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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分子肝素对透析患者继发性

甲状旁腺功能亢进的影响

冯艳翠 黄纪文 司徒丽萍

广东省开平市中心医院
,

广东开平 5 2 9 3 0 0

[摘要 ] 目的 探究低分子肝素钙治疗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继发甲状旁腺功能亢进的效果
。

方法 将 10 2 例维持性

M H D 患者采用随机数字法分为两组
。

对照组采用普通肝素钠给予治疗
,

实验组采用低分子肝素钙给予治疗
,

观察

8 个月后
,

两组患者 iP T H
、

A L P
、

A G E S 、

A O P P 的水平
。

结果 组间比较 iP T H
、

A L P
、

A G E S 、

A OP P 的水平实验组均

低于对照组
,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尸 < 0
.

05 )
。

结论 低分子肝素钙对于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继发甲状旁腺功能亢

进具有显著的疗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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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持性血液透析是尿毒症患者的主要治疗方法
。

但是

会引起多种并发症
,

这些并发症将会严重影响患者 的生存

率
,

其中维持性血液透析继发性甲状旁腺功能亢进是最常见

的并发症之一
,

并能进一步导致患者软组织钙化
,

引发肾性

骨病
,

以及神经系统
、

心血管系统等多种临床并发症
,

严重影

响了患者的生命质量 l[] 。

现笔者经过研究发现低分子肝素

钙在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继发甲状旁腺功能亢进的治疗中

效果显著
,

现报道如下
。

1 资料与方法

1
·

1 一般资料

选取 20 10 年 4 月
一

20 10 年 11 月期间我院血液透析

中心的 10 2 例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
,

随机数字法分为两组
,

对照组 5 1例
,

男 2 5 例
,

女 2 6 例
,

平均年龄 ( 4 4
.

2 1 士 4
.

6 )岁
,

人选前平均透析龄 ( 35
.

3 士 7
.

2 ) 个月 ; 实验组 51 例
,

男 25

例
,

女 26 例
,

平均年龄 ( 45
.

1 4 士 6
.

2 )岁
,

人选前平均透析龄

( 33
.

5 士 10
.

2 )个月
。

所有患者均经我院泌尿外科的相关检

查和诊治
,

其中慢性慢性肾小球肾炎 39 例
,

高血压肾病 26

例
,

糖尿病肾病 22 例
,

梗阻性肾病 10 例
,

痛风肾 3 例
,

多囊

肾 2例
。

所有患者均已经过 2年以上的维持性血液透析治疗
,

目前病情稳定
。

1
.

2 排除标准

排除对低分子肝素过敏
、

有严重感染出血
、

自身免疫性

疾病
、

恶性肿瘤等严重疾病患者以及 1 个月内使用肠道磷结

合剂
、

钙剂或骨化三醇治疗的患者 z[] 。

两组患者实验前性别
、

年龄
、

透析龄
、

以及各项实验检测指标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P > 0
.

0 5 )
。

1
.

3 治疗方法

所有患者每周进行维持性血液透析治疗 3 次
,

每次

4
一 s h

,

对照组在透析时给予静脉注射普通肝素钠
,

剂量

为每次 70 单位每千克体重 ; 实验组在透析时给予静脉注

射低分子肝素钙
,

剂量为每次 70 单位每千克体重
。

治疗使

用的是费森尤斯 4 0 0 8 5 透析机 (德国费森尤斯科技有限公

司 )
,

低分子肝素钙注射液「葛兰素史克 (天津 )有 限公司
,

2J 00 9 00 05 ]
,

肝素钠注射液 (济南维尔康生化制药有限公司
,

H 3 7 0 2 2 2 4 4 )
。

1
.

4 疗效评价标准

观察 8 个月后两组患者的血液的生化指标 iP T H
、

A L P

以及 A G sE
、

A O P P 的水平
,

若上述指标明显下降
,

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 (尸 < 0
.

05 )
,

则说明治疗是有效果的 s[]
。

1
.

5 统计学处理

采 用 SP SS 16
.

