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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观察尿毒清颗粒治疗慢性肾衰竭"

Wfc

#患者的临床疗效$方法
!

将
(U

例非透析治疗的
Wfc

患者按照简单随机分组法分为两组各
5(

例$对照组采用西医常规治疗'治疗组在对照组治疗基础上口服尿毒清颗

粒$观察两组临床疗效及血清肌酐"

WA

#&尿素氮"

R4Y

#&血红蛋白"

aG

#&清蛋白"

*SR

#等指标$结果
!

治疗组疗效

好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K

&

#8#"

#$两组治疗后
WA

&

R4Y

均明显下降!与治疗前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K

&

#8#"

#!且治疗组改善更为显著$结论
!

尿毒清颗粒能显著降低
Wfc

患者
WA

&

R4Y

水平!改善患者临床症状!提

高患者生存质量!是
Wfc

非透析治疗有效方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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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肾衰竭$

D@A;CEDA<C>,B>E,0A<

#

Wfc

%是一种常见的终

末期肾脏病*据统计每年每
6

万人群中约有
6

人发生
Wfc

#且

随着人口老龄化#糖尿病患者每年以
#8"[

的增加及心血管疾

病的增多#

Wfc

逐年增多#并呈现逐年上升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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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fc

是发

生在各种原因所致慢性肾脏疾病基础上造成的肾单位严重损

伤的一组进行性恶化的难治性临床综合征*一旦发展至终末

期肾病$

'Tfb

%或尿毒症#需依赖肾脏替代治疗来维持生命*

但是#由于肾脏替代治疗费用昂贵#是否能接受这一治疗与国

家经济实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密切相关#据国外相关资料显示每

年透析费用约
!8"

万美元及肾移植费用每例
5

万美元#这就意

味着在发展中国家#极多的
Wfc

患者无力接受透析和移植治

疗#只有死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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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对
Wfc

在进入尿毒症期前则一般采用

非透析保肾为主#探讨其延缓
Wfc

进展的疗效具有重大现实

意义*近年来#本院以尿毒清颗粒为主治疗
Wfc

#疗效显著#

结果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8$

!

一般资料
!

%##!

年
$

月至
%##(

年
6%

月在本院门诊和住

院治疗符合
Wfc

诊断标准.

6

/的患者
(U

例#将患者随机分为两

组*其中男
""

例#女
5$

例)年龄
%6

"

9"

岁#平均
5!

岁)原发

病!慢性肾小球肾炎
55

例#慢性肾盂肾炎
5

例#糖尿病肾病
6!

例#高血压肾病
66

例#肾结石
(

例#痛风肾
U

例#多囊肾
%

例#

其他
5

例)病程
"

"

56#

个月#平均
%(8!

个月*将
(U

例患者按

照简单随机分组法分为两组各
5(

例*两组患者致病原因(年

龄(性别(病程和肾功能情况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K

(

#8#"

%#

具有可比性*

$8/

!

治疗方法
!

对照组!包括优质低蛋白饮食#控制血压#纠

正水(电解质紊乱和酸碱平衡失调等#水肿严重者适当使用利

尿剂#合并感染者给予抗感染治疗等*治疗组!在对照组治疗

基础上口服尿毒清颗粒$广州康臣药业有限公司生产%#每次
"

"

6#

H

#

$

"

5

次"日*两组疗程均为
!

个月*

$8'

!

观察指标
!

治疗前及治疗后
$

个月分别空腹抽取静脉血

测血红蛋白$

aG

%(血清清蛋白$

*SR

%(血清尿素氮$

R4Y

%(血

清肌酐$

WA

%等指标#并观察有无不良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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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疗效判断标准.

$

/

!

显效!$

6

%症状和伴随症状减轻或消

失)$

%

%内生肌酐清除率$

WDA

%增加大于或等于
$#[

)$

$

%

WA

降

低大于或等于
$#[

*上述$

6

%项必备#加$

%

%或$

$

%一项即可判

定*有效!$

6

%症状和伴随症状减轻或消失)$

%

%

WA

增加
"[

"

$#[

)$

$

%血
WA

降低
6"[

"

$#[

)$

5

%治疗前后以
WA

的对数或

倒数#用直线回归方程分析#其斜率有明显意义者*以上述$

6

%

项必备#加$

%

%或$

$

%即可判定*无效!不符合显效和有效判断

条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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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计学方法
!

数据用
; J̀

表示#计量资料比较采用
F

检

验#计数资料比较采用
*

% 检验*以
K

&

#8#"

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

!

结
!!

果

/8$

!

两组临床疗效比较
!

治疗
$

个月后进行疗效评定#治疗

组疗效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K7#8#65

%#见表
6

*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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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临床疗效比较)

5

%

[

&*

组别
5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

%

治疗组
5( 69

$

$589

%

%$

$

5!8(

%

(

$

6U85

%

U68!

对照组
5( 6%

$

%58"

%

69

$

$589

%

%#

$

5#8U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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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组治疗前(后血
aG

(

*SR

(

WA

(

R4Y

比较
!

两组治疗后

WA

(

R4Y

均有明显改善#与治疗前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K

&

#8#"

%)治疗后治疗组
WA

(

R4Y

改善更为明显#与对照组比

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K

&

#8#"

%#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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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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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治疗前'治疗后各指标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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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
5 W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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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4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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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

$

H

"

S

%

*S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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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疗组 治疗前
5( 5968!#̀ 6#98U# %%8$!̀ 98%$ 998(#̀ 6$8$ %985!̀ $89!

