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左卡尼汀对 22 例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的疗效观察

路丽君 ( 陕西省渭南市第一医院，陕西 渭南 714000)

［摘 要］ 目的: 探讨左卡尼汀对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的临床疗效。方法: 选取接受治疗的血液透析患者 42 例，按照住院顺序

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对照组患者在血液透析结束后注射生理盐水; 观察组患者在血液透析结束后静脉注射左卡尼汀 1. 0 g，3 次 /
周，一个疗程为 4 个月。比较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结果: 通过治疗，观察组患者的临床症状和治疗前相比，显著改善( P ＜ 0. 05) ，有

统计学意义。观察组患者的精神状态、体力、食欲、肌痉挛发生率、低血压发生率和对照组相比，有明显改善，差异显著，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P ＜0. 05) ; 两组患者的心绞痛、心率失常等情况有改善，但两组的比较无明显差异( P ＞ 0. 05) ，无统计学意义。结论: 对维持

性血液透析患者采用左卡尼汀进行治疗时，能够有效改善患者的临床症状，改善其心功能情况，降低肌痉挛、低血压等不良情况的发

生率，从而有效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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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上，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发生心血管疾病的可能性很

大。对于慢性肾衰竭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而言，因为消化不

良、摄入不足、合成减少等原因，有可能发生左卡尼汀缺少的情

况，使患者的心肌、肌肉等发生病变，影响其心肌收缩功能，因

而在透析中会发生低血压、肌痉挛、心律失常等并发症，严重威

胁患者的生命安全以及生活质量。本文为探讨左卡尼汀对维

持性血液透析患者的临床疗效，选择 2013 年 5 月 ～ 2014 年 4
月在我院接受治疗的血液透析患者 42 例，对观察组患者静脉

注射左卡尼汀，观察其临床疗效。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 1 一般资料: 选择 2013 年 5 月 ～ 2014 年 4 月在我院接受

治疗的血液透析患者 42 例，其中男 25 例，女 17 例，年龄 31 ～
53 岁，平均为( 46. 12 ± 0. 63) 岁，透析时间 6 ～ 35 个月，平均为
( 20 ± 3) 个月。按照住院顺序将所有患者分为观察组 22 例，

对照组 20 例，其中观察组患者多囊肾 4 例，糖尿病肾病 9 例，

慢性肾小球肾炎 9 例，对照组患者多囊肾 3 例，糖尿病肾病 5
例，慢性肾小球肾炎 12 例。两组患者在年龄、性别、病症、透

析时间、临床病症等基本资料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
＜ 0. 05) 。
1. 2 方法: 两组患者透析结束后，均进行促红细胞生成素静脉

注射，每 周 治 疗 剂 量 为 120 ～ 150 U/kg，维 持 剂 量 为 50 ～
75 U/kg; 对两组患者均进行降压治疗，血压要控制在正常水平

左右。对对照组患者在血液透析结束之前，静脉注射生理盐

水; 对观察组患者静脉注射左卡尼汀 1. 0 g，3 次 /周，一个疗程

为 4 个月。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前后临床症状( 精神状态、体力、
食欲、肌痉挛发生率、低血压发生率、心绞痛、心率失常) 的改善

情况。
1. 3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17. 0 统计学软件对所得数据进行

分析，计量资料用标准差检验，计数资料用卡方检验，组间比较

用 t 检验，若 P ＜0. 05，则组间比较差异显著，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通过治疗，观察组患者的临床症状和治疗前相比，显著改

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0. 05) 。观察组患者的精神状态、体
力、食欲、肌痉挛发生率、低血压发生率和对照组相比，有明显

改善，差异显著，有统计学意义( P ＜0. 05) ; 两组患者的心绞痛、
心率失常情况有改善，但两组的比较无明显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 P ＞0. 05) ，见表 1。

表 1 两组患者用药前后临床症状变化之比较( 例)

组别 例数
精神

不振
乏力

食欲

低下
肌痉挛低血压

心律

失常
心绞痛

观察组 22 22 22 20 19 17 5 6
缓解人数 15 14 16 16 15 3 4
缓解率 68. 1 63. 6 80. 0 84. 0 88. 0 60. 0 66. 7

对照组 20 20 20 15 18 16 4 4
缓解人数 6 8 9 8 9 2 3
缓解率 30. 0 40. 0 60. 0 44. 0 56. 9 50. 0 75. 0

3 讨论

左卡尼汀又被称为左旋肉碱，是广泛存在人体内的氨基

酸，也是人体细胞代谢的必需物质。左卡尼汀是肌肉细胞的能

量来源，也是心肌细胞的能量来源。血液透析患者发生心血管

疾病的可能性大于正常人，即使患者的血压控制在正常水平，

但也会有左心室肥大、心肌收缩力下降的可能，而且经常发生

心功能衰竭的情况。血液透析患者在透析过程中，会出现低血

压、肌痉挛、心律失常等并发症，严重威胁患者的生命安全以及

生活质量。由于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的肾功能有损伤，左卡尼

汀的合成量明显减少，与此同时，患者摄入的肉类产品也相应

减少了，降低了胃肠道的吸收量，因为左卡尼汀属于水溶性物

资，分子量比较小很容易在透析过程中被清除，从而使体内肉

碱严重缺乏，影响体内脂肪酸的氧化，使能量代谢产生障碍。
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在透析结束前，使用左卡尼汀进行静

脉注注射，能够增加患者体内的脂肪酸，增加细胞的能量，增强

患者的心功能，降低耗氧量［1 －2］。本文研究结果表明，左卡尼

汀能够有效改善患者的临床症状，改善患者的精神状态、体力、
食欲等情况，降低其肌痉挛发生率和低血压发生率，提高患者

的生命质量。
综上所述，对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采用左卡尼汀进行治疗

时，能够有效改善患者的临床症状，降低肌痉挛、低血压等不良

情况的发生率，从而有效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因此，在临床上

值得推广应用。

4 参考文献

［1］ 翁俊影，王林根 . 左卡尼汀对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贫血

的治疗观察［J］. 中国当代医药，2012，6( 8) : 131.
［2］ 陶 瑾 . 左卡尼汀改善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心功能的疗

效观察［J］. 中国实用医药，2014，4( 11) : 21.
［收稿日期: 2014 －10 －20 编校: 李晓飞］

·8522· 吉林医学 2015 年 5 月第 36 卷第 11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