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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观察益肾活血祛风湿联合西药治疗
(DE

肾病的远期疗效" 方法$采用回顾性病例对照研

究!从杭州市中医院
(DE

肾病随访登记数据库中获取
!""9

年
#

月
#

日#

#!

月
%#

日在本院进行肾穿刺活

检确诊的原发性
(DE

肾病患者的临床$实验室检查$肾活检病理$治疗方案等资料!根据治疗方案分为
E

组

%基础治疗
F

中药&和
G

组%基础治疗
F

中药
F

糖皮质激素和
C

或免疫抑制剂&" 以肾活检病理确诊为原发性

(DE

肾病为起始点计算!随访结束时间为
!"#8

年
#!

月
%#

日!随访时间
!#!

个月!终点事件定义为进入

;HIA

或
7JKI

下降
8"L

以上!或血肌酐翻倍!比较其在治疗
#

年后及至随访结束时与治疗前相比在临床

表现$实验室指标等方面的差异!利用
M,N3,-

#

+7=7/

法计算患者的累积肾脏生存率!并绘制肾脏累积生存曲

线" 结果$共纳入病例
!#O

例!

E

组
6O

例!

G

组
#$"

例"

E

组中肾虚证
$

例%

#6L

&!肾虚血瘀证
!#

例

%

6%L

&!肾虚风湿证
9

例 %

#:L

&!肾虚血瘀风湿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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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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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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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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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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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

!

OL

&$

9O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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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组患者的年龄$性别$随访时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 Q

"

!

"8

&" 与
E

组比较!

G

组的病程更短!

!6 R

尿蛋白定量更多!血肌酐$血清尿素氮更高!血浆白蛋白更低

%

P S"

!

"8

&"与治疗前比较!治疗
#

年后两组患者
!6 R

尿蛋白定量及尿红细胞计数下降!并进一步下降至随

访结束%

P S"

!

"8

&"

!#O

例患者总有效率为
9O

!

"L

%

#O8C!#O

&!

E

组总有效率为
9O

!

9L

%

66C6O

&!无患者

进入终点事件"

G

组总有效率为
99

!

9L

%

#8#C#$"

&" 至随访结束!共
8

例患者到达终点事件!均在
G

组!其

中有
6

例进入
;HIA

!

#

例血肌酐翻倍或
7JKI

下降
Q8"L

" 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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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组的完全缓解率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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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论$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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肾病根据不同病情可以采用基于肾病风湿理论的中医及中西医结合治疗方案!远期

观察显示该方案能显著改善患者的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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肾病$

(D, -7NR/2N,UR0

"

(DE5

%是一种常见的

原发性肾小球疾病"以肾脏免疫病理显示
(DE

为主的免

疫复合物沉积在肾小球系膜区为特征"可发生在任何年

龄"其临床表现多种多样"主要表现为血尿"可伴有不同

程度的蛋白尿'高血压和肾脏功能受损"是导致终末期

肾脏病的常见的原发性肾小球疾病(

#

)

* 有研究显示

#8L

&

!"L

的
(DE5

患者将在
#"

年内'

%"L

&

6"L

的

患者将在
!"

年内进展为终末期肾脏病(

!

)

*

(DE5

中医

学+肾风,的范畴"近年来研究认为
(DE5

与+肾虚,'+血

瘀,'+风湿,等关系密切(

%

"

8

)

* 风湿内扰于肾是包括

(DE5

的慢性肾炎发生发展的主要原因"虚'瘀'风湿是

其主要证候(

:

)

* 目前"从+虚,'+瘀,'+风湿,进行辨证

论治的治疗方案已显示出良好的疗效*

为进一步观察其对
(DE5

治疗方面的远期疗效"

现回顾性分析
!""9

年
#

月
#

日-

#!

月
%#

日在杭州

市中医院行肾穿刺病理明确为原发性
(DE5

患者的临

床'实验室检查及病理资料"比较其在治疗
#

年后及至

随访结束时与治疗前相比在临床表现'实验室指标等

方面的差异"并绘制肾脏累积生存曲线"观察按照虚'

瘀'风湿辨证方法以益肾'活血'祛风湿为治则的中医'

中西医结合治疗
(DE5

的远期疗效*

资料与方法

#

$诊断标准

#

!

