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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

观察超纯透析液对血液透析患者外周血炎性细胞因子及血管硬化水平的影响%方法
#

选

择该院收治的血液透析患者
;E

例为研究对象!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研究组与对照组各
"D

例!两组均给予维

持性血液透析治疗!对照组采用标准透析浓缩液!研究组采用超纯透析浓缩液!两组均持续治疗
E

个月%检测

两组透析液中内毒素&细菌
LS2

片段水平!比较两组治疗前后外周血炎性细胞因子及血管硬化水平%结果
#

研究组透析液中
LS2

水平显著低于对照组"

F

%

$A$B

$!经细菌
:E%=8GS2

引物扩增后电泳灰度值显著低于对

照组"

F

%

$A$B

$%研究组透析液中内毒素水平显著低于对照组"

F

%

$A$B

$%治疗后!对照组外周血超敏
4=

反应

蛋白"

5,=4GV

$&肿瘤坏死因子
=

(

"

(SY=

(

$&白细胞介素
=:

$

"

9T=:

$

$&白细胞介素
=E

"

9T=E

$水平较治疗前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

F

!

$A$B

$!研究组外周血
5,=4GV

&

(SY=

(

&

9T=:

$

&

9T=E

水平均显著低于治疗前与对照组"

F

%

$A$B

$%

治疗后!对照组踝
=

臂脉搏传导速度"

M*V\U

$&颈总动脉内
=

中膜厚度"

42=9.(

$较治疗前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F

!

$A$B

$!研究组
M*V\U

&

42=9.(

显著低于治疗前与对照组"

F

%

$A$B

$%结论
#

超纯透析液可显著降低血

液透析患者外周血炎性细胞因子水平!减轻血管硬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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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透析是一种有效的肾脏替代疗法!可通过体

外经透析器清除体内血液代谢废物及多余水分!并维

持电解质及酸碱平衡!达到延长终末期肾衰竭患者存

活期的目的)

:

*

#有研究指出!透析液中细菌代谢产物

或
LS2

片段能以渗透或反超滤的方式经透析膜进入

血液!并激活单核细胞!产生大量细胞因子!引发患者

体内炎性反应!增加心血管不良事件发生率)

#=!

*

#为

此!笔者用超纯透析液代替普通透析液对肾衰竭患者

进行血液透析!观察其对血清炎性因子及血管硬化水

平的影响!以期为此类患者的临床治疗提供参考依

据!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A<

#

一般资料
#

选择
#$:B

年
:#

月至
#$:E

年
::

月

在本院血液透析中心进行维持性血液透析治疗的
;E

例患者为研究对象!所有患者符合0慢性肾脏病及透

析的临床实践指南1

)

"

*中尿毒症诊断标准#纳入标

准(&

:

'年龄
:D

"

C$

岁.&

#

'行高通量血液透析
!

次+

周!且持续时间
'

!

个月.&

!

'经本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患者自愿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

:

'原发病为

系统性红斑狼疮"血管炎等自身免疫病及肿瘤相关性

肾病者.&

#

'合并严重心"肝"肺功能不全者.&

!

'近
:

个月有胃肠道疾病"急慢性感染"甲状腺疾病者.&

"

'

近
E

个月服用激素或免疫抑制剂者.&

B

'妊娠或哺乳

期妇女.&

E

'依从性差或有精神障碍无法配合治疗者.

&

C

'临床资料不完整者#将
;E

例血液透析患者按照

随机数字表法分为研究组与对照组!每组
"D

例#其

中研究组男
#B

例!女
#!

例.年龄
#!

"

ED

岁!平均

&

B:A!CjEA";

'岁.原发病(慢性肾小球炎者
:C

例!慢

性间质性肾炎者
::

例!多囊肾者
!

例!糖尿病肾病者

D

例!高血压肾损伤者
E

例!药物性肾损伤者
!

例.透

析龄
E

"

DC

个月!平均&

":A#EjCAB!

'个月#对照组

男
#C

例!女
#:

例.年龄
:;

"

EC

岁!平均&

B$AD"j

CA:E

'岁.原发病(慢性肾小球炎者
:E

例!慢性间质性

肾炎者
:!

