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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透病人的巨细胞病毒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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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
，

血液透析仍然是终末期肾功能衰竭病人维

持生命的重要手段之一
。

随着肾移植技术的 日趋完

善
，

有许多血透病人都在积极创造条件
，

准备接受肾移

植
。

然而
，

由于血透病人抵抗力下降
，

经常输血等原

因
，

使患者易榷患各种感染
，

如巨细胞病毒 �����感

染
，

影响病人生活质量及肾移植的效果
�

据此
，

我们对

本 院 �� 例 终末 肾衰 维 持 血 透 病 人 进行 了 血 清

���一地� 的检测
。

材 料 和 方 法

一
、

对象�本院终末期 肾衰维持性血透病人 ��

例
，

男 ��例
，

女 ��例
，

年龄最大 ��岁
，

最小 �� 岁
，

平均

年龄 ����岁
�

其中慢性肾炎��例
，

肾动脉硬化 �例
，

慢性肾孟肾炎 �例
，

多囊肾 �例
，

肾结石 �例
，

痛风肾 �

例
，

糖尿病肾病 �例
，

狼疮性肾炎 �例
�

透析时间最长�

年 �个月
，

最短 �个月
�

平均 ��个月
，

每周血透 �一 ��

小时
，

输血最多 卯次�每次 �田而�
，

最少 �次
�

二
、

���一���竹 检测 �采用 间接 ��」�� 法试剂
。

取血清 ��拼�
，

加 ��� ����葡萄球菌蛋 白 �� ��川 和

���风的 ���混匀于 �℃过夜
�

�以】����离心 �分钟
，

取上清液进行 ���一���检测
。

将包盖好抗原板每孔

加含 ��� 小牛血清的 ���于 �� ℃ 封板 ��分钟
，

用洗

液洗 �次
，

每次 �分钟
，

然后加经 ���吸收的待检血清

������于 ��℃ 中孵育 �小时
，

洗板 �次
，

然后加 ���

�辣根过氧化酶标记�一 羊抗人 �卿 于 �� ℃ �小时
，

洗

板 �次
，

最后加邻苯二胺底物室温下 �� 分钟用 ��

�����
终止反应

，

每次试验设阳性
、

阴性血清和空白对

照
，

用酶标测定仪读 �� 值
，

记录结果
�

结 果

�
�

��例血透患者 ���一��� 阳性 ��例
，

阴性 ��

例
，

阳性率 �� ��
�

�
�

透程 与 ���感染的关系
�本组病人透程 为

�一 ��月
，

透程 ��� 月者共 ��例
，

���一��� 阳性 �

例
，

阴性 ��例
，

阳性率为 ������透程 � �� 个月者 ��

例
，
���一�咖 阳性 �� 例

，

阴性 �� 例
，

阳性 率 为

���
。

经统计学处理
，

有显著性差异
，
尸�����

，
表明透

程 ���月者感染机会增加
。

�
�

输血与 ���感染的关系�输血 落�� 次者 ��

例
，

阳性 �� 例
，

阳性率��
�

����输血 ���次者 ��例
，

阳

性 �例
，

阳性率 ���
，

��住��
，

有高度显著性差异
，

表

明输血次数多
，

感染机会较大
�

�
�

年龄与 ���感染的关系 ����岁 ��例
，
���一

�酬 阳性 �例
，

阳性率 ��������� 岁 �� 人
，

阳性 ��

人
，

阳性率 ����
，
尸�����

，

有显著性差异
，

表 明低年

龄组其感染机会较大
�

讨 论

据报道
，

输血后 ��� 感染的高危人群有早产

儿
、

新生儿
、

婴儿
、

外科手术病人
、

器官移植受者及血液

病患者川
，

我们认为终末期肾衰维持性血透病人亦为

���感染的高危人群
�

据国内赵氏���报道 少润名供

血者���一��� 阳性率为 �����
，

而我院��名血透病

人 ���一���达 阳性率为 �����
，

差异极显著��������
�

血透病人易感染 ���的原因可能是
�

�
�

终末期肾衰维持性血透病人常常营养不良
，

体

内代谢紊乱
，

透析丢失氨基酸等原因
，

常常存在免疫功

能低下
，

因此易引起 亡��感染
�

�
�

从我们的资料看出
，

透程 � �� 月者
，

���感染

率高
，

其原因可能为透析时间愈长
，

机体低抗力愈差
，

输血制品也愈多
，

加上透析器的重复使用
，

可能增加了

交叉感染的机会
�

�
�

终末期肾衰病人均存在肾性贫血
，

因此患者都

需经常输血
，

现 已知输血是造成 ���传播的主要途

径 【 ’�。 输血者 ���感染的来源可能为
����供血者

�入，�输给阴性的受血者引起的 ��� 的原发感染�

���输血使受者潜伏感染的病毒再活动����供血者

���输给
一

���一�酮 阳性的受血者引起再感染
。

已

有许多报道供血的次数及量和受血者的感染有关
，

亦

有许多报道可从外周白细胞中分离出 ��幼
’ ，
��

�

我

们的结果亦提示输血的量与 ���感染有关
�

因此
，

应尽可能对献血员进行筛选
，

对供血者进行病毒分

离
，

此法可靠敏感
，

但常难以实现
，

而血清学检查是证

明感染的好方法
�

本资料也提示年龄小者 ���感染率高
，

与有的

�
�

������韶

���������

�
�

����� �

���

� �� ��� ���曲������� �������

��

� �� ��� ������ ��
������� ��������

�
�

桑原正雄 �新药与临床 �卯����� ���

�
�

余国华
�
中华内科杂志 �更犯������

��韶关市第一人民医院进修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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膝部骨关节肿瘤及瘤样病变 ���例统计分析
中山 医科大学附属一院骨科 沈靖南

