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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刺配合坎地沙坦酯片治疗抗磷脂酶 Ａ２受体
抗体阳性轻度膜性肾病３５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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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针刺配合坎地沙坦酯片治疗抗磷脂酶Ａ２受体（ＰＬＡ２Ｒ）抗体阳性轻度膜性肾病的效果。方法　选择ＰＬＡ２Ｒ
抗体阳性的轻度膜性肾病患者７０例，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两个组，对照组和治疗组，每组３５例，所有患者给予常规对症治
疗，对照组患者加用坎地沙坦酯片，治疗组患者在对照组治疗方法的基础上再加用针刺相关穴位的方法，对治疗的效果进行

分析和评价。结果　对照组与治疗组患者在不同时间点的ＰＬＡ２Ｒ抗体、２４ｈ尿蛋白、血清白蛋白、三酰甘油、胆固醇、空腹血
糖、肾小球滤过率（ｅＧＦＲ）、Ｄ二聚体、血小板计数结果比较：（１）除空腹血糖外，其余项目在不同时间点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２）除空腹血糖外，对照组与治疗组的数据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其中ＰＬＡ２Ｒ抗体、２４ｈ尿蛋白、三酰甘
油、胆固醇、Ｄ二聚体、血小板计数治疗组低于对照组，血清白蛋白、ｅＧＦＲ治疗组高于对照组；（３）除空腹血糖外，对照组与治
疗组的数据随时间变化趋势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其中ＰＬＡ２Ｒ抗体，２４ｈ尿蛋白，三酰甘油，胆固醇，Ｄ二聚体，血小
板计数随着时间的进展而逐渐下降，血清白蛋白、ｅＧＦＲ随着时间的进展而逐渐上升，两组不良反应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结论　使用针刺配合坎地沙坦酯片治疗ＰＬＡ２Ｒ抗体阳性轻度膜性肾病的患者，可以显著改善患者的各项生理
指标，提高治疗的效果，并未使不良反应的概率增加，是值得推广的一种治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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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发性膜性肾病［１］大多与抗磷脂酶 Ａ２受体
（ＰＬＡ２Ｒ）抗体有关，研究显示ＰＬＡ２Ｒ抗体可以与足
细胞上相应的抗原结合，形成原位免疫复合物，通

过旁路途径激活补体，形成Ｃ５ｂ９膜攻击复合物，对
足细胞造成损伤，破坏肾小球的滤过屏障，产生蛋

白尿［２］。特发性膜性肾病已经成为了成人原发性

肾病综合征中最常见的一种类型，并且是导致成人

肾病综合征的最主要原因。对于该疾病的治疗方

法也存在很大的争议，一般认为在该疾病的不同分

期应该采取不同的治疗方案［３］，但是无论采用何种

方案进行治疗，均以保护患者的肾功能，维持血压

稳定，使用激素类和免疫抑制类药物为主，作为一

种病因尚不明确的自身免疫性疾病，该疾病利用西

医方法的治疗效果均比较有限［４］。笔者在实际临

床工作中发现利用中医的针刺疗法配合西医方法

对特发性膜性肾病进行治疗，可以提高患者的治疗

效果，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择２０１６年３月至２０１７年１月
在石家庄肾病医院肾内科进行 ＰＬＡ２Ｒ抗体阳性的
轻度膜性肾病患者 ７０例，年龄 ４０～５２岁，平均
（４６２４±６．１７）岁，本研究获得了石家庄肾病医院
医学伦理委员会的批准。

１．２　纳入标准　（１）患者经过临床检查，实验室检
查及肾组织活检，确诊为ＰＬＡ２Ｒ抗体阳性的轻度膜
性肾病，并且 ＥｈｒｅｎｒｅｉｃｈＣｈｕｒｇ膜性肾病分期［５］为

Ⅰ期或Ⅱ期；（２）患者２４ｈ尿蛋白 ＜３．５ｇ·ｄ－１；
（３）患者身体未患有严重合并症等可能对检测结果
造成影响的疾病；（４）患者的神志清晰，可以进行正
确的自我信息表达；（５）患者及近亲属对本研究知
情同意并且签署知情同意书。

