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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探讨维持性血液透析"

QV&

#患者的营养现状&人体成分分析及其影响因素分析$方法
"

选取
$#!4

年
)

月至
$#!+

年
!$

月在该院治疗的
QV&

患者
6#

例!采用改良定量主观整体评估表"

Q T̀c<

#评

估患者营养状况!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测量患者前白蛋白"

0<

#&白蛋白"

<H>

#&血红蛋白"

V>

#等!采用
<

检验&

!

$

检验比较营养不良和营养正常患者临床资料差异!多因素分析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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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B8D

回归分析$结果
"

经
Q T̀c<

量

表评估!

QV&

患者营养不良率为
+'3"X

'营养不良患者年龄为"

+43+[434

#岁!明显高于营养正常患者"

!

$

#3#4

#'营养不良患者体质量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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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低于营养正常患者"

!

$

#3#4

#'营养不良患者透析时间&有糖尿病比例&家庭月收入
$

4###

元比例

分别为"

"'34[!$3#

#月&

4"3"X

和
+$3$X

!明显高于营养正常患者"

!

$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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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

龄和透析时间是
QV&

患者发生营养不良的危险因素"

-Md!3,+#

&

$3$64

!

!

$

#3#4

#!而家庭月收入是保护因

素"

-Md#36$4

!

!

$

#3#4

#$结论
"

QV&

患者营养不良发生率较高!受患者年龄&透析时间及家庭收入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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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肾脏病在我国的发病率高达
!#X

'随着病情

的演变'最终会变成终末期肾病(

!

)

&终末期肾病患者

的治疗方法有肾脏移植和血液透析'肾脏移植虽然是

一个有效的手段'但由于合适的肾源较少'以及体内

免疫排斥等因素'使得维持性血液透析$

QV&

%成为

了主要的替代疗法(

$

)

&采用
QV&

方法的透析患者

约有
,"X

'这种方法虽能够延长终末期肾病患者的生

命'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但是不能完全达到正常肾

脏对代谢物的清除的效果'经过长期治疗'体内也会

堆积不少代谢产物'容易产生营养不良等并发症(

"

)

&

由
QV&

导致的营养不良发生的概率高达
+#X

"

)#X

'其典型特征是以肌肉组织为主的瘦组织大量丢

失'因此及早的对患者的营养状况及其影响因素进行

研究'可以尽快地找到应对措施'具有十分重要的临

床意义(

'

)

&本文选取
6#

例在本院接受
QV&

治疗的

患者'采用改良定量主观整体评估表$

Q T̀c<

%表评

价患者的营养状况'及检测人体成分及影响因素'现

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3@

"

一般资料
"

选取
$#!4

年
)

月至
$#!+

年
!$

月在

本院治疗的
QV&

患者
6#

例'其中男性
",

例'女性

"!

例-年龄
$)

"

)$

岁'平均年龄$

+#3,[43+

%岁-原发

病!慢性肾小球肾炎
$+

例'糖尿病肾病
$4

例'不明原

因肾病
!"

例'多囊肾
4

例'高血压肾病
!

例&纳入标

准!$

!

%透析时间
%

"

个月'透析频率
"

次"周'

'C

"次-

$

$

%生活能自理-$

"

%无水钠潴留和慢性心脏衰竭-$

'

%

患者及家属知情同意&排除标准!$

!

%有恶性肿瘤*严

重肝病*急慢性感染*消化道溃疡*血液系统疾病*腹

腔积液等-$

$

%有心脏起搏器或支架或身体中有其他

金属&

@3A

"

方法
"

采集患者血液透析治疗前*后空腹静脉

血各
4JS

送检'使用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检测患者前

白蛋白$

0<

%*白蛋白$

<H>

%*血红蛋白$

V>

%*

*%

*

*c

-

电子医用秤$

T?DE;6#'

'德国赛康%测量体质量和身高'

并计算
.QP

-蛋白质含量*骨骼肌量*体脂采用人体成

分分析仪
P:>=M

I

9!#

进行测量&

@3B

"

资料收集
"

将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

析'将以下因素纳入并分析影响
QV&

患者营养状况

原因!性别*年龄*受教育年限*透析时间*婚姻状况*

是否有高血压史和糖尿病史*家庭收入*有无医疗保

险*血管通路等&

@3C

"

营养状况评估
"

采用
Q T̀c<

评估'该量表包

括饮食*体质量*生理功能*胃肠道*皮下脂肪和肌肉

消耗及合并症等
6

个项目'总分
6

"

"4

分'总分越高'

则患者营养状况越差'分数
&

!!