例!多囊肾者
"

例!糖尿病肾病者
C

例!高

血压肾损伤者
E

例!药物性肾损伤者
#

例.透析龄
E

"

DC

个月!平均&

":A#EjCAB!

'个月#两组性别"年龄"

原发病"透析龄等临床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F

!

$A$B

'#

<A=

#

治疗方法
#

所有患者均持续给予常规治疗!包

括服用降压药物"降糖药物"促红细胞生成素及铁剂

治疗等#两组均给予维持性血液透析治疗!参考0慢

性肾病及透析的临床实践指南1

)

"

*

!采用
"$$D%

型血

液透析机经
Y[E$

+

Y[D$

高通量血液透析器&德国

Y)/,/+'>,

公司'进行血液透析治疗!

!

次+周!每次
"

5

!血流量为
#B$

"

!$$3T

+

3'+

!透析液流量为
D$$

3T

+

3'+

!无出血倾向者以低分子肝素抗凝#对照组

采用标准透析浓缩液&北京联合捷然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研究组采用超纯透析浓缩液&美国
7*R8/)

公司'!

两组均持续治疗
E

个月#

<A>

#

观察指标
#

&

:

'检测两组透析液中细菌
LS2

片

段水平#从透析机入口旁路取透析液
:$3T

!按照试

剂盒&德国
K92I<S

公司'说明书提取其中
LS2

片

段!用核酸蛋白分析仪&美国
2

JJ

-'/07'6,

?

,8/3,

公

司'测定
LS2

水平#用
V4G

热循环仪&美国
2

JJ

-'/0

7'6,

?

,8/3,

公司'扩增细菌
LS2

片段!引物序列见表

:

#反应条件为(

;Bd

预变性
:$3'+

.

;Bd

变性
:B,

!

E$d

退火
E$,

!共
"$

个循环.

V4G

产物电泳后用凝

胶成像系统&美国
(5/)36Y',5/)

公司'测定其灰度#

见表
:

#&

#

'检测两组透析液中内毒素水平#从透析

机入口旁路取透析液
#3T

!用改良过氯酸新法预处

理!显色基质法鲎试剂检测内毒素水平!具体操作参

考试剂盒&福州新北生化工业有限公司'说明书#&

!

'

检测两组外周血炎性细胞因子水平#治疗前后!空腹

抽取患者肘部静脉血
B3T

!离心分离血清!用酶联免

疫法检测超敏
4=

反应蛋白&

5,=4GV

'"肿瘤坏死因子
=

(

&

(SY=

(

'"白细胞介素
=:

$

&

9T=:

$

'"白细胞介素
=E

&

9T=

E

'水平!具体操作参考试剂盒&上海酶联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说明书#&

"

'评价两组血管硬化水平#治疗

前后!使患者休息
B3'+

!取仰卧位!用动脉硬化检测

仪&日本
H3)6+

公司'检测双侧踝
=

臂脉搏传导速度

&

M*V\U

'!用彩色超声多普勒检查仪&德国
%'/3/+,

公司'检测双侧颈总动脉内
=

中膜厚度&

42=9.(

'!二

者均取双侧平均值进行统计分析#

表
:

##

细菌
LS2

片段引物序列

位置
:E%=8GS2

序列&

Bk=!k

'

上游
22I4224I4I22I2244((2

下游
4244II42I(4(44((2I2I

<A?

#

统计学处理
#

选择统计学软件
%V%%#$A$

对本

研究数据进行分析处理!计量资料以
)j?

表示!组间

或组内比较采用
7

检验.计数资料以率&

b

'表示!组间

或组内比较采用
!

# 检验#以
F

%

$A$B

表示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

#

结
##

果

=A<

#

两组透析液中
LS2

片段水平
#

研究组透析液

,

#EB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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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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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
B

期
#

9+81T*M./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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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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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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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LS2

水平显著低于对照组&

F

%

$A$B

'!经细菌

:E%=8GS2

引物扩增后其
LS2

片段电泳灰度显著低

于对照组&

F

%

$A$B

'#见表
#

#

表
#

##

两组透析液中
LS2

片段水平比较%

)j?