治疗后
5( %"58%#̀ (689# 668"!̀ "865 (58%#̀ 6%8!6 $%8"$̀ $8U"

对照组 治疗前
5( 5!U8(#̀ 66#8!# %68%"̀ 98%( 9(8%"̀ 6$86 %!8(!̀ $8!(

治疗后
5( $6!86#̀ U(8%# 6!8#(̀ "8!5 (#8$"̀ 6%895 %U8"!̀ $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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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

论

慢性肾衰竭是指发生在各种慢性肾脏疾病后期的一组临

床综合征#以肾功能减退即代谢产物和毒素的潴留#水(电解

质(酸碱平衡失调以及某些内分泌功能异常为主要表现#是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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脏及肾脏有关疾病的最终归属#是威胁人类健康和生命的重要

病症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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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除了依赖肾脏替代疗法来维持生命#尚无其

他特效疗法*但是#由于肾脏替代治疗费用极其昂贵#很多

Wfc

患者无力接受透析和移植治疗#只有等待死亡.

%

/

#因此药

物防治
Wfc

非常重要*近年来#我国开发中药用于治疗各种

肾脏疾病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作者以尿毒清颗粒配合传统方

法治疗
Wfc

#疗效显著#本文治疗组
5(

例
Wfc

患者使用尿毒

清颗粒治疗
!

个月后总有效率达到
U68![

#

WA

(

R4Y

明显下

降#

*SR

明显升高$

K

&

#8#"

%#而
aG

也有一定程度提高#结果

提示尿毒清治疗
Wfc

疗效确切*

尿毒清颗粒由黄芪(党参(制何首乌(大黄(白术(茯苓(车

前草(制半夏(川芎(丹参等组成#有健脾利湿(滋肾填精(通腑

降浊(活血解毒之功效#寓祛邪扶正(通补兼施之意#可使湿浊

瘀毒之邪由二便分消于体外.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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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黄药理研究表明该药能缓

解
Wfc

的进展#大黄可通过抑制体内蛋白的分解#提高对谷氨

酰胺的生成率而使
R4Y

含量降低#并使从肠道吸收合成尿素

的原料减少(促进肝合成蛋白.

"

/

*同时大黄可改善肾组织的高

代谢状态#减轻残余肾单位的代偿肥大#抑制肾小球系膜和细

胞外基质的合成#减少残余肾单位耗氧量等作用#抑制氧自由

基产生#改善脂质代谢紊乱.

!

/

*黄芪和川芎等都是有效改善微

循环的药物#可以抑制血小板的聚集#改善微循环障碍#抗纤维

化#能增加肾血流量#反馈性地抑制肾素
)

血管紧张素
)

醛固酮

系统#提高肾小管细胞的反应性#增加尿量#从而达到改善肾功

能的目的.

9

/

*党参(白术(茯苓(首乌等具有清除自由基(保护

细胞膜的作用*而作为中成药的尿毒清颗粒通过减轻肾脏细

胞损伤#减少蛋白尿排出)通过改善脂质代谢异常#减轻脂质肾

损害)通过降低
@1)Wf&

达到抗炎作用.

U

/

#最终保护残余肾功

能*本研究还发现#尿毒清有改善
Wfc

患者贫血及营养状态

的作用#可维持较高的的
aG

#这与内源性促红素的水平有

关.

(

/

#而尿量增加可以增加中分子物质如瘦素排出#改善食欲#

从而改善营养状况*因此#本研究认为尿毒清颗粒除直接降低

WA

(

R4Y

外#还可能通过降低尿蛋白#调节血脂#阻止肾小球硬

化(肾间质纤维化等多种作用机制延缓
Wfc

的恶化进展*尿

毒清颗粒对
Wfc

的治疗效果#以氮质血症为最有效#主要是由

于大黄具有延缓
Wfc

进展的作用#对已经实施透析治疗的患

者#尿毒清颗粒能起到延长透析间隔时间作用#治疗时不能过

分依赖尿毒清的作用#同时不能忽略优质低蛋白(低磷饮食#控

制血压#防治感染#维持机体水(电解质及酸碱平衡等基础治

疗*汤水福等.

6#

/报道尿毒清有明显纠正血脂失调等作用*

综上所述#尿毒清颗粒对
Wfc

患者疗效肯定#具有护肾降

尿毒素(改善症状(延缓肾衰竭速度(保护残存肾功能的作用#降

低血
WA

(

R4Y

#提高血中清蛋白(改善贫血#推迟进入透析的时

间#提高患者生存质量#且无明显毒性和不良反应#是
Wfc

非透

析治疗中一种比较有效的中成药#值得临床进一步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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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通过观察感染丙型肝炎病毒"

aWX

#的孕妇血清中自身抗体的变化情况!探讨自身免疫反应在

孕妇感染
aWX

病毒中的作用$方法
!

用免疫印迹法对
"U

例感染
aWX

的孕妇测定血清抗核抗体"

*Y*

#&抗线粒

体抗体"

*V*

#&抗平滑肌抗体"

TV*

#&抗肝肾微粒体
6

"

SgV)6

#&抗肝细胞溶质抗原
6

"

SW)6

#!并根据荧光反应模

式判定结果$结果
!

aWX

感染孕妇中有
$(8![

出现自身抗体!健康未孕
aWX

感染者检出率为
$585[

!均高于对

照组检出率
58!"[

$结论
!

孕妇感染
aWX

可触发机体自身免疫反应!但其强度与未孕前差别不大$

"关键词#

!

丙型肝炎'

!

孕妇'

!

自身抗体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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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型肝炎病毒$

aWX

%是一种主要经血液传播的病毒#同

时
aWX

能通过垂直传播途径在母婴间传播#孕妇感染
aWX

后婴幼儿感染
aWX

的概率大大增加*因此对孕妇感染丙型

肝炎的关注#能显著降低垂直传播的概率*

众多研究表明#

aWX

感染后机体产生免疫应答#引发自身

免疫反应#体内产生多种自身抗体*丙型肝炎主要采用干扰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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