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儿将头靠在肩膀上轻拍其背部 &$ ,.4 左右"让其吐
出吸入的空气"以防吐奶% 详细告诉家属多潘立酮
的用药方法和注意事项% 同时注意观察新生儿的面
色*呼吸*有无呕吐等"教会家属一旦发生误吸*窒
息*呼吸暂停时的急救方法"必要时尽快到医院
诊治%
>2体会

总结 "" 例胃食管反流的新生儿临床观察及护
理措施"包括一般护理*洗胃*体位与饮食*抚触*药
物治疗等护理"从这组患儿来看"运用这种综合治疗
和护理干预措施"能很好地控制新生儿胃食管反流"
从而降低并发症发生率"有利于患儿体重的增长%
在临床观察中发现胎龄越小"体重越轻"发生胃食管
反流概率越高"而且这类新生儿尤其是早产儿和低

体重儿中+寂静型,胃食管反流极为常见% 临床上
如发现有不明原因的呼吸暂停和反复胃潴留"则应
高度警惕有无胃食管反流的发生% 同时针对胃食管
反流的临床表现特点"我们护理人员应高度重视"加
强巡视"密切观察病情"及时发现"及时处理"对预防
相关并发症有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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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进展综述

慢性肾脏病流行病学调查研究进展

唐!盛$综述%!!龚智峰$审校%

基金项目! 广西青年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编号!$(#%$6"$

作者单位! "#$$%&!南宁"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肾内科

作者简介! 唐!盛#&’:& )$"男"医学硕士"副主任医师"研究方向!肾脏病和血液净化% *+,-./!E-AG5%&84781,

!!!摘要"!慢性肾脏病#W[a$已成为全球性威胁健康的一种重要疾病"其流行病学调查方法主要是针对
人群的肾功能的评估和白蛋白尿的检测"各国流行病学调查显示慢性肾脏病患病率为 (\ ‘&"\"其主要危
险因素包括!年龄增加"高血压"血糖*血脂异常"代谢综合征等% 该文就近年来 W[a的流行病学调查方法和
发病情况等研究进展作简要综述%
!!!关键词"!慢性肾脏病&!流行病学&!患病率
!!!中图分类号"!96’%!!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6:= )#($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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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4 EG.AO-ODJ" EGDJDAD-J8G OJ1FJDAA14 DO.>D,.1/1F2.4CDAE.F-E.14 14 ,DEG1> -4> EGDOJDC-/D48D1HW[a.4 JD8D4E
2D-JA-JDJDC.DND>7
!!(5#6 7’&+-)!WGJ14.8b.>4D2>.AD-AD&!*O.>D,.1/1F2&!PJDC-/D48D

!!%$$% 年"在美国肾脏病基金会组织撰写的慢性
肾脏病及透析临床实践指南#[?aerT$中"首次提

出了慢性肾脏病#8GJ14.8b.>4D2>.AD-AD"W[a$的定
义和分期(&) % 在这一被称为+里程碑,的指南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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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W[a的流行病学研究"尤其是关于 W[a在不
同国家地区患病率的横断面调查"如雨后春笋般大
量涌现% 这些横断面研究选取研究对象的方法不
一"检测指标及方法各异"造成结果差别很大% 本文
就近年来W[a的流行病学调查方法*发病情况和危
险因素等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82@5B的含义

在美国肾脏病基金会#Y[n$制定的临床实践
指南#[?aerT$的基础上"国际肾脏病学会提高肾
脏病整体预后工作组#[aTRe$明确提出了 W[a的
定义(%) !#&$肾脏损伤#肾脏结构或功能异常$!#
个月"伴或不伴有肾小球滤过率#Rn9$下降"肾脏
病理学检查异常或肾脏损伤#血*尿成分或影像学
检查异常$& # % $ DRn9j6$ ,//,.4)& / # &;:#
,%$ )&!# 个月"有或无肾脏损伤证据% 由此可见"
W[a不仅包括肾病等原发性肾小球肾炎*肾小管间
质性疾病及遗传性肾炎等传统意义上的慢性肾脏疾

病"且还包括狼疮性肾炎*紫癜性肾炎*乙型肝炎相
关性肾炎和糖尿病*高血压*肾动脉狭窄等引起的肾
损害及伴随年龄增长引起的肾功能的下降% W[a
的诊治已不单单是肾脏病专业医生的工作"而是扩
展到整个内科领域%
;2@5B流行病学调查方法
;=82研究人群2目前"关于 W[a的流行病学研究
中"多数以一般人群为研究对象% 在一般人群中进
行筛查"能够获得人群或地区 W[a患病率的资料"
但要花费很多人力*物力"其成本效益比差% 也有以
W[a的高危人群为研究对象"如美国的 [**P研
究"该研究针对的人群是高血压*糖尿病患者或高血
压*糖尿病及肾脏病患者的一级亲属"应用公共传媒
宣传*召集符合条件者到指定的地点接受筛查(#) %
究竟应该在一般人群还是高危人群中进行 W[a的
筛查"目前并无定论% 如以一般人群为研究对象"在
获得已知危险因素的患病率的同时"还可能通过多
因素分析发现新的危险因素% 同时"通过筛查能够
发现部分早期症状不明显的患者% 但 Q-//-4 等(=)

