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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低血压"

DIV

#对血液透析患者远期生存状况的影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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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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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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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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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与该院血

液净化中心进行维持性血液透析治疗的终末期肾病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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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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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率大于或等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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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作为低血压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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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小于

&%Z

者作为非低血压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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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患者入组时!采集患者一般资料和生化检测指标$门诊随访
L

年!记录
!

组预后转归情况$结

果
!

与非低血压组比较!低血压组患者年龄更大!女性比例更高!有残余尿患者比例&血清清蛋白"

943

#水平更低!氨基末端脑钠肽

前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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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更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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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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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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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患者全部获得有效随访$其中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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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病死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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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分析显示!年龄&有残余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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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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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血液透析患者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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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独立影响因素$多

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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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分析表明!患者年龄&

DIV

&合并心血管疾病和脑血管病是患者远期预后"死亡#的独立预测因素$非低血压组累积

生存率明显高于低血压组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LP&$S

!

=]%P%&$

#$结论
!

DIV

是血液透析患者远期预后不良的危险

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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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维持性血液透析是慢性肾脏疾病应用最广泛'最有

效的替代治疗方法*其虽然提高了患者生存率和生命质量#但

也存在较多长期并发症(

&

)

*其中#透析中低血压$

DIV

%是血液

透析过程中较为常见的一种并发症#占所有并发症的
!%Z

#

'%Z

#其不但影响透析的顺利进行#还被证实可能增加患者病

死率(

!

)

*多数研究认为#

DIV

是预后不佳的潜在因素#但有关

其与远期预后关系的研究还非常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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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对本院

!%&%

年
&

月至
!%&&

年
&

月收治的血液透析患者展开为期
L

年

的随访#以研究
DIV

对远期生存状况的影响*现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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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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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资料
!

选取
!%&%

年
&

月至
!%&&

年
&

月本院血液净

化中心进行维持性血液透析治疗的终末期肾病患者
&'$

例&其

中#原发病为糖尿病肾病
L$

例#慢性肾小球肾炎
'S

例#慢性间

质性肾炎
!!

例#高血压肾小球动脉硬化症
&!

例#梗阻性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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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多囊肾病
!

例*纳入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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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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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大于或等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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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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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析龄大于或等于
$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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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情同意*排除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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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并急性心脑血管事件'心力衰竭'严重肝功能减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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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接

受外科手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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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乙醇依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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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标准!透析中

平均动脉压降低幅度大于或等于
&%NN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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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收缩压降低幅

度大于或等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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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有低血压症状*分组标准!透析

过程中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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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率大于或等于
&%Z

者作为低血压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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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小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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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为非低血压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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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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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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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患者均采用碳酸氢盐透析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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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费森

尤斯%聚砜膜透析器*每周透析
'

次#每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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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流速调

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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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析液温度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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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超滤量以达到临床干体质量为目标*

根据患者凝血情况应用普通肝素或低分子肝素抗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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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医学与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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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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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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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预后转归情况*

主要终点事件为全因死亡及心脑血管事件相关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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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血压相关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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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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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后预测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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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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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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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患者全部获得有

效随访*其中死亡
'K

例#病死率为
!LP%%Z

*多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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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

归分析表明患者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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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心血管疾病和脑血管病是患

者远期预后$死亡%的独立预测因素*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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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合累积生存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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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结果显示#非低

血压组累积生存率明显高于低血压组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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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患者预后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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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分析

因素
回归

系数
标准误

相关危险

系数

(LZ

置信

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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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血管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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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透析患者低血压组和非低血压组累积生存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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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持性血液透析是对终末期肾脏疾病患者最为有效的替

代治疗方法之一#其可大大延长患者的生存时间#但仍然存在

一定的局限性#患者长期生存率仍有一定的上升空间*既往大

量研究证实#血压引起的心血管事件是导致血液透析患者死亡

的重要原因(

$+J

)

*流行病学调查显示#透析患者中高血压的患

病率高达
$%Z

#

(%Z

#远高于普通人群(

S

)

*研究证实#维持性

血液透析患者透析时血压变动与病死率明显相关#透析时收缩

压$

"6,

%的变异度增大也是不良预后的标志(

(

)

*有研究认为#

DIV

在此过程中同样会对透析患者预后造成不良影响*

!!

目前#

DIV

的发生机制尚不十分明确#其可能是多因素共

同作用的结果*本研究数据显示#与非低血压组比较#低血压

组患者年龄更大#女性比例更高#有残余尿患者比例'

943

水平

更低#

Q*+

>

156Q,

水平更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P%L

%#

表明年龄'性别'残余尿'

943

和
Q*+

>

156Q,

是血液透析患者

发生
DIV

的潜在危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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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分析显示#年龄'有

残余尿'

943

和
Q*+

>

156Q,

是血液透析患者发生低血压的独

立影响因素*余金波等(

L

)报道称#年龄'性别'超滤率'血
Q*+

>

156Q,

'血浆
943

'主动脉根部内径是
DIV

发生的独立危险因

素#这与本研究结果基本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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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研究
DIV

对血液透析患者远期预后的影响#本研究对

&'$

例血液透析患者进行为期
L

年的随访#期间
&'$

例患者全

部获得有效随访#死亡
'K

例#病死率为
!LP%%Z

*多变量
-\c

回归分析表明#患者年龄'

DIV

'合并心血管疾病和脑血管病是

患者远期预后$死亡%的独立预测因素*以上结果证实#

DIV

是血液透析患者长期预后不良的危险因素*对于透析前已经

合并冠心病或糖尿病的患者#

DIV

的发生会明显增加心律失

常#从而增加病死率(

&%

)

*透析过程中血压下降可导致组织器

官血流灌注下降#严重者可影响预后(

&&

)

*

E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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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

结果显示#非低血压组累积生存率明显高于低血压组患者#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

!

]LP&$S

#

=]%P%&$

%#表明
DIV

明显影响

患者的累积生存率#这与文献(

&!

)报道结果一致*此外#有研

究证实#透析中低血压会增加动静脉内瘘栓死的风险#影响残

余肾功能#降低心功能#促进脑萎缩等过程#最终导致患者长期

预后较差(

&'+&K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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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

DIV

是血液透析患者远期预后不良的危险因

素*因此#维持血液透析过程中的血压稳定对于改善血液透析

患者远期预后'降低病死率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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