#

$原发性
(DE

肾病诊断标准$原发性
(DE

肾

病的诊断标准参考.肾脏病学/

(

$

)

"主要依靠肾活检免

疫病理检查"需同时符合以下
%

条#在肾小球系膜区有

以
(DE

为主的免疫复合物沉积&以肾小球系膜增生为

基本组织学改变&排除继发性
(DE

肾病#如系统性红斑

狼疮'过敏性紫癜'强直性脊柱炎'类风湿关节炎'自身

免疫性甲状腺疾病相关肾病'乙肝病毒相关性肾炎及

肝硬化等继发性
(DE

肾病*

#

!

!

$中医证候诊断标准$辨证依据参考本院

(DE5

单病种管理办法实施"该诊疗方案已纳入国家中

管局临床路径"推荐全国中医院实施* 具体如下#$

#

%

肾虚证#主症#尿色加深或有泡沫尿$尿检表现为血尿

和
C

或蛋白尿%&次症#腰酸乏力'气短懒言'自汗盗汗'

易感冒'目睛干涩'咽燥口干'手足心热'头晕耳鸣'夜

尿多&舌红苔薄"舌体胖"边有齿痕"脉细'或兼微数*

主症加次症
!

项以上"结合舌苔脉象即可确诊*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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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血瘀证#符合以下症候之一者#

!

持续血尿
! F F

"腰

部刺痛"或病程
#

年以上&

"

肢体麻木"肌肤甲错&

#

肾

病理见毛细血管襻塌陷'闭塞"纤维性
C

纤维细胞性新月

体"节段硬化"球性硬化占
#"L

以上"球囊粘连占
#"L

以上"微血栓形成"肾间质灶性纤维化占
!8L

以上&

$

舌有瘀点'瘀斑"或舌下脉络瘀滞"脉涩* $

%

%风湿证#符

合以下症候之一者#

!

泡沫尿"尿蛋白定量
Q#

!

" DC>

"

或尿蛋白定量
"

!

8 d#

!

" DC>

补虚化瘀中药治疗无效&

"

新近加重的腰困重'头身肌肉关节酸肿'皮肤湿疹'恶

风&

#

尿蛋白增加"血尿也出现波动&

$

肾病理出现弥漫

细胞增生"细胞性新月体"节段襻坏死"足突广泛融合"

间质炎细胞浸润
!!8L

&苔薄腻"脉弦'或弦细'或沉*

以上
%

种证型可相互兼夹为二联证或三联证*

!

$纳入及排除标准$纳入标准#$

#

%

!""9

年

#

月
#

日-

#!

月
%#

日在杭州市中医院肾内科住院行

肾穿刺病理活检术"临床与肾脏病理明确诊断为原发

性
(DE5

患者&$

!

%中医证候诊断符合肾虚证或夹血瘀

和$或%风湿的患者&$

%

%肾穿刺时年龄
#: d$8

岁"有

独立行为能力者"男女不限&$

6

%在肾穿刺前
:

个月内

未使用糖皮质激素'免疫抑制剂'雷公藤'火把花根'青

风藤等的患者& $

8

%肾穿刺时肾小球滤过率 $

7YU=

#

<,U7> D32<7/.3,/ V=3U/,U=2- /,U7

"

7JKI

%

!%" <TC

$

<=-

!

#

!

$% <

!

%& $

:

%接受
(DE5

单病种诊疗方案"

并接受补虚'化瘀'祛风湿中药治疗的患者&$

$

%在杭

州市中医院肾内科接受治疗
!#!

个月*

排除标准#$

#

%有精神疾病或无独立行为能力者&

$

!

%合并有心'脑'肺'肝'造血系统等严重原发性疾

病"或有结核病'恶性肿瘤等消耗性疾病的患者"或者

肾移植术后者*

%

$研究方法$采用回顾性病例对照研究"从杭州

市中医院
(DE5

随访登记数据库中获取
!""9

年
#

月

#

日-

!""9

年
#!

