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参考文献

1 宁尚峰 布桂林.影像学检查在肝门部胆管癌诊断中的应用 J .

实用肿瘤杂志 2009 24 1  86 -89.

2 杨名友 陈幼祥.ERCP中细胞刷检和胆汁肿瘤标志物测定在胆

管癌诊断中的价值 J .实用临床医学 2008 9 2  21 -24.

3 党进军 马强华 叶建军.MRCP联合 DWI对肝外胆管癌诊断价

值的探讨 J .中国医学影像学杂志 2011 7 3  210 -214.

4 高上达 林礼务 叶 真 等.超声对肝门部胆管癌的分型在外科

治疗中的价值 J .中华肝胆外科杂志 2001 7 2  76 -78.

5 梁永红.螺旋CT在肝门区胆管癌检查中的应用研究 J .现代医

用影像学 2006 15 1  20 -21.

6 MasseiiiG GuaidiG.Hiiarchoiangiocarcinoma MRI/MRCPin

stagingand treatmentpianning J .AbdomImaging 2008 33 4  

444 -451.

"收稿日期 2012 -10 -21#"本文编辑 杨光和 韦所苏#

博硕论坛-论著

透析间期体重增长率与透析充分性的关系分析

赵 洁! 赵战云

作者单位 261042 山东 潍坊医学院 赵 洁  261041 山东 潍坊市人民医院血液净化中心 赵战云 

作者简介 赵 洁 1986 -  女 在读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血液净化及肾脏病 E-maii zhaojie.yueya@163.com

通讯作者 赵战云 1964 -  男 大学本科 医学学士 硕士研究生导师 主任医师 研究方向 血液净化及肾脏病 E-maii zhaoyun661@

sina.com

  [摘要] 目的 探讨透析间期体重增长率 干体重 体重指数 超滤量 透析体重下降率对血液透析充分
性的影响 方法 回顾性分析 58 例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的透析充分性 尿素清除指数 spkt/V 与透析间期
体重增长 透析间期体重增长率 干体重 体重指数 超滤量 透析体重下降率的相关性 结果 体重指数 干
体重与透析充分性呈负相关 P<0.01  超滤量 透析间期体重增长与透析充分性的相关性不明显 P>
0.05  透析间期体重增长率 体重下降率与透析充分性呈正相关 P<0.05  结论 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应
维持BMI在正常范围之内 不同的患者透析间期体重增长的限制应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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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therelationshipofinterdialyticweightgainratewithhemodialysisadeguacy ZHAoJie ZHAo
Zhan-yun.weifang MedicalUni1ersity Shandong 261042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studytheeffectofinterdiaiyticweightgain rate IDWG%  dryweight DW  
bodymassindex BMI  uitrafiitration voiume UF and intradiaiyticweightiossrateon hemodiaiysisadeguacy sp-
kt/V .Methods Aretrospectiveanaiysiswasperformed on therecordsof58 patientswhoreceived maintenancehe-
modiaiysis MHD foratiast6 monthsatWeifangPeopie sHospitai.Thedatawereused tocaicuiateIDWG% DW 
BMI Intradiaiyticweightiossrate.And then thecorreiation ofspkt/Vwith BMI UF IDWG IDWG% DW in-
tradiaiyticweightiossratewereanaiyzed.Results DW BMIwerenegativeiyreiated tospkt/V P<0.01 .UF ID-
WGwasirreievanttospkt/V P>0.05 .IDWG% intradiaiyticweigh iosshad apositivereiationship with spkt/V
 P<0.05 .Conclusion In ordertoimproveguaiityofiife MHDpatientsshouid keep theirBMIwithin thenormai
rangeand differentpatientsshouid havedifferentruiestocontroiweightgain duringMHDperiod.
   Key words  Hemodiaiysis  Hemodiaiysisadeguacy  Interdiaiyticweightgain