１．３　排除标准　（１）患者合并有严重的肺肝功能
不全；（２）患者收缩压 ＞２３０ｍｍＨｇ或舒张压 ＞１３０
ｍｍＨｇ；（３）患者合并恶性肿瘤、神经系统、免疫血液
系统等疾病；（４）患者合并消化道溃疡、出血等消化
系统疾病；（５）患者合并有骨质疏松；（６）对所用药
物过敏者。

１．４　研究方法　７０例患者按照随机数字表的方法
分为对照组和治疗组，每组 ３５例。所有患者均进
行对症支持治疗，饮食中蛋白质摄入宜限制在０．８
ｇ·ｋｇ－１·ｄ－１，同时给予充分的热量，总热量一般应
保证１４６．５４ｋＪ·ｋｇ－１·ｄ－１。预防性地给予抗凝治
疗。药物首选低分子肝素注射剂，如患者长期低蛋

白血症，可考虑切换口服华法令抗凝治疗，但需密

切监测凝血功能。

对照组患者在上述对症支持治疗的基础上使

用坎地沙坦酯片（重庆圣华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每片１２ｍｇ），每天服用１次，每次１２ｍｇ，连续服用
３个月。治疗组患者在对照组治疗方法的基础上加
针刺肾腧、气海、关元、三阴交、足三里、曲池；每天

针刺１次，行针１５ｍｉｎ，７ｄ一个疗程，针刺４个疗
程，共计２８ｄ，住院１个月，院外随访３个月（不针
刺）。

１．５　观察指标　对两组患者的一般情况进行记
录，如性别，年龄，病程情况和 ＥｈｒｅｎｒｅｉｃｈＣｈｕｒｇ分
期等。对两组患者在开始治疗前（Ｔ１），治疗后１个
月（Ｔ２）和院外随访３个月（Ｔ３）的三个时间点的以
下指标进行比较：ＰＬＡ２Ｒ抗体、２４ｈ尿蛋白、血清白
蛋白、三酰甘油、胆固醇，空腹血糖，肾小球滤过率

（ｅＧＦＲ），Ｄ二聚体，血小板计数。其中患者的血清
样本在入院和进行检查时进行空腹肘部静脉抽取５
ｍＬ，以４０００ｒ·ｍｉｎ－１的速度进行离心１０ｍｉｎ，收集
上层血清放入 －２０℃冰箱内待用。使用全自动生
化分析仪（贝克曼４０００型）和配套试剂盒对指标进
行测定，所有过程严格按照操作说明书进行。ｅＧＦＲ
的计算参考中国人校正肾脏病饮食改良公式［６］。

比较两组患者的治疗效果和治疗过程中的不

良反应情况。

１．６　疗效标准　参照《中国成人肾病综合征免疫
抑制治疗专家共识》２０１４版［７］的标准，分为治愈：患

者临床症状完全消失，肾功能和血脂检查结果显示

正常，２４ｈ尿蛋白定量低于０．３ｇ，人血白蛋白高于
３５ｇ·Ｌ－１；显效：患者的临床症状出现了明显改善，
２４ｈ尿蛋白定量减少幅度高于５０％，肾功能和血脂
基本正常；无效：患者临床症状未出现好转，２４ｈ尿
蛋白，血脂和肾功能未出现改善。

治疗有效率 ＝（治愈人数 ＋显效人数）÷总治
疗人数×１００％。
１．７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２０．０软件进行统计学
处理。计量资料结果使用 ｘ±ｓ表示，利用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
Ｅｘｃｅｌ２００７建立数据库，组间比较采用成组 ｔ检验。
不同时间的点的计量资料数据比较采用重复测量方

差分析，如果结果为阳性，则利用ｑ检验进行两两比
较。一般计数数据比较采用χ２检验，等级资料比较
采用秩和检验。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一般临床资料比较　性别、年龄、病
程和 ＥｈｒｅｎｒｅｉｃｈＣｈｕｒｇ分期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见表１。
２．２　两组相关指标结果比较　对照组与治疗组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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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在Ｔ１，Ｔ２，Ｔ３三个时间点的 ＰＬＡ２Ｒ抗体、２４ｈ尿
蛋白、血清白蛋白、三酰甘油、胆固醇、空腹血糖、

ｅＧＦＲ、Ｄ二聚体、血小板计数结果比较，采用重复测
量数据的方差分析，结果显示：（１）除空腹血糖外，
其余项目在不同时间点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２）除空腹血糖外，ＰＬＡ２Ｒ抗体、２４ｈ
尿蛋白、三酰甘油、胆固醇、Ｄ二聚体、血小板计数