月
%#

日在我院进行肾穿刺活检确

诊的原发性
(DE5

患者的临床'实验室检查'治疗方案

等资料"以肾活检为起始点计算"随访结束时间为

!"#8

年
#!

月
%#

日"评估治疗前后患者的尿检结果

和肾功能情况*

根据治疗方法将研究对象分成
!

组#

E

组$基础

治疗
F

中药%和
G

组$基础治疗
F

中药
F

糖皮质激素

和
C

或免疫抑制剂%* 其中基础治疗#包括血管紧张素

转化酶抑制剂 $

E&;(

%或血管紧张素受体拮抗剂

$

EIG

%治疗"营养治疗"血压'血脂'血糖的管理* 无

明显禁忌症者"常规使用
E&;(CEIG

* 降压药首选

E&;(CEIG

"在此基础上可加用钙离子拮抗剂$

&&G

%

或其它降压药* 伴高血脂者予他汀类调脂"伴高血糖

者予常规降糖药口服或胰岛素皮下注射治疗* 肾功能

不全患者"予以低盐优质低蛋白饮食"并配合
%

"酮酸

片口服治疗* 西医治疗#根据患者临床表现'实验室指

标'肾病理等情况"对尿蛋白定量
Q#

!

" DC!6 R

或者肾

病理提示细胞增生明显'间质炎症浸润明显"能接受免

疫抑制治疗的患者加用糖皮质激素'来氟米特$

T;K

%'

吗替麦考酚酯$

++K

%'环磷酰胺$

&)_

%中的一种或多

种* 中医治疗#根据从虚'瘀'风湿论治
(DE5

的辨证

方法"采用益肾'活血'祛风湿为治则的中药治疗(

9

)

*

肾虚者治以补气益肾"予益肾组方加减#生黄芪'当归'

干地黄'杭白芍'川芎'淮山药'金樱子'女贞子'旱莲草

等&血瘀者治以活血化瘀"予活血组方加减#桃仁'积雪

草'制大黄'三棱'莪术等&风湿者治以祛风化湿"予祛

风湿组方加减#汉防己'徐长卿'青风藤等"可联合使用

中成药雷公藤多甙片和白芍总苷片* 根据患者辨证情

况"上述证候可兼见"如患者肾虚证合并血瘀证"予益

肾方合活血方* 肾虚证合并风湿证"予益肾方合祛风

湿方* 如患者肾虚证合并血瘀证和风湿证"予益肾方

合活血方合祛风湿方* 以上治疗方案参考王永钧教授

的.

(DE

肾病中西医结合诊断及治疗建议/

(

6

)

*

6

$观察指标及方法

6

!

#

$实验室指标比较$根据患者实验室检查结

果"比较两组患者在治疗前'治疗
#

年后'随访结束时

!6 R

尿蛋白定量'尿红细胞计数及血肌酐水平的变化*

6

!

!

$临床疗效评价标准$参照.

(DE

肾病综合临

床疗效评价标准研究/

(

O

)进行临床疗效评价* 完全缓

解#临床症状完全消失"尿沉渣镜检红细胞数
""

!

9 \C

<T

或
"%

个
C]P

"

!6 R

尿蛋白定量
""

!

% DC>

"肾功能

正常&显效#临床症状基本消失"尿沉渣镜检红细胞数

较前减少
!8"L

"

!6 R

尿蛋白定量较前减少
!8"L

"

肾功能正常* 有效#临床症状明显改善"

!8L"

尿沉

渣镜检红细胞数较前减少
S8"L

"

!8L"!6 R

尿蛋白

定量较前减少
S 8"L

"肾功能正常* 无效#临床表现

与实验室检查均无改善或反加重者* 随访终点定义为

患者进入终末期肾脏病$

7->

#

YU,D7 /7-,3 >=Y7,Y7

"

;HIA

%或
7JKI

较肾穿刺时下降
!8"L

"或患者血肌

酐水平较肾穿刺时翻倍*

6

!

