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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血尿酸与动脉钙化的相关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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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探讨分析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血尿酸与动脉钙化的相关性'方法
"

选择在该院维持性血

液透析患者
!!(

例!检测患者血尿酸以及相关临床指标!并采用多层螺旋
N5

测定患者冠状动脉钙化积分

"

N4N0

%!比较分析高尿酸血症组与血尿酸正常组患者各临床指标与冠状动脉钙化积分相关性'结果
"

!!(

例

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其中血尿酸升高患者
,&

例!高尿酸血症发生率为
$&#!"-

$高尿酸血症组患者
ZM]

&

WM]

&三酰甘油"

5c

%&总胆固醇"

5N

%&高敏
N

反应蛋白"

<02N3]

%以及
N4N0

均较血尿酸正常组显著升高!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

!

$

%#%$

%$经相关性分析!血尿酸水平与患者
5c

&

<02N3]

以及
N4N0

呈显著正相关关系

"

!

$

%#%$

%$影响持续性血液透析患者重度血管钙化"

N4N0

&

)%%

%发生的危险因素包括患者
<02N3]

水平&血

尿酸水平以及高血压'结论
"

持续性血液透析患者中高尿酸血症发生率较高!患者血尿酸水平与冠状动脉钙

化之间具有着密切联系!且高血尿酸水平是引发患者冠状动脉钙化的重要因素!因此对于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

心脑血管并发症的预防需重视对高尿酸血症的治疗'

关键词"维持性血液透析$

"

血尿酸$

"

动脉钙化$

"

相关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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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血管疾病&

NVZ

'是引发终末期肾病患者死亡

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对于终末期肾病患者#血管钙化

尤其是冠状动脉钙化普遍存在#而血管钙化是心血管

疾病发生和死亡的重要因素(

!2"

)

$目前关于终末期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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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患者发生冠状动脉钙化的病因及其发病机制尚未

完全阐明$近些年来#有研究显示#高尿酸血症与心

血管疾病之间具有着密切的联系(

*2)

)

$而对于维持性

血液透析患者#高尿酸血症的发生率较高#因此本研

究探讨分析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血尿酸与冠状动脉

钙化之间的相关性#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择
"%!)

年
$

月至
"%!(

年
!

月在

本院肾病内科治疗的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
!!(

例作

为研究对象#其中男性患者
,(

例%女性患者
$%

例#患

者年龄
"$

"

(,

岁#平均&

$*#"&̂ !,#+)

'岁#平均透析

时间&

*,#)&̂ !$#%"

'个月$纳入患者年龄
%

!&

岁+持

续血液透析
,

个月以上$排除年龄
$

!&

岁+当前存在

急性炎症或慢性炎症疾病+

*

个月内使用过糖皮质激

素+目前存在活动性恶性肿瘤$原发病包括慢性肾小

球肾炎患者
)$

例%高血压肾损害患者
"(

例%糖尿病

肾病患者
"$

例%狼疮性肾炎患者
+

例%多囊肾患者
$

例%其他
,

例$患者均采用日装机
ZMM2"(

型血液透

析机#使用聚砜膜透析器
U!)

&威高'#透析血流量为

"$%

"

*%%IR

"

I/1

#透析液流量
$%%IR

"

I/1

+血管通

路为动静脉内瘘#使用普通肝素进行抗凝$

>#?

"

方法

>#?#>

"

检测指标
"

采用美国贝克曼全自动生化分析

仪测定患者临床指标#抽取患者透析前空腹外周静脉

血检测血尿酸&

WQ4

'%三酰甘油&

5c

'%总胆固醇

&

5N

'%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RZR2N

'%高密度脂蛋白

胆固醇&

bZR2N

'%血钙%磷%血清清蛋白&

4RH

'水平+

采用免疫透射比浊法测定患者超敏
N

反应蛋白&

<02

N3]

'测定试剂盒购于上海百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测定患者红细胞压积&

b=9

'水平$高尿酸血症判定标

准!男性血尿酸
%

)"% II6@

"

R

+女性血尿酸
%

*,%

II6@

"

R

$

>#?#?

