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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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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

评估重型肝炎患者胆红素吸附联合低容量血浆置换的疗效及安全性%方法
!

选取
1%$2

年
$

月
$

日至
1%$)

年
$1

月
'$

日该院住院的重型肝炎患者
02

例!均给予胆红素吸附联合低容量血浆置换治疗!治疗
)$

例次%收集治疗前后患者肝

功能(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J3

$&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

?<3

$&总胆红素"

3C:J

$&胆碱酯酶"

@=\

$&清蛋白"

?JC

$)!凝血功能

(凝血酶原时间活动度"

83?

$&国际标准化比值"

:;B

$)!血常规(白细胞"

]C@

$&血小板"

8J3

$&血红蛋白"

=9C

$)!电解质(钾离子

"

d

i

$&钠离子"

;M

i

$&氯离子"

@I

F

$&钙离子"

@M

1i

$)!肾功能(尿素氮"

Ca;

$&肌酐"

@N

$)%记录治疗前后患者症状的变化"乏力&

食欲缺乏&腹胀等$!以及观察记录患者治疗过程中的并发症%计量资料组间比较采用
:

检验!非正态分布!用
]#ID"e",

秩和检

验%结果
!

胆红素吸附联合低容量血浆置换治疗后!患者临床症状有不同程度改善%

?J3

&

?<3

&

3C:J

均下降"

!

$

%&%$

$!

@=\

升高"

!

$

%&%$

$!

?JC

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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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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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升"

!

$

%&%2

$!

:;B

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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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C@

&

=9C

&

8J3

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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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患者发生

不良反应
$(

例"

'$&$G

$!经一般对症处理后!上述不良反应均恢复正常!治疗耐受性良好!对人工肝治疗没有影响%结论
!

胆红

素吸附联合低容量血浆置换治疗重型肝炎可显著改善肝功能!安全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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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型肝炎肝衰竭是由多种因素引起的严重肝脏损害#导致

肝脏的合成*解毒*排泄和生物转化等功能发生严重障碍或失

代偿#出现以凝血机制障碍和黄疸*肝性脑病*腹水等为主要表

现的一组临床症候群#病死率极高'

$

(

)重型肝炎肝衰竭胆红素

显著升高#肝衰竭时循环中集聚了大量内源性的有毒代谢产物

和炎症介质#可导致多器官功能障碍'

1

(

)人工肝支持系统是治

疗重型肝炎的重要手段之一#能有效清除体内毒物'

'.0

(

)目前

临床多使用组合型人工肝模式治疗重型肝炎#取得了更好的疗

效'

2

(

)胆红素吸附联合低容量血浆置换是本院近年来开展应

用于临床的新型组合型人工肝支持系统)本研究对
02

例重型

肝炎患者进行了
)$

例次的胆红素吸附治疗#严格对比治疗前

后#各项血液生化指标及临床症状的变化#对其疗效及安全性

进行评估)

>

!

资料与方法

>&>

!

研究对象
!

选取
1%$2

年
$

月
$

日至
1%$)

年
$1

月
'$

日

江西省南昌市第九医院住院的重型肝炎患者
02

例#其中男
'(

例#女
)

例#年龄
1'

"

)$

岁#平均$

0%&0E$)&2

&岁%慢性重型肝

炎
'2

例#亚急性重型肝炎
$%

例)所有患者均签署知情同意

书#研究经本院伦理委员会审核并通过)

>&?

!

方法

'1(

重庆医学
1%$/

年
'

月第
0-

卷第
-

期

"

基金项目$江西省科技厅立项课题'赣科发计字$

1%$'

&

11)

号()

!

作者简介$熊墨龙$

$()-F

&#主任医师#本科#主要从事重型肝炎及人工

肝治疗方面研究)

!

#

!

通信作者#

\.HM#I

!

eHI/)%%2

!

$)'&D"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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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诊断标准
!

重症肝炎诊断标准参照中华医学会感染病

学分会肝衰竭与人工肝学组*中华医学会肝病学分会重型肝病

与人工肝学组修订的.肝衰竭诊治指南/

1%$1

年版'

$

(

)

>&?&?

!

设备与材料
!

日本国山阳电子工业株式会社血液净化

装置$

d5.(%%%

&%日本国川澄化学工业株式会社
\WMRITe

膜型

血浆成分分离器$

2?1%

&%广东省佛山市博新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一次性使用胆红素吸附柱$

4[.'2%

&%日本国日立全自动生

化分析仪$

-)%%

型&%法国
<3?9A@"H

L

MDP

全自动血凝仪$

4:.

?9;A<3:@?

型&%日本
<

S

+HOe

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

[3.

0%%%:

型&)

>&?&@

!

治疗方法
!

