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
�

� ��� ��
�

������ � ��
�

�� �
�

� ����

胞
、

尤其是中枢神经细胞从被阿片抑制下解脱

出来
，

恢复自身的原有功能
。

血液透析超滤治疗

在使外源性阿片排出机体的同时
，

机体 自身阿

片受体同时恢复了被抑制的功能
，

调动了机体

内源性阿片肤弥补了外源性阿片肤的减少
、

消

失
，

所以治疗过程中
，

不出现明显的戒断症状
。

基于上述原理
，

单纯血液灌流仅能排除外源性

阿片肤而不能调节细胞内
、

外液离子的水平
，

故

有可能发生明显的戒断症状
。

从这一点反证了

血液透析超滤治疗海洛因中毒
、

成瘾时
，

既可清

除机体内的外源性阿片肤
，

又不发生戒断症状
，

简便快捷
，

安全可靠的优越性
。

发生新的药物依赖造成恶性循环
，

永无休止的

弊端
。

采用血液透析超滤治疗海洛因成瘾者
，

不

会造成新的药物依赖
，

在治疗中无不 良反应
，

患

者愿意接受
，

故本方法作为一种新的戒毒方法

值得推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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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会到血液透析超滤治疗海洛因中

毒
、

成瘾是一种具有新颖性
、

创造性和实用性的

全新戒毒方法
。

该疗法具有快速
、

不需注院
、

无

痛苦
、

无后遗症
、

较经济
、

兼有类似电针激活 自

身阿片受体的作用
，

并有调节细胞内
、

外离子水

平的独特作用 �
血液透析超滤治疗中不发生明

显的戒断症状
。

没有用一种药取代另一种药而

彭罗民
�

血液净化治疗海洛因成瘾 �例报告
�

中华

肾脏病杂志
，
����

，
�����

����

陈国栋
�

第 �� 届全美药物依赖年会简介������
�

中

国药物依赖性通报
，
����

，
����

���� ��

泰伯益
�

近年来我国阿片类药物的研究进展
�

中国

药物滥用防治杂志
，
����

，
����

��

郝 川
，

韦 彤
�

海洛因急性中毒 巧 例救治报告
�

中国药物依赖性通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陈必义
�

阿片受体与离子通道
�

生命科学
，
����

，
�

���
���

沈克温
，

王绪明
，

韩永平
�

实用药物分离鉴定手册
�

人民军医出版社
，
���矛

�

���

血液透析患者巨细胞病毒感染的分析

北京国际血液净化中心 于 平 田 钧

北京心肺血管疾病研究所 中心实验室 张 男

摘要 研究血液透析患者巨细胞病毒���� �流行感染情况
。

在 �� 例尿毒症血透患者中
，

采用酶联免疫法 ������ �测定血清抗巨细胞病毒抗体
。

发现抗 ��� 一��� 阳性 �� 例
，

抗

�� � 一��� 阳性 �� 例
，

总阳性率 ��
�

���输血组的 ��� 感染率为 ��
�

��
，

非输组的感染率

为 ��
�

��
�
透析时间越长

，

感染率越高
。

血液透析患者的 ��� 感染具有特殊性
，
输血为 �� �

传染的主要途径
，

但随透析时间延长
，

存在透析装置等其它传播途径
。

关键词 血液透析 巨细胞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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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一 ��������������� �������� �� ���� � ��

��� ���������

�������������

�� ����� �� ��������� ��� ����一���� ��������
�

����� ������ ��������� � ��� ���������� �����

���� ��，�一�� � 一 ��� ���������� ��� ���������� ����� ���� ����一��� 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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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为研究血透患者 巨细胞病毒 ���� �感染