"

冠状动脉钙化积分测定
"

采用多层螺旋
N5

测定患者冠状动脉钙化积分#参照文献标准进行测

定$测定时控制患者基础心率在
(%

次"分之下#屏气

时从患者心底部开始扫描直至心尖部#扫描层厚
*

II

#连续扫描
"%

"

*%

层#扫描时间
%#!0

$将
323

间

期
(%-

处作为心电触发点#

Ù V

为
",=I

矩阵
$!"\

$!"

$要求所测得区域面积
%#$II

" 以上#是否发生

钙化的阈值为
!*%bAN5

值+对钙化
N5

值进行评

分#

!

分!

N5

值在
!*%

"

!++bA

之间+

"

分!

N5

值在

"%%

"

"++bA

之间+

*

分!

N5

值在
*%%

"

*++bA

之

间+

)

分!

N5

值在
)%%bA

以上$钙化灶积分为钙化

灶
N5

值与其面积的乘积#然后将所有积分累加获得

整个冠状动脉钙化积分&

N4N0

'$

>#@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统计学软件
W]WW""#%

进行

数据处理分析#计量资料比较采用
5

检验#计数资料比

较采用
!

" 检验#相关分析采用
]8;D061

检验+危险因

素分析采用多元逐步回归分析法#以
!

$

%#%$

为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患者高尿酸血症发生率
"

!!(

例患者维持性血

液透析患者#其中血尿酸升高患者
,&

例#高尿酸血症

发生率为
$&#!"-

$

?#?

"

高尿酸血症与血尿酸正常组各项临床指标比较

"

高尿酸血症组与血尿酸正常组比较#性别%年龄%透

析时间%糖尿病%

MTS

%

bZR2N

%

RZR2N

%

4RH

%

b=9

%血

钙%血磷水平无显著差异&

!

&

%#%$

'+高尿酸血症组患

者舒张压&

ZM]

'%收缩压&

WM]

'%

5c

%

5N

%

<02N3]

以

及
N4N0

均较血尿酸正常组显著升高#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

!

$

%#%$

'#见表
!

$

表
!

""

高尿酸血症与血尿酸正常组各项临床指标比较

指标
高尿酸血症组

&

'a,&

'

血尿酸正常组

&

'a)+

'

5

"

!

"

!

性别

"

男&

'

'

*( *% %#$)% %#,("

"

女&

'

'

*! !+

年龄&岁#

Ê ?

'

$)#)+̂ !*#&$ $"#&!̂ !(#*& %#$&! %#$),

透析时间&月#

Ê ?

'

*)#$(̂ !)#&% *(#$%̂ !,#)! !#%%+ %#*&+

糖尿病

"

是&

'

'

*$ ", %#%"+ %#%&*

"

否&

'

'

** "*

MTS

&

B

:

"

I

"

#

Ê ?

'

"*#)(̂ *#&! "*#!%̂ *#$" %#$*$ %#$+&

ZM]

&

IIb

:

#

Ê ?

'

&)#"&̂ "*#!% ("#!!̂ "&#$+ "#$)* %#%*,

WM]

&

IIb

:

#

Ê ?

'

!$*#))̂ *&#*( !)%#*&̂ "(#)" "#%*, %#%)&

5c

&

II6@

"

R

#

Ê ?

'

!#&$̂ %#$& !#),̂ %#)+ *#&") %#%%$

5N

&

II6@

"

R

#

Ê ?

'

)#$(̂ !#%( )#!"̂ !#!) "#!&) %#%)!

bZR2N

&

II6@

"

R

#

Ê ?

'

!#*%̂ %#)& !#"&̂ %#$) %#"!! %#&!*

RZR2N

&

II6@

"

R

#

Ê ?

'

"#$"̂ %#&& "#),̂ %#(+ %#*&% %#(%!

<02N3]

&

I

:

"

R

#

Ê ?

'

,#"&̂ !#,$ *#%,̂ !#*! !!#*"$

$

%#%%!

4RH

&

:

"

R

#

Ê ?

'

*(#+,̂ )#"( *&#!$̂ $#)) %#"!! %#&!"

b=9

&

-

#

Ê ?