%

$肾脏累积生存率检测$采用非参数乘积限

估计法$

M,N3,-

#

+7=7/

%分析肾脏累积生存率"并绘

制生存曲线图*

8

$统计学方法$采用
HPHH !"

!

"

软件对数据

进行统计学处理"计量资料采用
`

'

Y

或中位数$四分

位%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U

检验"治疗前后比较采用配

对样本
U

检验&计数资料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随访



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

',-.,/0 !"#$

"

1234 %$

"

52

!

#

! &(###!

结束时等级资料采用
I=>=U

分析"利用
M,N3,-

#

+7=7/

法计算累积生存率*

P S"

!

"8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

$一般资料比较$表
#

%$本研究为回顾性研究"

共收集
!""9

年在我院行肾病理诊断为
(DE5

的患者
%8:

例"其中
#9

例患者肾穿刺时年龄
S#:

岁"

#:

例患者肾穿

刺时
7JKI S%" <TC

$

<=-

!

#

!

$% <

!

%"

!

例为继发性

(DE5

"

#6

例未在我院进行规范化治疗"

9$

例失访"最

终共有
!#O

例患者纳入研究* 所有
!#O

例患者中男

女比例为
#

(

#

!

!#

&病程中位时间为
#

年"其中病程最

短者为
#

天"最长者达
%"

年&随访中位时间为
8

!

%%

年"其中随访时间最短者为
#

年"最长者接近
9

年* 根

据虚'瘀'风湿辨证方法进行中医辨证分型"

E

组中肾

虚证
$

例"占
#6L

"肾虚血瘀证
!#

例"占
6%L

"肾虚

风湿证
9

例"占
#:L

"肾虚血瘀风湿证
#%

例"占
!$L

*

G

组中肾虚证
#!

例"占
$

!

#L

"肾虚血瘀证
6$

例"占

!$

!

:L

"肾虚风湿证
!!

例"占
#!

!

OL

"肾虚血瘀风湿

证
9O

例"占
8!

!

6L

* 两组患者的年龄'性别'随访时

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 Q "

!

"8

%* 与
E

组比较"

G

组的病程更短"

!6 R

尿蛋白定量更多"血肌酐'血清尿

素氮更高"血浆白蛋白更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S

"

!

"8

%*

!

$患者
!6 R

尿蛋白定量'尿红细胞计数及血肌

酐比较$表
!

%$与治疗前比较"治疗
#

年后两组患者

!6 R

尿蛋白定量及尿红细胞计数下降"并进一步下降

至随访结束$

P S"

!

"8

%* 治疗前后患者的血肌酐水平

虽略有上升"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 Q"

!

"8

%*

%

$临床疗效比较$表
%

%$

!#O

例患者总有效率

为
9O

!

"L

$

#O8C !#O

%"

E

组总有效率为
9O

!

9L

$

66C 6O

%"

表
#

#

!#O

例患者一般情况及治疗前指标$$

`

'

Y

%

项目 总体$

!#O

例%

E

组$

6O

例%

G

组$

#$"

例%

年龄$岁%

%6

)

$6

'

#"

)

"6 %$

)

O6

'

#"

)

"6 %%

)

9#

'

O

)

98

男
C

女$例%

OOC#!" !%C!: $:CO6

病程(年"中位数$四分位%) $

#

$

"

)

#:

"

!

)

""

% $

#

$

"

)

!8

"

6

)

""

%

"

)

::

$

"

)

"9

"

!

)

""

%

#

随访时间(年"中位数$四分位%)

8

)

%%

$

6

)

""

"

:

)

O!

%

8

)

%%

$

!

)

"9

"

$

)

#$

%

8

)

%%

$

6

)

""

"

""

%

尿检

$

!6 R

尿蛋白定量$

DC!6 R

%

#

)

!9

'

#

)

:8 "

)

8O

'

"

)

8$

#

)

6$

'

#

)

9"

##

$尿镜下红细胞$个
C]P

%

6"

)

#!