分则为营养不良&

@3L

"

统计学处理
"

统计分析采用
T0TT!,3#

软件'计

量资料采用
0[D

表示'组间比较使用
<

检验'计数资

料比较使用
!

$ 检验'多因素分析采用
S=

F

89B8D

回归

分析&以
!

$

#3#4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A

"

结
""

果

A3@

"

QV&

患者营养状况
"

经
Q T̀c<

量表评估'

6#

例
QV&

患者中'营养不良患者
'4

例'营养不良率

为
+'3"X

-营养不良患者年龄明显高于营养正常患者

$

!

$

#3#4

%-营养不良和营养正常患者性别和受教育

年限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3#4

%&见表
!

&

表
!

""

营养不良和营养正常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组别
*

男"女
年龄

$

0[D

'岁%

受教育年限

$

0[D

'年%

营养不良组
'4 $+

"

!, +43+[434 !"34[$3#

营养正常组
$4 !"

"

!$ 443)[+3# !"34[$3"

<

"

!

$

#3$!6 +3),4 \#3#64

! #3+'! #3### #3,'#

A3A

"

营养不良和营养正常患者营养状况*人体成分

比较
"

营养不良患者
.QP

*

0<

*

<H>

*

V>

*蛋白质含

量*骨骼肌量和体脂百分比明显低于营养正常患者

$

!

$

#3#4

%&见表
$

和图
!

&

表
$

""

营养不良和营养正常患者营养状况%

"""

人体成分比较#

0[D

$

指标
营养不良组

$

*d'4

%

营养正常组

$

*d$4

%

< !

.QP

$

f

F

"

J

$

%

$#3![$3# $$3"[!3, \'3'4# #3###

0<

$

J

F

"

S

%

$6#3#['43+ ""#3"[+43+ \'34!+ #3###

<H>

$

F

"

S

%

"!3$["3" "+3,['3# \+3!)! #3###

V>

$

F

"

S

%

)+36[!$3$ !#!3![$#3" \"36$+ #3###

*%

$

JJ=H

"

S

%

'3+[!3" '3)[!3$ \#34+! #346+

*c

$

JJ=H

"

S

%

!3$[#34 !3"[#3' \#344! #34)"

蛋白质含量$

f

F

%

)3"[!3' ,3"[!34 \$3),! #3##4

骨骼肌量$

f

F

%

$63)[$3' "#3#["3# \"3"'+ #3##!

体脂百分比$

X

%

$436[$3# $,3$["34 \43"4+ #3###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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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养不良和营养正常组患者
.QP

%

0<

%

<H>

%

V>

%蛋白质含量%骨骼肌量和体脂百分比柱状图

A3B

"

营养不良和营养正常患者临床资料比较
"

营养

不良患者透析时间*有糖尿病比例*家庭月收入
$

4###

元比例明显高于营养正常患者$

!

$

#3#4

%&见

表
"

&

A3C

"

多因素分析
"

将是否发生营养不良作为因变

量'年龄*透析时间*糖尿病和家庭月收入作为自变量

进行
S=

F

89B8D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和透析时间

是
QV&

患者发生营养不良的危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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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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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3$64

'

!

$

#3#4

%'而家庭月收入是保护因素

$

-Md#36$4

'

!

$

#3#4

%&见表
'

&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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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养不良和营养正常患者临床资料比较#

0[D

$

临床资料
营养不良组

$

*d'4

%

营养正常组

$

*d$4

%

<

"

!

$

!

透析时间$月%

"'34[!$3# $43$[+3) "344+ #3##!

婚姻状况

"

已婚
$$

$

')3,

%

!!

$

''3#

%

#3!4' #3+,4

"

未婚"离异
$"

$

4!3!