'

*!#,!̂ *#() *%#+&̂ )#%( %#&,, %#)!$

血钙&

II6@

"

R

#

Ê ?

'

"#)!̂ %#), "#*(̂ %#)* %#)(( %#,"&

血磷&

II6@

"

R

#

Ê ?

'

!#$,̂ %#$! !#,%̂ %#)" %#)$% %#,,"

N4N0

&

Ê ?

'

("!#&)̂ "&,#%))&(#*(̂ !*&#+" $#*%!

$

%#%%!

?#@

"

血尿酸水平与
ZM]

%

WM]

%

5c

%

5N

%

<02N3]

%

N4N0

相关性分析
"

经相关性分析#血尿酸水平与患

者
5c

%

<02N3]

以及
N4N0

呈显著正相关关系&

!

$

%#%$

'#见表
"

$

?#A

"

持续性血液透析患者重度血管钙化危险因素的

多因素逐步回归分析
"

将
N4N0

大于
)%%

&重度血管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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钙化'作为因变量#患者性别%年龄%透析时间%是否糖

尿病%是否高血压%

5c

%

5N

%

RZR2N

%

bZR2N

%

<02N3]

%

血钙%血磷%血清
4RH

等因素作为自变量#采取多因

素逐步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影响持续性血液透析患

者重度血管钙化&

N4N0

&

)%%

'发生的危险因素包括

患者
<02N3]

水平%血尿酸水平以及高血压&

!

$

%#%$

'#见表
*

$

表
"

""

血尿酸水平与
ZM]

#

WM]

#

5c

#

5N

#

"""

<02N3]

#

N4N0

相关性分析

ZM] WM] 5c 5N <02N3] N4N0

4 %#!*! %#%&$ %#*)" %#!+( %#,)& %#$,)

!

&

%#%$

&

%#%$

$

%#%$

&

%#%$

$

%#%$

$

%#%$

表
*

""

持续性血液透析患者重度血管钙化危险

"""

因素多因素逐步回归分析

因素
G

"

$

!

<02N3] %#,(( %#$() %#%%%

血尿酸
%#&!* %#)+& %#%%%

高血压
%#&)* %#*," %#%!(

@

"

讨
""

论

""

血尿酸是机体嘌呤代谢的最后一个产物#而机体

内各种嘌呤代谢紊乱和&或'尿酸排泄障碍均导致高

尿酸血症发生率升高(

$

)

$近些年来#随着人们生活水

平的提高以及饮食结构的变化#调查显示#人群中高

尿酸血症的发生率呈逐年升高趋势(

,2(

)

#对于终末期

肾病患者#即使已接受充分的血透治疗#但是患者中

高尿酸血症的发生率仍然较高#可高达
$%-

"

,%-

(

&

)

$本研究中#

!!(

例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高尿

酸血症发生率为
$&#!"-

#与临床报道结果相似(

+

)

$

临床研究显示#高尿酸血症与心血管疾病的发生和预

后具有着密切的联系(

!%

)

$

血管%心肌%心瓣膜钙化是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

心血管疾病发生的重要原因#而血管钙化是糖尿病%

肾病%动脉粥样硬化%高血压等多种疾病的生理病理

基础(

!!2!"

)

$冠状动脉钙化
N5

积分是血管钙化评估

的金标准#本研究探讨分析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血尿

酸与冠状动脉钙化相关性(

!*

)

$比较分析高尿酸血症

患者与尿酸正常患者直接各临床指标差异#结果显

示#高尿酸血症组患者血压%血脂%

<02N3]

以及
N4N0

均较血尿酸正常组显著升高&

!

$

%#%$

'$表明高尿酸

水平与机体血压%血脂%动脉钙化以及机体炎症水平

之间具有着一定的联系$学者研究显示高尿酸血症

可促进机体内炎症因子的大量产生#可能是由于高尿

酸血症患者其尿酸微结晶析出后再血管壁发生沉积#

从而引起机体的局部炎症反应(

!)2!$

)

+而当机体内呈现

高血尿酸状态时#机体内氧自由基产生增加#从而参

与到了机体的血管炎症反应当中#因此促进炎症指标

<02N3]

水平的升高(

!,2!(

)

$

此外#分析血尿酸水平与
ZM]

%

WM]

%

5c

%

5N

%

<02

N3]

%

N4N0

相关性#结果显示#血尿酸水平与患者

5c

%

<02N3]

以及
N4N0

呈显著正相关关系&

!