的关系
，

我们采用酶联免疫法������ �检测 ��

例尿毒症患者血清中的抗 ���
一

��� 和 ���
，

并分析输血和透析治疗时间长短对 �� � 感染

的影响
，

现报告如下
�

材料和方法

� 临床资料

�� 例在本中心进行血液透析治疗的尿毒

症患者
。

男 �� 例
，

女 �� 例
，

平均年龄 相
，

�岁

���一�� 岁�
。

原发病为慢性肾小球肾炎 �刁例
�

慢性肾孟肾炎 �例
，

多囊肾 刁例
，

糖尿病肾病 �

例
�

尿路梗阻 �例
，

高血压动脉硬化 �例
。

透析

方法
�

每周 �一 �次
，

每次 �一 �小时
。

透析治疗

时间 �月� �� 年
。

全部病人未使 用免疫抑制

� 分组

将 �� 例病人根据无输血史和透析治疗时

间长短分组
，

观察输血和治疗时间对 ��� 感

染的影响
。

� 抗 �� �
一
��� 和 ��� 检测

�

试剂为中国科学院北京科海医疗生物工程

公司产品
。

方法采用酶联免疫法������ �
。

魂 ��� 感染判断标准

血清学检测抗 ���
一

��� 和 ���
�

其中一

项以上阳性既被认为 �� � 感染 〔，〕 。

雾 月巨
马 �

� 血透患者的 �� � 感染率见表 �
。

�� 例患者

的总感染率为 ��
�

��
。
�� � 感染的患者均未

出现发热
，

白细胞和血小板计数无异常
，

无其它

剂
。

感染等并发症
。

表 � 血透患者的 ��� 感染

总例数
抗 �� � 一��� �� � 抗 �� �一���� � 总阳性

例数 例数 例数

�� �� ��
�

� �� ��
�

� �� ��
�

�

� 输血对 �� � 感染的影响见表 �
。

将 �� 例病 人根据有无输血史分 为二 组
，

结果输血组 的



�� �� ��� �
�

����
�

氏 ��� ��
�

������ ���
�

�� �
�

� ����

�� � 阳性感染率 ��
�

��
，

明显高于非输血组 的 ��
�

��
。

表 � 输血对 �� � 感染的影响

分组 例数
抗 �� � 一��� �十 �

例数 �

抗 �� �
一������

例数 �

总阳性

例数

输血组 �� �� �� ��

�卜输���纤� �� �� �� ��
�

注
�

与输血组 比较
， ���

�

��

� 透析治疗时间与 ��� 感染的关系见表 �
。

血透治疗时间越长
，
��� 感染率越高

。

�一�年

透析时间的患者感染率为 �刁
�

��
，

血透治疗时

间��年的患者
，
��� 感染率达 ����

。

表 � 透析治疗时间与 ��� 感染的关系

分组

透析时问 例数

抗 �� � 一��� �� �

例数 �

抗 ���
一��。 ���

例数 �

总阳性

例数

� �年 ��

���年 �� �� ��

���年 ��

��年 �� �� ��� �� ���
�

�…
注

�

与� �年组比较
， 尸��

�

�� ， ， 尸� �
�

�� ， ， 二 尸��
�

��

讨 论

慢性血透患者的 ��� 感染 目前少有报

道
。

我国成人 ��� 感染率相当高���
�

�一��
�

���〔
�“ 。

血透病人为尿毒症患者
。

均存在程度不

一的贫血和营养不良
，

免疫功能状态异常
，

且经

常接触血制品及治疗中常共用透析装置
，

应为

��� 感染的高危人群
。

本组资料中血透患者

感染率为 ��
�

��
，

与正常人群的感染率相近
。

同时发现表明有 ��� 活动性感染的抗 ���
�

��� 的阳性率为 ��
�

��
�

提示在血透患者这一

特定人群中
，

感染的特征为 ��� 重新活动或

重新感染
，

既患者体内已有 ��� 病毒潜伏
，

当

免疫功能低下时
�

病毒重新活跃
，

进行复制或感

染新的病毒
。

本组资料显示 ��� 感染的血透患者均属

无症状
，

无体征的亚临床性感染
〔 ’〕 ，

所以血透患

者的血清学诊断意义重大
，

由于本身免疫功能

异常
，
��� 感染又具有直接抑制免疫的作用

，

故血透患者易合并其它病原体感染
，

因此积极

治疗和预防这些继发性感染是很重要的
。

主张

在透析治疗初期检测血清中抗 �� � 抗体
，

这

样可以全面了解患者的既往感染状况