0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

计量资料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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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士 、

)表示
,

组间比较用 t 检验
,

尸 < 0
.

05 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

2 结果

经过实验室检测患者血液的生化指标比较如表 1
。

实

验前组间 iP T H
、

A L P
、

A G E S 、

A O P P 的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 (尸 > 住 05 )
。

8 个月后 实验组 iP T H
、

A L P
、

A G E S 、

A O P P

的水平明显低于对照组
,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尸 < 住05 )
。

见表 2
。

表 1 实验前对照组与实验组检测指标比较 (无 士 对

指标 又寸照组 实验组 t p

i哪H ( n舒L ) 39 0石 1 士 7 6 4 5 38 0月8 士 6 5 3 4 0刀 4 8 1 > o刀5

A L P ( U几 ) 17 0 2 4 士 3 2
.

1 5 16 6 2 8 士 3 0万6 0刀 5 6 6 > O刀5

A G E s 5 93 士 6 1 5 80 士 6 5 0
一

6 89 2 > O
一

0 5

A o p p ( 林 m o l几 ) 10 1石 1 士 5 13 6 10 2 3 4 士 6 7 2 1 0刀 13 9 > O刀5

表 2 8个月后对照组与实验组检测指标比较 (无 士 对

指标 又寸照组 实验组 t p

i哪H ( n舒L ) 3 9 8石 1 士 4 5 4 5 2 14 3 8 士 6 3 3 4 16月 26 3 < o刀5

A L P ( U几 ) 16 1
.

9 6 士 3 1
.

6 2 9 2 3 5 士 2 7万 1 27
.

16 82 < O刀5

A G E s 60 2 士 6 3 2 6 5 士 73 2 1
.

7 36 1 < O
一

0 5

A o p p ( 林 m o l几 ) 10 3万 1 士 47 3 1 5 3
一

67 士 4 7刀 2 18月4 17 < O刀5

3 讨论

慢性肾脏疾病往往并 不是单个泌尿系统 的疾病
,

它

与心脑血管疾病
、

高血压
、

糖尿病等这些慢性病之间有着

密切联系
,

且发病率逐渐升高
,

严重影响了人们 的健康质

量 #[]
。

而对于慢性肾脏病
,

人们由于对疾病的知晓率较低
,

常常都是在出现肾功能损害甚至是终末期肾病的时候才

被发现
。

而慢性肾脏疾病发展到终末期后主要的治疗手段就是

维持性血液透析
,

通过治疗可以帮助患者延长生命时间
,

提

高生存率和生命质量 s[] 。

但是治疗过程中常会引起多种 临

床并发症
。

继发性甲状旁腺功能亢进主要是由于患者血钙

2 0 1 3年 5月 第 3卷第 1 0期

降低
,

血磷升高引起钙磷 比例失调而导致的
,

可引起甲状旁

腺增生肥大
,

体内甲状旁腺激素水平升高
,

使得维持性血液

透析患者存在氧化应激状态
,

从而对机体多器官造成损害
,

严重影响患者生命健康 6[] 。

本文通过探究低分子肝素钙在治疗继发性甲状旁腺功

能亢进中的效果发现
,

维持性血液透析的患酱
`

存在氧化应激状

态
,

这与继发胜甲状旁腺功能亢进的发生有着密切关系 v[]
。

长

期应用低分子肝素可降低 A L P
、

A G E S 、

A O P P 的水平从而减

少了 1
,

25 ( O H )厂D :

与受体的结合
,

降低了体内甲状旁腺

激素的水平
,

从而减少了多种并发症的发生 8[] 。

通过研究结

果可见长期使用低分子肝素后患者的 iP T H
、

A K P
、

A G sE
、

A O P P 的水平相 比使用普通肝素均有明显下降
,

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 (尸 < 0
.

05 )
。

因此
,

低分子肝素钙在治疗继发性甲

状旁腺功能亢进中效果显著
,

能大大减少维持性血液透析

患者的临床并发症的发生
,

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
,

值得临床

推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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