$

%#%$

'$进一步提示患者血尿酸与冠状动脉钙化之间

呈正相关关系#进一步支持学者报道的血尿酸水平升

高将导致心血管危险度增加的观点(

!&2"%

)

$采用多因

素逐步回归分析分析患者重度血管钙化危险因素#结

果显示#影响持续性血液透析患者重度血管钙化

&

N4N0

&

)%%

'发生的危险因素包括患者
<02N3]

水

平%血尿酸水平以及高血压$进一步提示患者机体炎

症状态%血尿酸水平以及血压对动脉钙化具有着重要

影响作用$

A

"

结
""

论

""

持续性血液透析患者血尿酸水平与冠状动脉钙

化之间具有着密切联系#且高血尿酸水平是引发患者

冠状动脉钙化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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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R4NbP3

J4

#

89;@#b

EC

8D9810/61;1>=<D61/=B/>18

E

>/08;08

!

D82

0

C

8=9/78=619D/HA9/616?I8;1;1>

C

A@08

C

D800AD8;1>;D2

98D/;@09/??1800

(

J

)

#Jb

EC

8D9810

#

"%!$

#

**

&

!%

'!

"%!%2"%!$#

(

!!

)唐俊#左满花
#

血液透析联合血液灌流对尿毒症患者透析

效率%脂代谢及动脉粥样硬化的影响(

J

)

#

海南医学院学

报#

"%!(

#

"*

&

)

'!

)+(2$%%#

(

!"

)贾凤玉#徐斌#龚德华#等
#

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心血管钙

化的发生率及分布特点(

J

)

#

肾脏病与透析肾移植杂志#

"%!)

#

"*

&

$

'!

)%!2)%,#

(

!*

)李璐瑶#戴慧莉#张敏芳#等
#

腹主动脉钙化对维持性血液

透析患者预后的评估价值(

J

)

#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医学

版#

"%!,

#

*,

&

(

'!

!%*)2!%*&#

(

!)

)龚丽娜#曾健#傅建群#等
#

低钙透析联合高通量透析对透

析患者颈动脉钙化的影响(

J

)

#

中国中西医结合肾病杂

志#

"%!)

&

(

'!

$+)2$+(#

(

!$

)

]SVSOP

#

]̀ O5PM

#

]3QSJT T

#

89;@#S1;=9/78I;9D/G

c@;2]D698/1/0;006=/;98>F/9<;D98D/;@09/??1800/1;1;>A@9

]6

C

A@;9/612M;08>09A>

E

(

J

)

#b

EC

8D9810/61

#

"%!$

#

,,

&

!

'!

&$2+"#

(

!,

)徐丰博#孙懿#王银娜#等
#

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冠状动脉

钙化的相关因素分析(

J

)

#

首都医科大学学报#

"%!$

&

)

'!

,*%2,**#

(

!(

)王长江#李胜开
#

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钙磷代谢紊乱及腹

主动脉钙化观察(

J

)

#

山东医药#

"%!$

&

*$

'!

*+2)%#

(

!&

)

L4Oc_ O

#

WQO _

#

L4Oc _

#

89;@#W8DAIW!%%4!"

;1>

C

D6

:

D800/616?=6D61;D

E

;D98D

E

=;@=/?/=;9/61678D)

E

8;D0/1<8I6>/;@

E

0/0

C

;9/8190

(

J

)

#4IJO8

C

<D6@

#

"%!$

#

)"

&

!

'!

)2!*#

(

!+

)刘娜娜#姜文
#

尿毒症血液透析患者中性粒细胞胞外诱捕

网水平与冠状动脉疾病的关系(

J

)

#

心肺血管病杂志#

"%!&

#

*(

&

"

'!

!!(2!"!#

(

"%

)

J4O[̀ VSN4

#

Z4TJ4Ò VSN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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