中山 医科大学病理教研室
韩士英

丘拒世

�黄承达�

膝部是骨关节肿瘤的好发部位
，

随着膝关节外科

的发展
，

膝部骨肿瘤的流行病学等研究渐被引起重

视
，
本文收集了我院近 ��年来

，

经病理确诊的 ��� 例

膝部关节肿瘤及瘤样病变
，

并结合国内外文献加以讨

论
�

临 床 资 料

本组材料取自本院 ����年初一 �卯�年底共
。

��年

间收治的 义�例膝关节周围肿瘤病人
，

所有的穿刺活

检及手术切除的标本均经常规石蜡切片而确诊
�

发生在膝部的 ���例 良
、
恶性肿瘤和瘤样病变

中
，

男 ���例
，

女 ���例
，

男女之比为 �
�

����
�

良
、

恶性肿

瘤和瘤样病变的好发年龄均是 �����岁
，

在该年龄段

中发生的良性肿瘤是 �����即询
，

恶性肿瘤是 ���

��卿����
，

瘤样病变是份����烦��
，

病变的好发部位是

股骨下段乃�例�����
，

其次是胫骨上端 ���例 �����
，

其余为膝骨上端��例����叭�
，

膝关节滑膜��例�������
，

胭窝��例������
，

股骨和胫骨双裸 ��例
，

簇骨 �例
�

良性肿瘤多于恶性肿瘤
，
良恶性之比为 �

�

���������

����
。

���例良性肿瘤中以骨攀骨瘤 ���例�����最为

多见
，

其次为骨巨细胞瘤 �一��级 ��例 ��琴��
，

其余依

次是神经纤维瘤 巧例��������
，

成软骨细胞瘤 � 例

������
声
韧 带样 纤 维瘤 �� 例

，

����， 血
，

管 瘤 �例

�������
，

神经鞘瘤 �例 ��
�

����
，

非骨化性纤维瘤 �

例
，

骨样骨瘤
、

软骨瘤和胜鞘巨邻胞瘤备�例
，

脂肪瘤

和骨化性纤维瘤各 �例
，

软骨粘娜样纤维瘤 �例
�

���例恶性肿瘤中以骨肉瘤 ���例
·

�“ ��最为常
见

，

依次为软骨
一

肉瘤 ��例����
，

滑膜肉瘤
�

料例����，
恶性纤维组织细胞瘤 ��例����

，

非 ��尽����
’ �淋巴

瘤和骨巨细胞瘤��� 级各 �例����
，
�����

’
�肉瘤和纤

维肉瘤各 �例����
，

脂肪肉瘤 �例
，

转移癌 �例
，

恶性

软骨粘液样纤维瘤
、

血管外皮瘤和血管 内皮瘤各 �

例
�

��例瘤样病变中
，

依次为纤维异样增殖症 �� 例

��������
，

色素沉着绒毛结节性滑膜炎 �� 例�����
，

动脉瘤样骨囊肿 ��例��������
，

骨囊肿 �例�����
，

滑

膜软骨瘤病 �例����
，

嗜酸性肉芽肿 �例����
�

讨 论

国内外的统计资料显示膝关节周围是骨肿瘤的好

发部位「’ 一 咯飞有学者认为这可能与膝部骨髓生长最活

跃和负重最大等因素有关
�

在流行病学基础研究方

面
，

目前仍缺少膝部骨肿瘤的统计资料
，

有关膝关节肿

瘤专著中的数据常引自全身骨肿瘤的统计资料��工，因

此有必要进行膝部肿瘤的统计分析
�

本组与国内外大宗骨肿瘤及瘤样病变的统计资料

对照
，

可见到在许多方面相类似
，

如肿瘤的好发类型
、

性别比
、

年龄分布等基本上呈一致性
，

这说明膝部作为骨

肿瘤的好发部位
，

基本上反映全身四肢骨肿瘤谱
�

只

有在少数方面表现出特殊性
，

分述如下 �

值得注意的是膝部好发瘤与低发瘤的发生率较悬

殊
，

如良性肿瘤中好发的骨软骨瘤和骨巨细胞瘤所占的

比率非常高
，

分别为���和���
，

而其余类酬冲瘤的上摔
非常低

，

均在����� 以下 �恶性肿瘤中好发的骨肉瘤所

占的比率非常高
，

占���
，

而其余肿瘤也非常少
，

均在

�� 以��
�

全身良恶性骨肿瘤发生率的排列是呈阶梯状

逐渐减少的 【��，膝部好发性肿瘤与全身的好发瘤是一

致的
，

但膝部的低发性肿瘤与全身性的低发瘤在排列

遭
户， 之洲护占�必 ，、

各，谧‘ 、
之尹，占�之‘ ，

止夕二吞二占宁七， 之产��护�杏宁杏�汽宁

报道不符
�

可能为年龄大者对���易感性低�或受

感染后
，

由于反应低下产生抗体的滴定度未能达到测

定的水平
�

目前
，

维持性血透患者中有不少人准备接受肾移

植
�

据报告
，

肾
、

心
、

肺
、

骨髓移植后 ���感染率高达

��� 一 ���日�
。

尤其是 ���血清阴性受者接受 了

���血清阳性供体的肾脏及移
、

植前血清阳性的受

者
，

���感染率明显增加 �’」。 ���感染大多为隐性

感染
，

但在接受器官移植患者中
�

可能是严重的
，

甚至

是致死性的
。

���活动性感染将导致肾功能下降和

存活期缩短 【‘气并可能激发和加重排斥反应�’ �
。

因此

对维持性血透准备接受肾移植的患者
，

尤应加强移植

前 ���感染的血清学状态的检测
，

以提高肾移植的

成功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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