'

%O

)

8O %%

)

O"

'

%9

)

$$ 6#

)

O#

'

%O

)

:8

血肌酐$

'<23CT

%

$9

)

"8

'

%#

)

!9 :9

)

#!

'

!!

)

!$

9"

)

O!

'

%!

)

99

##

血清尿素氮$

'<23CT

%

8

)

$8

'

%

)

%9 8

)

!"

'

#

)

$8

8

)

O#

'

%

)

$"

#

血清尿酸$

'<23CT

%

!OO

)

6$

'

O$

)

6O !9!

)

8#

'

8%

)

$6 %"6

)

%:

'

O9

)

"#

7JKI

(

<TC

$

<=-

!

#

)

$% <

!

%) O9

)

6$

'

%!

)

!" #"O

)

""

'

!9

)

!9 O8

)

6%

'

%!

)

:!

血浆白蛋白$

DCT

%

%$

)

OO

'

8

)

%: 6"

)

#$

'

%

)

$#

%$

)

%:

'

8

)

8O

##

血红蛋白$

DCT

%

#!$

)

!O

'

!"

)

99 #!O

)

#6

'

#O

)

:O #!:

)

$:

'

!#

)

#9

体液免疫

$

(DJ

$

<DCT

%

#"6:

)

":

'

%8!

)

9% #"%%

)

9!

'

!6!

)

86 #"6#

)

$O

'

%$$

)

$9

$

(DE

$

<DCT

%

!$#

)

#"

'

O6

)

9O !:"

)

$:

'

#"!

)

O9 !$%

)

O9

'

O!

)

%#

$

(D+

$

<DCT

%

#%!

)

!"

'

:#

)

:% #!$

)

6!

'

88

)

8! #%%

)

8!

'

:%

)

#8

$

&%

$

DCT

%

"

)

9O

'

"

)

!8 "

)

96

'

"

)

!! "

)

O"

'

"

)

!8

$

&6

$

DCT

%

"

)

#O

'

"

)

": "

)

#9

'

"

)

"8

"

)

#O

'

"

)

"$

#

$$注#与
E

组比较"

#

P S"

!

"8

"

##

P S"

!

"#

表
!

#各组患者治疗前后实验室指标比较#$

`

'

Y

%

组别 例数 时间
!6 R

尿蛋白定量$

DC>

% 镜下红细胞$个
C]P

% 血肌酐$

'<23CT

%

E 6O

治疗前
"

)

8O

'

"

)

8$ %%

)

O

'

%9

)

9 :9

)

#

'

!!

)

%

治疗
#

年后
"

)

6!

'

"

)

!9

#

$

)

6

'

#"

)

"

##

:9

)

%

'

!#

)

8

随访结束时
"

)

%O

'

"

)

69

#

6

)

$

'

O

)

#

##

:9

)

9

'

!%

)

%

G #$"

治疗前
#

)

6$

'

#

)

9" 6#

)

O

'

%O

)

: 9"

)

O

'

%!

)

O

治疗
#

年后
"

)

:!

'

"

)

:"

##

O

)

"

'

#!

)

8

##

9"

)

9

'

%#

)

!

随访结束时
"

)

6$

'

"

)

8!

##$

8

)

6

'

#%

)

6

##$

9"

)

$

'

%O

)

%

总体
!#O

治疗前
#

)

!9

'

#

)

:8 6"

)

#

'

%O

)

: $9

)

#

'

%#

)

%

治疗
#

年后
"

)

8$

'

"

)

88

#

9

)

$

'

#!

)

"

##

$9

)

"

'

!O

)

9

随访结束时
"

)

68

'

"

)

8#

##$

8

)

%

'

#!

)

:

##$

$9

)

9

'

%:

)

$

$$注#与本组治疗前比较"

#

P S"

!

"8

"

##

P S"

!

"#

&与本组治疗
#

年后比较"

$

P S"

!

"8

表
%

#随访结束临床疗效比较#(例$

L

%)

组别 例数 完全缓解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

E 6O !$

$

88

)

#

%

#"

$

!"