  对终末期肾脏病患者进行充分的血液透析治
疗 是提高生活质量 减少并发症 改善预后的重要
保证 1 2  目前的研究大部分着眼于透析器的种

类 超滤量 透析时间 血流速度对透析充分性的影
响等方面 3  本实验探讨了透析间期体重增长率
及其他相关指标与透析充分性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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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选取 2011-09 ~2012-09 在潍坊市
人民医院行维持性透析 6 个月以上的患者 58 例,其
中男 37 例,女 21 例,年龄(51 115>岁O 原发病为慢
性肾小球肾炎 36 例,糖尿病肾病 15 例,高血压肾硬
化 6 例,多囊肾 1 例(尿毒症经临床确诊>O 所有患
者透前血肌酐>707 #moI/L,3 个月内无严重感染~
心力衰竭~恶性肿瘤等影响结果的疾病O
1.2 方法
1.2.1 透析方法 所有入选患者达到干体重,均行
常规血液透析O 使用成熟的动静脉内瘘,肝素盐水
预冲透析器及管路,每周透析 3 次,每次透析时间
4.5 1,使用 DIALOG血液透析机,TORAYBk-1.6P
透析器(聚甲基丙烯酸甲酯膜>,双重反渗水(电导
度<3 #s/cm,内毒素检测 <0.5 EU/mI>,透析液流
速为 500 mI/min,碳酸氢盐透析液(钠 138 mmoI/L,
钙 1.5 mmoI/L,碳酸氢根 32 mmoI/L>,透析液温度
为 36.5 C,血流量为 250 mI/minO
1.2.2 观察指标 患者的体重~身高由同一工作人
员测量,干体重(DW>~超滤量(UF>由同一医师制
定,透析前由动静脉内瘘的静脉端抽取血液检测透
前尿素氮,透析即将结束时由透析管路的动脉端抽
取血液检测透后尿素氮,尿素氮的检测由潍坊市人
民医院检验科完成,计算透析充分性(尿素消除指
数spkt/V>~透析间期体重增长率(IDWG%>~透析
间期体重增长(IDWG>~体重指数(BMI>~透析体重
下降率,分析 spkt/V与 IDWG%~IDWG~BMI~UF~
DW~透析体重下降率的相关性O IDWG=透前体重-
干体重,IDWG% =(透前体重 -干体重>/干体重,
透析体重下降率=(透前体重 -透后体重>/透前体
重O 应用透析质量转归指标委员会 ( diaIysisout-
comesguaIityinitiative,DOGI>推荐 Daugirdas2 公式
计算spkt/V=-In (R-0.008t> +(4 -3.5R> X
UF/WO (R:透后尿素氮/透前尿素氮,t:透析时间,
W:透后体重>  4] O
1.3 统计学方法 应用 SPSS18.0 统计软件对资料
进行统计分析,先对资料行正态性检验,相关性分析
非正态分布资料采用 Spearman 法,正态分布资料采
用Pearson法O
2 结果
2.1 一般资料分析结果 患者的 DW~BMI为非正
态分布资料,中位数分别为 62.3 (51.6,64.8> kg~
22.5(19.6,25.1>kg/m2O UF~IDWG~IDMG%~透析
体重下降率~spkt/V为非正态分布资料均值分别为

(3.46 11.07>L~(3.39 11.28>kg~(5 15>%~(0.05 1
0.02>%~(1.48 10.36>LO
2.2 体重~血压~超滤量~BMI与透析充分性的相关
性 BMI~DW与 spkt/V呈负相关(P<0.01>,ID-
MG%~透析体重下降率与spkt/V呈正相关,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0.05>,IDWG~UF与 spkt/V呈负
相关,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O 见表 1O

