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肾脏病
KIDNEY  DISEASE

《医师报》策划世界肾脏日直播，超 70 万人次在线观看

化敌为友与肾病为伴  度精彩人生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

院肾内科主任丁小强教授

表示，中国肾脏病发病率

高、知晓率低，死亡率在

近 20 年间上升了 147%，

成为心脑血管病和糖尿病

死亡的重要原发病因。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

医院肾内科主任刘文虎

教授表示，慢性肾脏病

显著降低人类预期寿命，

预测至 2040 年，全球慢

性肾脏病所致寿命损失

年 将 由 2016 年 第 16 位

升至第 5 位。

慢性肾脏病诊断与分

期（见下图）都已相对明

确。肾小球滤过率（GFR）

是评估肾脏功能的有效指

标之一，指单位时间内（通

常为 1 min）双肾清除某

些物质的能力，正常成人

为 80~120 ml/min 左右。

（1）蛋白尿、血尿、

肾脏影像学和肾脏病理检

查异常≥ 3 个月，伴或不

伴 GFR 下降；

（ 2 ） G F R ＜ 6 0 

ml·min-1·1.73 m-2 ≥ 3 个

月，伴或不伴肾损伤证据。

满足任意 1 条即可诊

断为慢性肾脏病。

不健康的生活方式、

全身性慢性病不重视、乱

用药物和乱用各种保健

品与护肤品等，都是引起

肾性肾病的可能性危害

因素。

丁小强教授指出，诸

多慢性疾病，如糖尿病、

高血压、心血管病、高尿

酸血症和痛风等，是肾脏

病的危险因素，积极将慢

性病指标控制达标是预防

肾脏疾病的有效手段。此

外，家族遗传、不良的生

活方式和衰老等也增加肾

脏病的风险。

“早期认识慢性肾脏病

的危险因素是防治 CKD

的第一步，也是关键的一

步。”刘文虎教授强调，

而及时发现 CKD 是防治

的第二步，也是核心环节。

慢性肾病是静默的杀

手，在一定阶段可以完全

没有症状与体征，如何发

现呢？刘文虎教授建议，

关注尿液情况，如尿液的

颜色、尿量的改变、尿液

中泡沫的变化和尿液的透

明度等，都是比较直观的

改变，应在生活中加以关

注。此外，要关注全身情

况，如身体部位水肿、血

压、不明原因疲倦乏力等。

最重要的是要定期体检，

检查尿常规、血清肾功能

和影像学检查等。

现状堪忧

走好肾病防控关键步

“没有特效药物，且

激素与免疫制剂普通副作

用较多，疗效有限，应用

局限。”刘文虎教授强调，

唯一可行就是早期预防、

早期发现、综合治疗，延

缓进展，没有彻底根治，

只能终生相伴。

急性肾脏病、慢性肾

脏病，到终末期肾脏病，

也就是尿毒症阶段，这是

肾脏病病程的一般规律，

但并不是所有患者都会从

急性肾脏病起病，有的患

者发现时就已肾脏损伤，

进入慢性阶段，更有甚者

发现即已进入尿毒症阶段。

“肾脏病一旦确诊，

要去除病因，积极治疗肾

病，保护肾功能，延续进

入肾衰竭的时间。” 上海

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

医院肾脏科主任倪兆慧教

授强调，但是现代医学的

治疗手段较单一，副作用

多，在西医治疗基础上内

用中药口服，外用中药灌

肠，辅以针灸治疗、饮食

及养生操，手法繁多，效

果良好，中西医结合是我

国特色医疗手段，在肾脏

病领域应用广泛。

据统计，慢性肾脏病

患者中有 59.7% 使用过中

药，肾病常用中药中，57%

为免疫抑制药物，28% 治

疗肾功能不全、18% 有活

血化瘀功效，其他占 5%。