患者入院后给予还原型谷胱甘肽*前列地

尔*丁二磺酸腺苷蛋氨酸等进行常规综合内科治疗)在内科治

疗基础上使用
d5.(%%%

血液净化仪及
\WMRITe2?1%

膜型血

浆成分分离器分离血浆#一次性使用
4[.'2%

胆红素吸附柱进

行胆红素吸附治疗%吸附治疗结束后继续使用同一套膜型血浆

成分分离器进行血浆置换治疗#人工肝治疗的次数根据患者的

病情需要确定)治疗开始前以股静脉留置三腔单针管为血液

净化 采 血"回 血 途 径 建 立 体 外 循 环#血 流 速 度
/%

"

$1%

HJ

"

H#,

#血液分浆率为血流速的
12G

"

'%G

#每次治疗吸附

血浆总量
')%%HJ

#治疗时间
1&2

"

'&%Q

)血浆置换治疗时

血液流速*分浆率同前#血浆用量为
$1%%HJ

#治疗时间
$Q

)

患者人工肝治疗前后使用
-)%%

型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检测

肝功能*肾功能*电解质%

[3.0%%%:

型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检

测白细胞*血红蛋白*血小板#

4:?9;A<3:@?

型全自动血凝

分析仪检测凝血功能)

>&?&A

!

观察项目
!

$

$

&临床症状#治疗前后患者精神*乏力*食

欲*腹胀等症状变化)$

1

&患者治疗前后生化*凝血功能*血常

规指标的变化)包括肝功能'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J3

&*天门

冬氨酸氨基转移酶$

?<3

&*总胆红素 $

3C:J

&*胆碱酯酶

$

@=\

&*清蛋白$

?JC

&(#凝血功能'凝血酶原活动度$

83?

&*

国际标准比例$

:;B

&(#血常规'白细胞$

]C@

&*血红蛋白

$

=9C

&*血小板$

8J3

&(#电解质'钾离子$

d

i

&*钠离子$

;M

i

&*

氯离子$

@I

F

&*钙离子$

@M

1i

&(#肾功能'尿素氮$

Ca;

&*肌酐

$

@N

&(指标)$

'

&治疗相关不良反应)$

0

&治疗转归)

>&@

!

统计学处理
!

数据采用
<8<<$(&%

软件包进行统计分

析)计量资料用
-E@

表示#正态性检验采用
N

检验和矩法检

验#治疗前后采用自身配对
:

检验)非正态分布资料分析采用

]#ID"e",

符号秩和检验和
]#IO"e",

秩和检验)

!

$

%&%2

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临床症状
!

治疗结束后
21

例次$

/2&1G

&患者精神*食

欲*乏力*腹胀症状有不同程度改善)

?&?

!

患者治疗前后生化*凝血功能*血常规指标的比较

?&?&>

!

胆红素吸附联合低容量血浆置换治疗后#

?J3

*

?<3

*

3C:J

均下降$

!

$

%&%$

&%

@=\

升高$

!

$

%&%$

&%

?JC

下降

$

!

$

%&%$

&#见表
$

)

表
$

!!

治疗前后肝功能指标的变化比较'

-E@

(

项目 治疗前 治疗后
!

?J3

$

a

"

J

&

10(&2-E'20&$( $'(&%%E$)$&$$ %&%%%

?<3

$

a

"

J

&

$/1&1)E$02&') $%)&0/E/$&'$ %&%%%

3C:J

$

+

H"I

"

J

&

'-2&%/E$20&$2 $/$&/%E-$&0( %&%%%

?JC

$

U

"

J

&

'$&1$E0&0- 1(&-2E'&22 %&%%%

@=\

$

a

"

J

&

21(2&('E$(2%&$'-1$-&0'E$-)0&1/ %&%%%

!!

单样本
d"IH"

U

"N"W.<H#N,"W

检验表明
?J3

*

?<3

为非正态分布

?&?&?

!

胆红素吸附联合低容量血浆置换治疗后#

83?

上升

$

!

$

%&%2

&%

:;B

下降$

!

$

%&%$

&#见表
1

)

表
1

!!

治疗前后凝血功能指标的变化比较'

-E@

(

项目 治疗前 治疗后
!

83? %&22E%&1' %&)$E%&$2 %&%$'

:;B $&(2E%&(( $&21E%&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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胆红素吸附联合低容量血浆置换治疗前患者的
d

i

*

;M

i

*

@I

F

*

@M

1i

*

@N

*

Ca;

均在正常范围内#治疗后患者的

d

i

*

;M

i

*

@I

F

*

@M

1i

*

@N

*

Ca;

无明显改变$

!

%

%&%2

&#见表
'

)

表
'

!!

治疗前后电解质肾功能指标的变化比较'

-E@

(

项目 治疗前 治疗后
!

d

i

$

HH"I

"

J

&

0&%)E%&)1 '&(-E%&)/ %&'$2

;M

i

$

HH"I

"

J

&

$'2&)(E0&%( $'2&'2E'&/( %&1$%

@I

F

$

HH"I

"

J

&

(2&'/E0&)2 ('&1(E0&(2 %&%2/

@M

1i

$

HH"I

"

J

&

1&'-E%&$0 1&'-E%&$/ %&($0

@N

$

+

H"I

"

J

&

/1&'(E'(&/( /-&20E0/&10 %&%-'

C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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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

&

2&$-E'&2' 2&$1E'&'2 %&--%

!!

