研究的有益补充*

2d7

是
2687

常见的并发症#且随着
2687

患者病情加重其

发生率增加*

2d7

对
2687

患者的肺功能有负面影响#严重

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尽早发现与治疗
2d7

#可有效改善患

者的肺功能#从而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由于本研究受样本量

与观察时间的限制#合并
2d7

对
2687

患者的肺功能)运动

耐力等多方面的影响尚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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