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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研究接受亲属高龄供肾者肾移植的患者近期移植肾功能状态!探讨高龄供肾者是否可保证移植肾的长期存

活'方法
"

选择接受父母供肾的肾移植患者
5'

例!于近期观测肾功能指标'供者
$#

"

'$

岁!受者
!*

"

$)

岁'肾功能指标由血

肌酐和尿素氮确定!由检验科提供'结果
"

5'

例肾移植患者中
$"

例患者肾功能正常!其中
"$

例患者接受的供者年龄大于或等

于
%%

岁!

!5

例患者接受的供者年龄小于
%%

岁'

$$

例患者肾功能不正常!其中
#$

例患者接受的供者年龄大于或等于
%%

岁!

!)

例

患者接受的供者年龄小于
%%

岁'接受供者年龄大于或等于
%%

岁的患者与小于
%%

岁的患者肾功能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结论
"

高龄供肾者不适宜作为肾移植的最佳供者!但亲属移植的患者移植肾功能下降后仍可维持较长时间肾功能'

关键词"肾移植$

"

亲属$

"

高龄供体$

"

肌酐$

"

尿素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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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目前移植肾资源极其匮乏的情况下#亲属活体供肾作为

一种替代的方式可及时挽救部分尿毒症患者#因此亲属肾移植

已成为治疗终末期尿毒症患者的主要方式之一*在此方式下#

亲属移植肾的供体目前大部分为父母供肾给子女#因此供肾者

年龄对移植肾的影响是目前研究的热点#本研究根据此特点对

本院高龄供肾者的移植肾功能进行研究#以此探讨高龄供肾对

移植肾的长期影响#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对目前可追踪到的
"))%

年
!"

月至
"))*

年

!"

月接受父母供肾的肾移植患者
5'

例#于近期$

")!!

年
5

"

!"

月&观测肾功能指标*供者最大年龄
'$

岁#最小年龄
$#

岁#

受者最大年龄
$)

岁#最小年龄
!*

岁*

?&@

"

方法
"

肾功能指标由血肌酐和尿素氮确定#检测数据由

本院检验科提供*由于肾移植患者术后导致肾功能下降的因

素较多#故把血肌酐'尿素氮正常值分别由
!!%

!

D6@

"

N

'

(&!$

DD6@

"

N

提至
!#)

!

D6@

"

N

'

!)D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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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以此调整肾移植术后

患者调理不当引起的肾功能异常*

?&A

"

统计学处理
"

应用
[M[[!#&)

统计软件分析*计数资料

采用
%

" 检验#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亲属肾移植中供者年龄对移植肾功能的影响
"

5'

例肾

移植患者中
$"

例患者肾功能正常#其中
"$

例患者接受的供者

年龄大于或等于
%%

岁#

!5

例患者接受的供者年龄小于
%%

岁*

$$

例患者肾功能不正常#其中
#$

例患者接受的供者年龄大于

或等于
%%

岁#

!)

例患者接受的供者年龄小于
%%

岁*供肾亲

属年龄大于或等于
%%

岁的患者与供肾亲属年龄小于
%%

岁的

患者比较#移植肾功能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

)&)%

&#说明

供肾者年龄对移植肾的长期存活具有重要影响*

@&@

"

亲属活体供肾移植不同时期和供者年龄对移植肾功能的

影响
"

见表
!

*

@&A

"

供者和受者性别对移植肾功能的影响
"

供肾者为患者母

亲有
$5

例#其中移植肾功能正常者
")

例#不正常者
"5

例%供

肾者为患者父亲有
#5

例#其中移植肾功能正常者
""

例#不正

常者
!'

例*供者和受者的性别对移植肾功能无显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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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属肾移植接受父母供肾的受者性别差异对移植肾的影

响
"

父母供肾对移植肾的影响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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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
"

*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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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时期和供者年龄对移植肾功能的影响$

%

%

时间
%

(

%%

岁
'

%%

岁 肾功能正常 肾功能不正常

"))%

年
! ! ) ) !

"))'

年
!) 5 " $ '

"))(

年
"! !$ ( !! !)

"))5

年
#" "# * !% !(

"))*

年
"" !" !) !" !)

合计
5' %5 "5 $" $$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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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供肾对不同性别受者移植肾的影响$

%

%

供受者
%

肾功能正常 肾功能不正常

父
&

子
"5 !' !"