倪兆慧教授指出，中

西医结合的主要优势体现

在两个方面，接受正规西

医治疗的基础上，结合患

者中医证候特点，给予辨

证论治，体现同病异治特

色；在中药配伍中针对西

药毒副作用加用减毒增效

药物，达到1+1＞2的效果。

“ 远 程 医 疗 是 指 支

持远程医疗传递和服务的

电子通讯技术和服务的广

泛集合。”大连医科大学

附属第一医院肾内科主任

林洪丽教授强调，有慢病

管理系统的医疗单位，利

用肾脏病慢病管理系统实

现了患者居家医疗数据，

结合以往患者在医院就诊

的数据，医护能及时对患

者进行治疗指导。同时可

一对一有针对性地对患者

推送患教资料，还可进行

电话和视频随访和指导。

对于腹膜透析患者，能实

现双向远程数据传输功能

APD 治疗模式，有助于远

程腹膜透析患者的管理。

积 极 规 范 的 西 医 治

疗， 中 西 医 结 合 辅 助 治

疗，并用现代的信息技术

对 患 者 进 行 远 程 精 细 化

管理，相信可以更好地管

理肾脏病。

60 岁的王阿姨，透

析已满 50 个月了，她在

透析后积极面对生活，

将 家 里 打 理 地 井 井 有

条，同时与家人全国多

地旅游。

53 岁的毕女士，透

析 10 余年，她严格执行

医生的医嘱，定期透析，

现在全身状况良好，在

生病期间也不误发展事

业，小生意做的红红火

火。单亲妈妈积极乐观

的心态影响着女儿，成

长为优秀大学生。

这是武汉市第一医

院主任熊飞教授分享的

真实案例，她们都是坚

强的透析人。

“ 透 析 不 可 怕， 贵

在 医 生 和 患 者 相 互 配

合，坚持再坚持。”陆

军军医大学大坪医院肾

内科主任何娅妮教授表

示，在今年的全国两会

上，全国人大代表陈香

美院士为保障医患权益

再次向政府建言献策，

建立国家统一的血液透

析 和 腹 膜 透 析 收 费 项

目，提高尿毒症诊疗水

平。何娅妮教授强调，

透析患者以及家庭成员

应该积极、乐观地面对

疾病，密切配合医生，

遵从医嘱进行治疗。另

外，家庭成员对患者的

关爱和照料，也是透析

患者坚定信念、重建身

心健康的重要支撑。

医师报讯（融媒体记者  黄晶）3 月 11 日，在世界肾脏日来临之际，由《医师报》社策划主办的“与肾病为伴，度精彩人生”主题直播活

动在线上召开，共超过 70 万人次在线观看。

“中国肾脏病发病率高、知晓率低，死亡率在近 20 年间上升了 147%。”“没有特效药物，且激素与免疫制剂普通副作用较多，疗效有限，

应用局限。”作为慢性病，肾脏病患者要与疾病相伴终生，如何化敌为友，与疾病和谐共处，如何带病也能享受精彩人生？面对肾脏病防控的

诸多困局，医生应如何破解？

为此，直播邀请到六位肾脏病领域的大咖，分别从肾脏病的发病现状、治疗现状，以及预防策略等进行了阐述。

透析人生一样可以美好

治疗困局  如何破解

林洪丽教授：得了肾脏病，通过规范的治疗、长

期的锻炼，可能会比常人更加健康，即使是透析患者

也可以拥有与常人相当的工作与生活。

刘文虎教授：除了身体指标的正常，家人的理解

与支持外，患者社会价值的成就与满足感也至关重要，

生病后回归家庭，回归社会，力所能及地担任家庭及

社会角色，有利于患者提高生活质量。

何娅妮教授：树立健康的生活习惯，通过严格自

我管理，减少严重并发症的危害。

熊飞教授：加油，用微笑面对生活，用笑容改变

一切。或许该记住，再烦也别忘了微笑，再急，也要

注意语气，再苦，也要坚持，再累，也要爱自己！

金玉良言  话肾病

生病后，如何精彩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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