单样本
d"IH"

U

"N"W.<H#N,"W

检验表明
@N

为非正态分布

?&?&A

!

胆红素吸附联合低容量血浆置换治疗前后#

]C@

*

=9C

*

8J3

下降$

!

$

%&%2

&#见表
0

)

表
0

!!

治疗前后血常规指标的变化比较'

-E@

(

项目 治疗前 治疗后
!

]C@

$

_$%

(

"

J

&

/&$/E'&2' -&$/E1&-2 %&%1%

=9C

$

U

"

J

&

$$(&(%E$/&// $$'&2(E1%&)1 %&%%%

8J3

$

_$%

(

"

J

&

$$'&11E)/&1- $%1&(/E)0&'2 %&%0$

?&@

!

治疗相关不良反应
!

患者发生不良反应
$(

例次

$

'$&$G

&#其中血压下降
0

例次$

)&2G

&#恶心呕吐
'

例次

$

0&(G

&#皮肤瘙痒
)

例次 $

(&/G

&#穿 刺 处 渗 血
1

例 次

$

'&'G

&#面部口唇麻木
0

例次$

)&2G

&)经一般对症处理后#

上述不良反应均恢复正常#对人工肝治疗没有影响)

?&A

!

治疗转归
!

02

例患者在内科综合治疗基础上#均行胆红

素吸附联合低容量血浆置换治疗#

')

例好转出院%

(

例患者自

动出院#其中
1

例因经费困难的原因#

-

例患者病情加重放弃

治疗自动出院)

@

!

讨
!!

论

!!

重型肝炎肝衰竭患者大量肝细胞坏死#影响了肝脏的解毒

功能#大量的毒性物质聚集在循环中#对体内的重要器官包括

肝脏有明显的损害#人工肝支持系统是近年来开展的能有效清

除体内毒性物质的有效治疗方法)人工肝支持系统是暂时替

代肝脏功能的体外支持系统#通过体外的机械和理化装置#清

除各种有害物质#补充必需物质#改善内环境#为肝细胞再生及

肝功能恢复创造条件'

)

(

)目前人工肝支持系统发展趋势是个

体化组合型人工肝'

2

#

-.$%

(

)本研究胆红素吸附联合低容量血浆

置换治疗模式是一种新开展的组合型模式)胆红素吸附联合

低容量血浆置换模式充分发挥了这两种不同人工肝的优势#显

著提高胆红素下降的幅度#而且不增加一次性耗材#不增加医

疗成本#充分发挥了两种治疗模式的各自治疗作用#相互弥补

了两种治疗模式单独应用时的不足#减少了血浆用量#缓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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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浆供应短缺的困难)

本研究结果显示#重型肝炎患者予以胆红素吸附联合低容

量血浆置换治疗后#

?J3

*

?<3

*

3C:J

均显著下降#特别是

3C:J

下降明显#治疗结束时总胆红素平均下降达到
2$&-'G

#

@=\

显著升高#

?JC

有所下降#但是比单纯的胆红素吸附下

降幅度小#血浆置换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胆红素吸附治疗过程中

造成的清蛋白丢失)文献报道胆红素吸附治疗可以使患者总

胆红素降低约
12G

'

$$

(

)邢汉前等'

$1

(研究中#联合治疗模式降

低总胆红素和胆汁酸的效果明显#治疗结束时总胆红素平均下

降
21&-G

)

本研究结果显示#

83?

明显上升#

:;B

显著下降#结果表

明该组合模式显著改善凝血功能)文献报道汪清海等'

$'

(研究

胆红素吸附治疗对患者的凝血功能有短期不利影响)对于凝

血功能较差的患者#血浆胆红素吸附宜与血浆置换联合运用#

以减少单纯胆红素吸附治疗对患者的凝血功能的不利影

响'

$0

(

%本研究结果与该文献相同#胆红素吸附联合低容量血浆

置换治疗可以改善患者凝血功能)

本研究结果显示#胆红素吸附联合低容量血浆置换治疗会

引起
]C@

*

=9C

*

8J3

下降#可能与膜型血浆分离器及其吸附

柱的材质有关#以及治疗操作过程中血液在体外循环对血细胞

的机械损失有关)笔者早期研究表明#各种不同孔径分离器血

浆置换后会使血细胞下降'

$2

(

)胆红素吸附联合低容量血浆置

换治疗方法安全#疗效较好#拓宽了胆红素吸附的适用范围#特

别适用于肝衰竭合并高胆红素血症患者#提供了一种新的人工

肝支持治疗组合模式%但是在清除患者体内水溶性毒素及调整

患者电解质及酸碱平衡存在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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