父
&

女
!) ' $

母
&

子
$$ !' "5

母
&

女
$ $ )

合计
5' $" $$

A

"

讨
""

论

亲属供肾是目前肾移植手术中供体主要来源#已成为解决

肾源短缺的有效途径*但高龄活体肾移植的疗效一直是移植

界争论的热点问题#主要集中在术后急性排斥反应与移植肾功

能延迟恢复#以及高龄供肾移植后长期存活情况(

!

)

#而肾移植

术后肾功能的变化受多重因素的影响#包括移植供体的选择'

移植受体的免疫学状态'移植技术的水平#免疫抑制剂的合理

应用及围术期患者的管理水平等*研究证实#年龄是影响移植

肾效果的重要因素(

"

)

*

P;13

等(

#

)报道了
'*

例高龄$

(

%)

岁&

与
"$'

例非高龄$

'

%)

岁&活体供肾移植术后
%

年移植肾的肾

小球滤过率$

]V\

&分别是$

$%&#g")&5

&

DN

"

D13

#$

%*&$g

"#&)

&

DN

"

D13

*在本研究可见#供肾亲属年龄大于或等于
%%

岁的患者与供肾亲属年龄小于
%%

岁的患者的肾功能比较#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

)&)%

&#说明高龄供肾对移植肾的长期

存活具有重要影响*如按已接受肾移植手术
#

年以上作为长

期存活的依据#本研究中大部分患者已达到或接近移植肾存活

#

年以上#在供肾亲属年龄大于或等于
%%

岁的
%5

例患者中#

肾功能下降的患者有
#$

例#占
%5&'"Z

$

#$

"

%5

&#而供肾年龄

小于
%%

岁的
"5

例患者中#肾功能下降的患者有
!)

例#占

#%&(!Z

$

!)

"

"5

&*但是肾功能下降的患者并不意味着移植肾

功能完全丧失#仅有部分患者$

(

例&血肌酐达到
"))

!

D6@

"

N

以上#尿素氮达到
!)DD6@

"

N

以上#而大部分患者肾功能仍可

维持*说明高龄供肾的亲属肾移植由于亲缘的关系#组织相容

性高于非亲属移植#移植肾的急性和慢性排斥反应的发生率低

于非亲属肾移植#且父母给予子女的亲属肾移植在人类白细胞

抗原$

QN+

&配型上#均为半相合以上#因此可不考虑
QN+

对

移植肾的影响*移植肾的功能下降主要原因在于老年供肾功

能性单位较少#多伴有动脉硬化#使移植肾更易受到损伤#此外

还包括移植肾功能延迟恢复'排斥反应'感染'免疫抑制剂对移

植肾的肾毒性等因素的影响(

$

)

*在亲属肾移植中#移植肾功能

下降也与再次移植有关#本研究中在肾功能下降的患者中有
"

例为再次移植#而且供者年龄均低于
%)

岁#均为母子供肾*说

明再次肾移植也是导致移植肾功能下降的因素#因为曾经过肾

移植的患者更易产生抗体#特别是产生抗供者特异性抗体

$

T[+

&#

T[+

是导致移植肾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N8A;G><8G?

等(

%

)发现存有
QN+4T[+

的患者#

5

年移植物存活率$

'!Z

&低

于已致敏但没有
QN+4T[+

的患者$

*#Z

&和非致敏的患者

$

5$Z

&*再次移植患者存在较高的免疫和排异风险#尤其是严

重的血管排异对移植肾功能有长期的不利影响(

'

)

#而且器官移

植物刺激产生的抗
QN+

抗体#无论是在强度上还是在类型上

均远远超过其他抗原的刺激(

(

)

*在本研究中#父母供肾对移植

肾功能的影响并没有显示出差异#但从肾功能异常患者的数量

上看#母亲供肾的患者中肾功能异常者略多于父亲供肾#可能

与男性的肾脏体积较大和肾单位相对较多有关*从总体上看#

供肾者年龄在短期内不影响移植肾存活(

5

)

#亲属活体供肾具有

很密切的亲缘性#

QN+

相配合率高#不易产生抗
QN+

抗体#

因为良好的
QN+

配型可降低移植肾的急性排斥反应发生率#

而群反应性$

M\+

&阳性可导致移植肾功能下降*

QN+

配型良

好者肾功能良好率高于
QN+

配合率低者(

*

)

*因此#作者认

为#亲属供肾是解决肾源匮乏的有效途径#但高龄亲属不适宜

作为肾移植的最佳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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