%

!'

$

4+3#

%

糖尿病史

"

有
!6

$

"63)

%

"

$

!$3#

%

43$"" #3#$$

"

无
$)

$

+$3$

%

$$

$

))3#

%

高血压病史

"

有
$'

$

4"3"

%

!4

$

+#3#

%

#3$), #34,!

"

无
$!

$

'+36

%

!#

$

'#3#

%

家庭月收入

"$

4###

元
$)

$

+$3$

%

)

$

"$3#

%

43)66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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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终末期肾病患者替代治疗的主要方法

QV&

'已经在临床上应用广泛'虽然
QV&

较肾移植

能减少器官排斥'但是血液透析仍比不上正常的肾脏

的清除能力'导致清除不彻底而使体内代谢产物的蓄

积(

4

)

&此外还会营养摄入不足'造成营养不良'引起

肌肉分解*体质量下降'患者常常会感觉到疲劳'严重

影响了患者的代谢功能'也会增加患者感染的风险'

延长住院时间(

+;6

)

&要想充分的了解患者的营养状况

以及疾病状况'需要精确的测定人体成分'只有准确

的知道各种成分的正常范围'才能评估患者的身体状

况(

)

)

&本文采取
Q T̀c<

表对患者的营养状况进行

评估'可以多角度的了解患者疾病的发展进程'从而

为患者制定营养方案(

,

)

&据研究(

!#

)

'营养不良是导致

QV&

患者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所以评价肾病患者

的营养状况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本文的实验数据表明'

6#

例
QV&

患者发生营养

不良的有
'4

例'约占
+'3$,X

'且发生营养不良的

QV&

患者的平均年龄都高于营养状况良好的患者'

进一步证实了
QV&

患者发生营养不良的概率很高'

这与国内外研究的结果一致'此外也说明了年龄是影

响
QV&

患者发生营养不良的因素之一'老年
QV&

患者是发生营养不良的高发他人群'原因可能随着年

龄的增长'机体的摄入能力下降'导致无法摄入足量

的能量和营养(

!!;!$

)

&营养不良患者
.QP

*

0<

*

<H>

*

V>

*蛋白质含量*骨骼肌量和体脂百分比明显低于营

养正常患者'原因可能
QV&

患者厌食或其他消化道

症状的存在导致无法摄入食物中足量的蛋白质'导致

肌蛋白消耗增加'进而
.QP

*蛋白质含量*骨骼肌量和

体脂百分比都会降低'又由于营养不良的患者体内热

量提供不足'蛋白质丢失明显'进一步导致
0<

*

<H>

和
V>

下降(

!"

)

&根据实验结果显示营养不良患者的

透析时间*有糖尿病比例*家庭月收入
$

4###

元比例

明显高于营养正常患者'原因可能是透析时间的长短

直接影响患者体内代谢产物的清除程度'肾脏的一系

列分泌物有助于营养吸收和毒素清理随着透析时间

的增加'但是血液透析没有此功能'因此体内没有被

充分清除的代谢产物会发生堆积'导致支链氨基酸分

解代谢增加*肝脏蛋白合成下降'患者容易发生营养

不良'通过回归分析的结果也进一步表明了透析时间

是患者发生营养不良的危险因素(

!';!4

)

&若患者有既

往的糖尿病史也会增加患者发生营养不良的概率'或

许是糖尿病本身就使的机体代谢消耗过大'发生消

瘦'所以会造成营养不良(

!+

)

&接受
QV&

治疗的患者

除了终身透析之外'还需要定期进行检查治疗'患者

不管有没有医疗保险'其家庭都需要承受巨大的经济

负担'因此一个人的家庭月收入直接影响着患者的透

析时间的长短以及透析的质量'当其家庭月收入
$

4###

元'难以支付高额的透析费用'也没有多余的钱

购买营养品'所以相对来说营养不良的患者的家庭月

收入少'通过回归分析'也证明了家庭月收入是保护

因素(

!6

)

&

C

"

结
""

论

""

综上所述'年龄较大的
QV&

患者的易发生营养

不良'且发生的营养不良的概率与患者家庭月收入*

透析时间长短有着密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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