表 1 观测指标与spkt/V相关性分析结果

观察
指标 BMI DW IDWG IDWG% UF

透析体重
下降率
(%>

spkt/V r-0.629 -0.689 -0.144 0.265 -0.121 0.334

   P 0.000 0.000 0.281 0.044 0.365 0.010

3 讨论
3.1 尿素清除指数反映了透析中清除尿素容积占
总体水的比例,是目前评价透析充分性的常用指
标 5] ,是影响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MHD>长期生存
率的独立因素 6] O IDWG主要为两次透析间期患者
所摄入的盐~水的量,反映了患者的食欲状态或对医
嘱的依从性O IDWG%为患者透析间期体重增长占
干体重的百分比,与 IDWG相比,IDWG%排出了患
者DW对IDWG的影响O 过高的 IDMG%~IDMG易
导致患者容量负荷过重O 由本研究结果可知 ID-
MG%与 BMI~DW呈负相关,与 IDWG~透析体重下
降率呈正相关O 即患者消瘦或透析间期摄入水或盐
过多易导致高的IDWG%O 由相关性分析可知患者
spkt/V与IDWG%呈正相关,说明单位干体重的体
重增长越多,患者的透析充分性越高O 分析原因为,
除外少数IDWG>5 kg的患者,大部分患者的IDWG
即为血液透析的超滤量,单位质量的超滤作用增加
溶质的清除也会增加,导致透析充分性升高O 该结
果与高庆贞等 7]的研究结果相同,IDMG~UF与 sp-
kt/V无相关性的原因为,患者干体重与 IDMG与
DW无相关性,即由于患者的依从性或食欲不同导
致IDMG增加而不是干体重大的患者摄入的水多所
导致O
3.2 BMI是衡量人体胖瘦程度,反映患者营养状况
的指标,其高低与机体的肌肉容积~脂肪组织的含量
成正比O 在年轻MHD患者中过高或过低的 BMI都
会导致死亡率上升 8] O 本实验相关性分析可知患
者的 DW~BMI与 spkt/V呈负相关,这与芮金兵
等 9]的研究结果相同O 分析原因如下:患者体格越
大,肌肉~脂肪容积越大,产生的代谢废物就越多,尿
素分布容积越大,固定时间内清除的毒素越少O 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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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体格大所需的营养物质多,但由于代谢废物的积
累~酸碱代谢平衡紊乱等因素所导致的食欲下降,蛋
白质供应不足,体内蛋白分解增加尿素产生增多O
3.3 除外IDWG%与透析充分性的研究,有研究证
实透析前血压没有随患者的 IDWG%增加而升高,
说明水的摄入量并不会导致患者血压上升,但是过
多的脱水量会导致低血压 7] O
3.4 结合以上各方面的分析,我们认为对于已达到
干体重的患者应维持BMI在正常范围之内,对于水
的控制应因人而异,在不影响血压的条件下可适当
放宽限制,但是对于不同患者的 IDMG%的具体数
值还有待进一步研究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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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探讨Bmi-1 在非小细胞肺癌 NSCLC)组织中的表达及其与临床病理特征关系,并研究
其与 p16 表达的相关性O 方法 采用免疫组化法检测NSCLC癌组织及正常肺组织中 Bmi-1 和 p16 的表达情
况O 结果 NSCLC组织中Bmi-1 阳性表达率明显高于正常肺组织;Bmi-1 与肿瘤癌组织的 TNM分期及有无
淋巴结转移呈正相关O NSCLC组织中 Bmi-1 和 p16 表达呈负相关 r=-0.281,P<0.05)O 结论 Bmi-1 在
NSCLC发生发展及转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O
  [关键词] Bmi-1; p16; 非小细胞肺癌
  [中图分类号] R73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 -3806(2013)04 -0334 -04
  doi:10.3969/j.issn.1674 -3806.2013.04.15

Theexpressionofbmi-1 innon-smallcelllung carcinoma anditsrelationshipwiththeexpressionofp16 
ZHAOJUn-sheng, CHENXiao-yan.departmentofPathology, thePeople sHospitalofJiaonan City, Shandong
26640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investigatetheexpression and significanceofBmi-1 in non-smallcelllungcarci-
noma NSCLC) tissue, and evaluateitsrelationship with theexpression ofp16.Methods TheguantitiesofBmi-1
and p16 protein expression weredetected byimmunohistochemicalassayin NSCLCand normallungtissues.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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