)

6

%

$

$

#6

)

%

%

8

$

#"

)

!

%

66

$

9O

)

9

%

G #$"

86

$

%#

)

9

%

#

$!

$

6!

)

%

%

!8

$

#6

)

$

%

#O

$

##

)

!

%

#8#

$

99

)

9

%

总计
!#O 9#

$

%$

)

"

%

9!

$

%$

)

6

%

%!

$

#6

)

:

%

!6

$

##

)

"

%

#O8

$

9O

)

"

%

$$注#与
E

组比较"

#

P S"

!

"#



! &!###! 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

',-.,/0 !"#$

"

1234 %$

"

52

!

#

无患者进入终点事件*

G

组总有效率为
99

!

9L

$

#8#C

#$"

%* 至随访结束"共
8

例患者到达终点事件"均在

G

组"其中有
6

例进入
;HIA

"

#

例血肌酐翻倍或

7JKI

下降
Q8"L

* 两组患者之间总有效率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

P Q"

!

"8

%"但
E

组的完全缓解率更高

$

P S"

!

"#

%*

6

$患者肾脏累积生存率$图
#

%$利用
M,N3,-

#

+7=7/

法计算
!#O

例患者的
#

'

%

'

8

'

$

年肾脏累积生

存率分别为
#""L

'

#""L

'

O9L

'

O:

!

#L

*

图
#

#

!#O

例患者肾脏累积生存曲线图

讨$$论

现代医学对
(DE5

的治疗包括非免疫治疗和免疫

抑制治疗"常用的非免疫抑制治疗为
E&;(CEIG

'鱼油'

扁桃体切除等"其中除
E&;(CEIG

外疗效均不确切*

一项针对
##

个
I&)

试验"共计
898

名
(DE5

患者的

+7U,

分析显示
E&;(CEIG

对减少
(DE5

患者的蛋白尿

和保护肾功能方面有显著疗效(

##

)

&免疫抑制治疗包括

糖皮质激素和免疫抑制剂"如
T;K

'

++K

'

&)_

等"但其

临床疗效"尤其是远期疗效"还有待进一步明确*

依据既往研究"

(DE5

的病因'病机'证候与演变规

律"可概括为#风湿之邪干预肾主封藏"主水"司开阖的

职能$肾风'肾虚%

%

久病入络"久闭成痹"导致肾络瘀痹

及肾内微积形成$肾痹%

%

由体及用"肾的气化功能进

一步衰减和丧失$肾劳%

%

病证进展"终至溺毒"甚至累

及肾外全身多个脏腑"其主要证候为虚'瘀'风湿"并证

实益肾'活血'祛风湿治疗的短期疗效(

#!

"

#6

)

* 有关

(DE5

的临床非随机平行对照系列研究显示"从虚'瘀'

风湿论治的
%

型辨证组患者的临床缓解率"优于本虚为

主辨证组的患者$

P S"

!

"#

%"联合西药综合治疗病理损

害较重的重型
(DE5

"疗效亦明显优于单纯西药治

疗组(

9

"

#8

)

*

本研究根据虚'瘀'风湿辨证方法"分别采用益肾'

活血'祛风湿的治疗方法* 其中益肾组方以黄芪四物

汤'黄芪金樱子合剂为主方进行加减* 黄芪金樱子合

剂能显著减少慢性肾小球肾炎患者的
!6 R

蛋白定量"

并改善其肾功能"其含药血清能显著减少细胞凋

亡(

#:

)

* 活血组方以复方积雪草合剂为主方"为我院王

永钧教授自拟"主要成分为积雪草'桃仁'制军'黄芪'

当归等* 该方能有效减少尿沉渣中蛋白和红细胞的含

量"减轻肾组织的免疫损伤(

#$

)

* 常用的祛风湿药物主

要为防己黄芪汤'雷公藤多甙片'白芍总苷片等* 防己

黄芪汤其主症符合肾病风湿特点"该方能显著降低阿

霉素大鼠的蛋白尿"并显著减轻单侧输尿管结扎大鼠

的肾小管间质纤维化及肾间质炎症(

#9

)

* 亦有研究证

明了雷公藤制剂的免疫抑制作用以及其在
(DE5

治疗

中的临床疗效(

#O

"

!"