&

组别
( LS2

水平&

#

O

+

3T

'

LS2

片段灰度&

9S(i33

#

'

对照组
"D $AB:j$A$E ;#EA"BjBCAD"

研究组
"D $A:"j$A$! "B!A:Ej#;A":

7 !DA#:! B$AB!"

F $A$$$ $A$$$

=A=

#

两组外周血内毒素水平
#

研究组透析液中内毒

素水平显著低于对照组&

F

%

$A$B

'#见表
!

#

=A>

#

两组外周血炎性细胞因子水平
#

治疗前!两组

外周血
5,=4GV

"

(SY=

(

"

9T=:

$

"

9T=E

水平比较!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

F

!

$A$B

'.治疗后!对照组外周血
5,=

4GV

"

(SY=

(

"

9T=:

$

"

9T=E

水平较治疗前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

F

!

$A$B

'!研究组外周血
5,=4GV

"

(SY=

(

"

9T=

:

$

"

9T=E

水平均显著低于治疗前与对照组&

F

%

$A$B

'#

见表
"

#

=A?

#

两组血管硬化水平比较
#

治疗前!两组
M*V=

\U

"

42=9.(

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F

!

$A$B

'.治疗后!对照组
M*V\U

"

42=9.(

水平较治疗

前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F

!

$A$B

'!研究组
M*V\U

"

42=9.(

水平显著低于治疗前与对照组&

F

%

$A$B

'#

见表
B

#

表
!

##

两组透析液中内毒素水平比较%

)j?

)

<X

(

3T

&

组别
(

内毒素

对照组
"D $A:#Ej$A$#!

研究组
"D $A$:Dj$A$$"

7 !#A$B:

F $A$$$

表
"

##

两组治疗前后外周血炎性细胞因子水平比较%

)j?

&

组别
(

5,=4GV

&

+

O

+

3T

'

治疗前 治疗后
7 F

(SY=

(

&

JO

+

3T

'

治疗前 治疗后
7 F

对照组
"D :A#Ej$A#C :A#!j$A#E $ABBB $ABD: E#AD"jCA"! E:A!DjCA#" $A;CB $A!!#

研究组
"D :A#;j$A!: $ADBj$A#: DA:": $A$$$ E!ABBjCAE# ";AEEjEA;: ;A!BB $A$$$

7 $AB$E CADCC $A"E# DA::!

F $AE:" $A$$$ $AE"B $A$$$

续表
"

##

两组治疗前后外周血炎性细胞因子水平比较%

)j?

&

组别
(

9T=:

$

&

JO

+

3T

'

治疗前 治疗后
7 F

9T=E

&

JO

+

3T

'

治疗前 治疗后
7 F

对照组
"D BCADBjCA$E BDA""jCA!B $A"$: $AED; !:ABBj"A!D !#AE:j"AB; :A:BD $A#B$

研究组
"D BCA#EjEAC; "!A#CjBAE: ::A$$B $A$$$ !:A$Ej"A"# #BAECj!ADC EA!BE $A$$$

7 $A":C ::A!EC $AB"E DA$$;

F $AECC $A$$$ $ABDC $A$$$

表
B

##

两组治疗前后
M*V\U

#

42=9.(

水平比较%

)j?

&

组别
(

M*V\U

&

3

+

,

'

治疗前 治疗后
7 F

42=9.(

&

33

'

治疗前 治疗后
7 F

对照组
"D #:A!Ej"A#C #:ACEj"A!B $A"BB $AEB$ :A:Dj$A:C :A:Bj$A:D $AD!; $A"$!