对一项横断面研究的随访发现对 W[a高危人群的
筛查有更高筛查效率%
;=;2Rn9下降的评估!依据[?aerT指南"推荐使
用的计算 DRn9的公式是 La9a公式"这在目前的
流行病学研究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La9a系列公
式的使用尚有一定的局限性(") !年龄*健康状态*饮
食*种族及地区等因素对 La9a预测效力的影响目
前不明% 在中国人群中 La9a公式预测效力差"约

%?# 的W[a% 期患者#依据实际 Rn9$通过 La9a
计算的DRn9被分为W[a# 期% 因此"我国DRn9课
题协作组根据中国人群的研究数据对 La9a公式
进行了校正和改良(6) "称为 La9a中国方程"在评
估W[a患者早期的肾功能变化方面"表现了显著的
优势% 该方程有助于临床医生对 W[a患者进行正
确诊断*适当评估*合理治疗&也利于动态观察 W[a
患者的肾功能演变以及进行大规模的人群筛查%
%$$’ 年"慢性肾脏流行病学协作组#W[a+*PT$研究
开发了W[a+*PT方程(:) "该方程依不同性别"不同
血肌酐水平有不同的表达式"具有比 La9a公式更
好的准确性"适用于更广泛的人群和临床条件"特别
是更高水平的DRn9"可能对公众健康和临床实践具
有更重要意义%
;=>2蛋白尿的筛查2白蛋白尿的检测是筛查 W[a
患者快速有效的方法% %= G 尿蛋白?白蛋白定量是
公认的最准确的检测方法"但由于存在定时不准确*
部分尿样丢失*尿量记录不准确等问题"影响最终结
果% [?aerT推荐的是晨尿或任意点尿标本的白蛋
白与肌酐比值或蛋白与肌酐比值(&) % [?aerT指南
将微量白蛋白尿定义为(%) !%= G 尿白蛋白 #$ ‘#$$
,F?>"随机尿白蛋白?肌酐比值在 #$ ‘#$$ ,F?F&将
白蛋白尿定义为 %= G 尿白蛋白p#$$ ,F?>"随机尿
白蛋白?肌酐比值p#$$ ,F?F&而将临床蛋白尿定义
为 %= G尿总蛋白 p#$$ ,F?>"随机尿蛋白?肌酐比
值p%$$ ,F?F% 研究证实"点时间尿蛋白?白蛋白的
检测是筛查 W[a患者快速有效的方法(() % Q13/.+
G-4等(’)研究证实随机尿白蛋白?肌酐比值早期诊
断W[a的敏感度达 ’$\%
;=?2血尿的筛查2TF<肾病是我国最常见的肾小
球疾病病理类型"其重要临床特征之一就是血尿%
作为肾小球肾炎的重要临床特征之一"血尿的筛查
在W[a调查中对发现我国W[a的流行特点非常必
要% 随着尿干化学技术的普及"其简单*快捷的优点
被人们所接受% 但尿干化学技术检测血尿的阳性预
测率低"可能会导致高估血尿的患病率% 尹道馨
等(&$)通过对流调人群中的血尿患者进行复查"经两
次沉渣镜检确诊为持续血尿的患者比例为 %#;"\"
持续血尿的患病率为 $;(\% 因此"在流行病学调
查中"建议先用干化学法进行初筛"对阳性的患者进
行两次尿沉渣镜检作为确诊持续性血尿的依据%
>2@5B的流行病学调查情况
>=82国外W[a流行病学调查概况!美国很早就开
展在全国范围内基于人群的W[a流行病学调查"如

/’:=/!!中国临床新医学!%$&& 年!" 月!第 = 卷!第 "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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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健康与营养调查研究#YQ<Y*c$"YQ<Y*c 研
究的检测方法包括血清肌酐及尿白蛋白?肌酐"肾损
害包括微量白蛋白尿#男性 <W9&: ‘%"$ ,F?F"女
性<W9%" ‘#"" ,F?F$"显性白蛋白尿#男性<W9p
%"$ ,F?F"女性<W9p#"" ,F?F$"肾功能评估用肾
小球滤过率#Rn9$% YQ<Y*c#&’’’ ‘%$$= 年$结
果显示美国 %$ 岁以上成人 W[a患病率为 &6;(\"
较YQ<Y*c "#&’(( ‘&’’= 年$的 &=;"\增加了
&";’\(&&) % 其中"W[a& 期 ";:\*% 期 ";=\*# 期
";=\*=?" 期 $;=\% 在年龄特征方面"!6$ 岁组
#’;=\"=$ ‘"’ 岁组 &%;6\和 %$ ‘#’ 岁组 (;"\&
受教育方面"高中以下文化者患病率为 %%;&\"高
中以上文化者患病率为 &";:\&有糖尿病与非糖尿
病者 W[a患病率为 =$;%\和 &";=\&有心血管病
与无心血管病者 W[a患病率为 %(;%\和 &";=\&
有高血压与无高血压者分别为 %=;6\和 &%;"\&种
族差异方面"非西班牙裔黑人为 &’;’\"墨西哥裔
人为 &(;:\"而西班牙裔白人为 &6;&\% 日本冲绳
县进行的一项基于社区人群研究示蛋白尿患病率为