)

* 近年来发现白芍总苷的抗炎和

免疫调节作用可能直接影响
)

'

G

'

+(

及滑膜细胞等

炎症免疫细胞功能"被应用于风湿症患者(

!#

)

*

本研究回顾性分析了
!""9

年本院肾穿刺诊断为

原发性
(DE5

"并在我院接受包括中医益肾活血祛风湿

治疗的
!#O

例患者的资料"至随访结束"总有效率达

9O

!

9L

"治疗
#

年后及随访结束时较治疗前"

!#O

例

患者的
!6 R

尿蛋白定量及镜检红细胞计数均有显著

下降"且治疗
#

年后患者的尿液检查基本正常"血肌酐

水平保持稳定* 共有
6

例患者进入
;HIA

"

#

例患者

7JKI

下降
Q 8"L

且血肌酐翻倍"均在
G

组* 其中

#

例
7JKI

下降
Q8"L

的患者肾穿刺时已处于
&MA!

期* 而最终进入
;HIA

的
6

位患者肾穿刺时肾功能

损害已较重"均处于
&MA%

期"且其中
%

例病理为增

生硬化型$球性硬化比例约为
8:L d:OL

%"

#

例为系

膜增生伴球性及节段性硬化及节段性新月体形成占

#:L

"均伴慢性小管间质病变"治疗
#

年后肾功能均

相对稳定"都是停止药物治疗后出现肾功能恶化*

在与本研究患者肾脏病变基本相同的情况下"杨

念生等(

!!

)对
%#$

例
(DE5

患者进行了平均$

6%

!

#8

'

%!

!

#!

%个月的随访"以血肌酐翻倍为终点事件"其
#

'

%

'

8

'

#"

年的肾存活率分别为
OO

!

8L

'

O%

!

#L

'

96

!

8L

和
:"

!

#L

"与其相比"本研究的肾脏累积生存

率较其明显提高* 与同时将进入
;HIA

和血肌酐翻

倍作为终点事件的彭用华等(

!%

)

8

年肾脏累积生存率

O%L

相比也略有提高* 而与印度
:6L

(

!6

)

"香港

98

!

$L

(

!8

)的
8

年肾脏累积生存率相比"疗效更为显

著"且该两者仅将患者进入
;HIA

作为终点事件*

在本研究中"尿蛋白明显"病理上肾小球活动性病

变及肾小管间质病变更重的患者接受了中西医结合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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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 在中医证候分型上"

G

组中兼夹风湿证者更多*

但两组患者总有效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提示病情较

重或风湿证候明显者在使用益肾'活血'祛风湿中药治

疗的基础上加用抗风湿作用更强的糖皮质激素及免疫

抑制剂等西药能改善患者的临床表现及实验室指标*

而对于蛋白尿不多者"在基础治疗之上"采用中医益

肾'活血'祛风湿治疗也能取得一定的疗效"包括
!6 R

尿蛋白定量
Q# DC>

的
$

例具备明显风湿症候的患者"

在没有使用激素和免疫抑制剂的情况下"患者采用中

药
F

基础治疗后其中
6

例患者尿蛋白完全转阴"

#

例

!6 R

尿蛋白定量
S# DC>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益肾'

活血'祛风湿中药的疗效*

经过
8

!

%%

$

6

!

""

"

:

!

O!

%年的随访观察"提示益肾

活血祛风湿联合西药治疗
(DE

肾病"能显著改善患者的

临床表现及实验室指标"其
$

年的肾脏累积存活率为

O:

!

#L

"有一定的远期疗效* 如能加强
#

年后的监管和

治疗"其远期疗效有望得到进一步的提高* 本研究不足

在于"研究为回顾性研究"失访病例较多"可开展更为严

谨的前瞻性研究来进一步观察该诊疗方案的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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