研究组
"D #:AB;j"A:D :;A:Bj"A$# #A;:B $A$$" :A:Ej$A:; :A$Cj$A:" #AE"# $A$:$

7 $A#EC !A$B! $AB"! #A"!:

F $AC;$ $A$$! $ABDD $A$:C

>

#

讨
##

论

##

研究表明!血液透析患者体内存在一定程度的微

炎症状态!其原因尚不明确!可能与患者本身病情有

关!由于肾脏功能不断降低!机体对促炎细胞因子的

清除率逐渐降低!代谢性酸中毒"氧化应激等并发症

发生概率增高!肌酐"

$

#

微球蛋白&

$

#=.I

'等毒素水

平升高!从而促进体内炎症发展)

B

*

#此外!有学者指

出)

E=C

*

!在血液透析过程中血细胞接触生物相容性不

佳的透析膜!或者透析液中污染的细菌成分进入血液

循环!均会刺激机体免疫系统!诱发体内微炎症状态#

相关研究表明!血液透析患者炎症状态主要体现为外

周血炎性细胞因子水平升高!其中
5,=4GV

是一种急

,

!E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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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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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应激蛋白!在机体受到感染"缺血"外伤等炎症损伤

后其水平迅速增高!与脂蛋白结合可激活补体系统!

促进炎症介质释放)

D

*

#

(SY=

(

是一种促炎因子!可活

化血管内皮细胞!提高单核细胞及中性粒细胞的附着

能力!诱导趋化因子的合成及释放!激活一系列炎症

级联反应#

9T=:

$

是一种趋化因子!可促进炎性细胞

因子向局部募集!加重体内炎性反应#

9T=E

是一种前

炎症因子!可引起机体凝血"补体"激肽"纤溶等多系

统效应!导致患者体温调节"体液调节发生改变!影响

正常生理功能)

;

*

#相关研究指出)

:$=::

*

!升高的
4GV

"

9T=E

等细胞因子可参与动脉粥样硬化的产生和发展!

提高血管硬化水平!增加心血管不良事件的发生率!

威胁患者生命安全#

郭东花等)

:#

*用超纯透析液代替普通透析液对糖

尿病肾病患者进行为期
E

个月的血液透析!结果显

示!患者血红蛋白"清蛋白水平明显升高!而
$

#=.I

水平显著降低!表示超纯透析液可显著改善患者营养

状态#魏媛媛等)

:!

*观察了超纯透析液对维持性血液

透析患者炎症状态及生活质量的影响!结果发现!超

纯透析液不仅能降低
9T=:

$

"

9T=G*

"

(SY=

(

等炎症因

子水平!还能提高在精力"精神健康"心理健康等方面

的评分!效果显著#由此可见!超纯透析液有助于改

善患者身体状况!提高患者生活质量!原因可能与超

纯透析液的成分有关!如美国医疗器械促进协会规

定)

:"

*

!透析液中细菌含量
&

:$$$YX

+

3T

!内毒素含

量
&

$A#B<X

+

3T

!而超纯透析液则分别为
%

$A:

4YX

+

3T

"

$A$!<X

+

3T

#本研究选择超纯透析液对

尿毒症患者进行血液透析!结果显示!研究组透析液

中细菌
LS2

水平显著低于对照组!经细菌
:E%=8G=

S2

引物扩增后电泳灰度值显著低于对照组!研究组

透析液中内毒素水平显著低于对照组!表明超纯透析

液中所含细菌
LS2

片段及内毒素水平显著低于标准

透析液#观察两组治疗前后外周血炎症因子水平及

血管硬化水平!发现研究组外周血
5,=4GV

"

(SY=

(

"

9T=:

$

"

9T=E

水平显著低于对照组!

M*V\U

"

42=9.(

显著低于对照组!提示超纯透析液可显著改善患者微

炎症状态!降低血管硬化水平!与袁志娟等)

:B

*的研究

结果相似!推测低水平的内毒素含量可降低透析液对

炎症细胞因子的诱导作用!从而减轻炎性反应!降低

炎性细胞因子对血管的损伤#

?

#

结
##

论

##

用超纯透析液治疗血液透析患者!有助于降低血

液透析患者外周血炎性细胞因子及血管硬化水平!效

果肯定#但本研究仍存在一定局限性!如入选病例数

较少!随访时间尚短!未对治疗中患者心血管事件发

生情况进行统计分析!故今后尚需增加样本数量及观

察项目!延长观察时间做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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