=;#\"而肾功能下降为 &";&\(&%) % 日本另一项 p
%$ 岁的 ":= $%= 例普通人群研究显示(&#) "W[a&*%*
# 和 = Z" 期分别为 $;6\"&;:\"&$;=\和 $;%\%
澳大利亚一项针对高危人群#糖尿病*高血压*一级
亲属患肾衰竭*年龄p"$ 岁$的研究发现 W[a患病

率为 %$;=\(&=) % 英国于 &’’’ ‘%$$# 年一项有
&#$ %%6人参与调查的研究显示W[a# ‘" 期的患病
率"女性为 &$;6\"男性为 ";(\(&") %
>=;2我国 W[a的流行病学调查概况!%$$= 年初
我国首个较完备的中老年人群 W[a流行病学研究
是对北京市石景山地区 % #"# 例p=$ 岁常住居民进
行问卷凋查*肾脏损伤指标#尿常规*血肌酐"尿沉
渣$及相关危险因素#血压*血糖和血脂$的检测"根
据国际公认的W[a的诊断标准"分析发现人群W[a
患病率为 ’;=\"知晓率为 (;#\(&6) % 近年来我国
各地陆续开展了针对城镇居民和部分农村人群的

W[a流行病学研究"部分调查结果见表 &% 可见我
国大部分地区成年人 W[a的患病率在 ’\ ‘&=\"
其中白蛋白尿患病率 "\ ‘&$\"肾功能下降(DR+
n9j6$ ,//,.4)&/#&;:# ,% $ )& )患病率 &\ ‘
"\"血尿各地报道差异较大"从 &;=\ ‘(;’=\"
W[a知晓率 (;%\ ‘&%;"\% 多项研究提示我国
W[a的主要危险因素!年龄增加*高血压*血糖或血
脂异常及代谢综合征等(&( ‘%#) "上海市 W[a的最强
烈危险因素为高尿酸血症"其余依次为肾结石*贫
血*糖尿病*腹型肥胖*高血压*年龄(&:) % 桑晓红
等(%’)对新疆 & 6"$ 例维吾尔族成人的研究显示重
度牙周炎是W[a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

表 &!我国部分地区慢性肾脏病流行情况

!省市或地区 !调查对象 调查人数 白蛋白尿患病率
#\$

血尿患病率
#\$

肾功能下降患病率
#\$

W[a患病率
#\$

W[a知晓率
#\$

上海(&:) 城区 &( 岁以上居民 %"’6 6;# &;% ";( &&;( (;%

广州(&() 城区 %$ 岁以上居民 %%&# 6;% 6;" &;6 &$;& ’;:

西安(&’) %$ 岁以上铁路职工 #"&& &;=(- (;’= &;=( &$;6% )

合肥(%$) 单位体检人员 ##="& %;:=- :;6: $;( ’;’% )

郑州(%&) 城区 %$ 岁以上居民 &"’# ";6=- 6;#% &;"’ &&;"& )

河北沧州市(%%) 农村居民 %(6# &;"6- (;(6K %;6" ’;(= (;#

呼伦贝尔(%#) %$ 岁以上少数民族 ="%% :;&& %;6= %;:" &%;’" )

西双版纳(%=) %$ 岁以上多民族 ""66 (;$6 =;$& %;(’ &%;"# )

浙江东阳市(%") 乡村 &( 岁以上 ::$ &$;= &;= #;$ &#;" &%;"

广西贺州市(%6) &( 岁以上城镇居民 &$6’ :;" =;( #;6 &=;= &;=

新疆墨玉县(%:) 农村维吾尔族成年人 &""% =;" ) &;= ";= &%;"

乌鲁木齐(%() 城区 #" 岁以上居民 #&#& %;6# :;=# &;:% ’;’’ %;==

!注!-!为蛋白尿的患病率"K!血尿和#或$白细胞尿患病率

?2结语
流行病学调查显示"慢性肾脏病的患病率在 (\

‘&"\"而知晓率较低"多数低于 &$\% W[a已成为

全球性公共卫生问题"W[a病人给全球卫生资源带
来沉重负担% 因此"开展W[a流行病学筛查方法研
究"为有效地进行 W[a流行病学调查"为 W[a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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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早期发现*早期干预*早期治疗提供进一步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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