，

由于抗

���
一

��� 阳性 是早 期 急性 感 染 的有 效指

标
“�· ‘ 〕 ，

应作为治疗期间的定期检查项 目
。

一旦

抗 ���
一

��� 阳性指示患者正处于 ��� 感染

活动期
，

在保证充分透析的前提下
，

改善营养状

况
，

提高机体免疫力
，

预防其它感染出现
。

由于

抗 ���
一

��� 出现阳性或滴度升高 �倍需 �周

左右时间
，

且需动态观察才有诊断价值
，

在血透

患者中临床应用意义不大
，

可不作为常规检测

项 目
。

��� 感染有多种传播途径
。

有人对 ��例

献血员检测抗 ���
一

��� 阳性率高达 ����
〔的 ，

在本组资料中输血组的总阳性率达 ��
�

��
，

明

显高于非输血组的阳性率 ��
�

��
，

说明输血为

血透患者 ��� 感染的重要传染途径
。

由于尿

毒症患者贫血为常见并发症
，

我们主张在治疗

贫血时要提倡使用促红细胞生成素�����
，

尽

量限制输血
，

尤其是抗 ���
一

��� 和抗 ���
�

��� 均阴性的病人更要采取保护性措施
，

尽量

不输血
。

本组资料中非输血组的阳性感染率也达

��
�

��
，

同时发现透析时间越长
，
��� 感染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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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率呈上升趋势
，

在治疗时间��年的患者中
，

��� 感染高达 ����
。

说明除输血感染 ���

外
，

长期共用透析装置和复用透析器管路过程

中存在污染的机会
。

所以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

对血透患者要尽量固定透析机
，

提倡使用一次

性的透析器
、

透析管路和穿刺针
，

以切断潜在的

传播途径
。

如前所述
，

血透患者的 �� � 感染的流行

情况有其特殊的表现
。

由于国内尚未有理想的

��� 疫苗
，

而使用高效免疫球蛋 白和丙氧乌

昔预防又不太现实
，

所以血透患者主要以加强

营养支持
，

坚持用药物纠正贫血
，

改进透析装置

的使用方法
，

以减少 ��� 感染对血透患者的

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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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毒症病人血液滤过治疗前后

氨基酸变化的观察

天津南开大学卫生院 张玉华

天津市泌尿外科研究所 张和顺 张璐仁

本文对 �� 例健康成人献血员和 �例尿毒

症患者经血液滤过治疗前
、

后血浆及滤过液中

氨基酸含量检测
，

比较结果进行分析并探讨其

临床意义
。

资料与方法

正常对照组 �� 例健康成人献血员�男 ��

例
，

女 ��例
，

年龄 �����岁
，

平均 ��
�

�岁�
。
�

例慢性肾衰患者
，

男 �例
，

女 �例
，

年龄 ��一钧

岁
。

原发病均为慢性肾小球肾炎
，

在慢性规律透

析过程中均到达无尿状态
。

在血滤治疗前接受

血透治疗平均为 ��
�

�个月
。

全部患者均使用静

脉内痰
。

血滤治疗操作采用 ������ �� 一 ��

血滤机
。

血滤器为 ������ �� ���
，

面积 ��
� 。

血流量 ���������
。

跨膜压 ���一�������
。

超滤速度 ����� ������
。

采用边缘肝素化抗

凝
。

滤过补充液为改良的林格氏乳酸钠溶液内

含钠 ��������
，

钾 ������
，

氯 ���
�

�����

�
，

钙 �
�

������
，

乳酸根 ��
�

刁�����
，

葡萄糖

��
�

����
，

温度 ��
�

�一�� ℃ 。

每治疗 �人次用

���
。

定量测定血液及透析液中氨基酸含量的分

一 �� 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