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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也可能是 HCV转阴的原因之一。
本病例疗效不巩固，转阴后又复阳，但再次用药又有效。

我们考虑在以后的临床观察中，延长用药时间，以期巩固疗
效。

我们在临床使用斯奇康中未发现毒副作用，在目前丙肝
尚无特效的治疗方法时， 用斯奇康治疗慢性丙肝病毒携带
者，值得尝试。

（收稿日期： 2005-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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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肾功能衰竭合并肾性贫血患者在应用重组人红细
胞生成素（Epo）治疗后生活质量和生存率等有明显的提高，
积极应用 Epo治疗肾性贫血已广泛被医务工作者及患者所
接受。 我院 2002年 3月 ~2005年 2月应用 Epo治疗肾性贫
血 60例，效果满意。 现将临床观察结果报告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病例选择 本组 60例， 男性 32例， 女性 28例； 年龄
21~80 岁，平均（48.22±8.17）岁；原发病为慢性肾小球肾炎
35例，糖尿病肾病 8例，高血压肾病 7例，系统性红斑狼疮 2
例，多囊肾 3例，慢性肾盂肾炎 2例，不明原因尿毒症 3例；
60例中维持性血透患者 35例， 非透析慢性肾功能衰竭患者
25例。 已除外有出血、输血、感染、甲状旁腺功能亢进等影响
因素的患者。
1.2%%%%方法 重组人红细胞生成素针 120U/Kg/周， 分 2~3次
皮下注射，同时适当补充铁剂、叶酸等造血原料。 治疗过程中
每 4周为 1个观察单位，若无明显治疗反应及不良反应，Epo
剂量上调 50%； 当血红蛋白（Hb）<110g/L 或红细胞压积
（HCT）<0.33时，Epo维持原剂量； 当 Hb≥110g/L或 HCT≥
0.33时，Epo减少 25%，继续维持用药。 所有病例治疗前及治
疗中每周检查血常规、肾功能、电解质,%记录血压、自觉症状
及体征。统计学数据以（X%±S%）表示，自身治疗前后对照用 t%%
检验。 P%<0.05为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1.3%%%%疗效判断 [1]%%%%显效：贫血症状缓解，Hb 升高≥30g/L 或
HCT升高≥0.1。 有效： 贫血症状缓解，Hb升高≥15g/L，但
<30g/L或 HCT升高≥0.05但 <0.1。 无效：未达有效标准。
2%%%%结果
2.1%%%%疗效 60例患者中，58例 Hb、HCT在 Epo治疗第 4、8、
12周时检查结果与用药前比较均有显著升高（P%<0.01），见
表 1。 治疗结束时，Epo剂量上调 50%者 15例， 下调 25%者
20例，维持原剂量者 25例。 60例中显效 40例（66.67%），有
效 18例（30.00%），无效 2例（3.33%），总有效率 96.67%。 其
中维持性血透 35例中， 显效 23例（65.71%）， 有效 11例
（31.43%），无效 1例（2.86%）；非透析患者 25 例中，显效 17
例（68.00%），有效 7例（28.00%），无效 1例（4.00%），治疗结
束时血肌酐、血钾与治疗前比较，差异无显著性(P%>0.05)。
2.2%%%%不良反应 60 例中 5 例血压增高（≥160/100mmHg），
经调整降压药物后好转；透析器内凝血 1例，经追加肝素用

量后好转。 均未影响继续用药。
表 1%%%%治疗前后 Hb、HCT 的改变 （ X%±S）

项目 用药前 4周 8周 12周
Hb/g·L-1%%%63.38±12.40%%%%83.96±7.92%%%%%93.48±8.50%%%%%%98.89±7.72
%HCT/%%%%%%%0.19±0.04%%%%%%%0.25±0.05%%%%%%%0.28±0.04%%%%%%%0.31±0.04

3%%%%讨论
慢性肾功能不全合并贫血， 其主要原因为 Epo不足，故

外源性补充 Epo可矫正肾性贫血， 并对改善患者生活质量、
减轻疲劳和增加运动能力具有重要作用。 Epo是一种酸性糖
蛋白，由肾远曲小管和肾皮质及外髓部分小管周围毛细血管
内皮细胞分泌，当慢性肾衰竭时，Epo生成减少，影响红细胞
的形成而致肾性贫血。 利用 DNA技术合成的重组人红细胞
生成素具有与人体内天然红细胞生成素相同的结构和生物
学特征，其作用机制为：与红系祖细胞的表面受体结合，刺激
红系祖细胞的分化； 亦可促使红细胞自骨髓向血液中释放，
进而转化为成熟红细胞；另外，尚有稳定红细胞膜，提高红细
胞膜抗氧化酶的功能。 本观察显示 96.67%患者 Hb、HCT达
到有效或显效，3.33%患者无效可能与存在铁的绝对或相对
缺乏及慢性炎症状态有关，未发现 Epo%抵抗患者。

应用外源性 Epo主要副作用是高血压、头疼、增加凝血
倾向等。 血压升高原因可能与贫血改善后患者血液黏滞度增
高、外周血管阻力增加有关[2]，可通过调整降压药物治疗缓
解。 本组资料透析器内凝血 1例，主要是贫血改善后血液黏
滞度增高所致，可通过透析时增加肝素用量或采用抗血小板
治疗得以改善。 非透析患者用药后肌酐无明显变化， 说明
Epo对非透析患者肾功能无影响。 Hayashi等的观察也发现
[3]，慢性肾衰竭患者透析前使用适当剂量 Epo治疗，能较好地
纠正贫血而不会加重肾功能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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