治疗组低于对照组，血清白蛋白、ｅＧＦＲ治疗组高于
对照组；（３）除空腹血糖外，对照组与治疗组的数据
随时间变化趋势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其
中ＰＬＡ２Ｒ抗体、２４ｈ尿蛋白、三酰甘油、胆固醇、
Ｄ二聚体、血小板计数随着时间的进展而逐渐下
降，血清白蛋白、ｅＧＦＲ随着时间的进展而逐渐上
升，见表２，表３。

表１　两组患者一般临床资料比较

组别 例数
性别／例

男 女
年龄／（岁，ｘ±ｓ） 病程／（年，ｘ±ｓ）

ＥｈｒｅｎｒｅｉｃｈＣｈｕｒｇ分期／例

Ⅰ期 Ⅱ期
对照组 ３５ ２１ １４ ４７．１３±６．５４ １．５１±１．２２ ２５ １０
治疗组 ３５ ２０ １５ ４５．１３±６．０３ １．６５±１．３０ ２６ ９

ｔ（χ２）值 （０．０５９） １．３３０ ０．４６５ （０．０７２）
Ｐ值 ０．８０８ ０．１８８ ０．６４４ ０．７８８

表２　两组相关指标比较／ｘ±ｓ

项目 组别 例数 Ｔ１ Ｔ２ Ｔ３

ＰＬＡ２Ｒ抗体／ＲＵ·ｍＬ－１ 对照组 ３５ ２２．５４±６．１１ １５．７０±５．３８ １０．５７±６．６４

治疗组 ３５ ２３．８１±６．２８ １１．２４±５．３４ ６．６９±４．１３

２４ｈ尿蛋白／ｇ 对照组 ３５ ３．２４±０．５９ ２．５４±０．４２ ２．１３±０．４１

治疗组 ３５ ３．２５±０．４８ ２．０１±０．３５ １．４２±０．５７〗

血清白蛋白／ｇ·Ｌ－１ 对照组 ３５ ３２．３６±１．７３ ３３．２２±１．５４ ３５．４２±２．３３

治疗组 ３５ ３３．１４±２．０１ ３５．１５±２．０７ ３８．５１±２．３７

三酰甘油／ｍｍｏｌ·Ｌ－１ 对照组 ３５ １．９８±０．７５ １．７８±０．５８ １．６１±０．５３

治疗组 ３５ １．９７±０．８１ １．６５±０．４４ １．４２±０．３６

胆固醇／ｍｍｏｌ·Ｌ－１ 对照组 ３５ ６．８７±０．４４ ６．０５±０．５１ ５．６２±０．４６

治疗组 ３５ ６．８８±０．３８ ５．７１±０．４７ ４．２５±０．５６

空腹血糖／ｍｍｏｌ·Ｌ－１ 对照组 ３５ ４．１３±１．０２ ４．２０±１．１３ ４．１８±１．２３

治疗组 ３５ ４．１２±１．０３ ４．１５±１．０４ ４．１４±１．１４

ｅＧＦＲ／ｍＬ·ｍｉｎ－１ 对照组 ３５ ８１．３６±９．０３ ９１．６４±１０．０６ ９６．３７±１１．５２

治疗组 ３５ ７９．８９±８．７６ ９８．７９±９．６４ １０６．３５±９．３７

Ｄ二聚体／ｍｇ·Ｌ－１ 对照组 ３５ ０．８７±０．２８ ０．７４±０．２１ ０．６５±０．２２

治疗组 ３５ ０．８８±０．２９ ０．６２±０．１５ ０．４２±０．１６

血小板计数／１０９Ｌ－１ 对照组 ３５ ３７８．５４±３５．４７ ３５４．５７±３３．４８ ３１４．６８±３４．８６

治疗组 ３５ ３８０．２７±３６．６４ ３２３．５７±３１．５９ ２４７．９７±３４．３８

表３　两组相关指标统计结果汇总

项目
不同时间点比较

Ｆ值 Ｐ值
对照组与观察组比较

Ｆ值 Ｐ值
数值随时间的变化趋势

Ｆ值 Ｐ值
ＰＬＡ２Ｒ抗体 １４．２５８ ＜０．００１ １５．５９６ ＜０．００１ ２０．３３５ ＜０．００１

２４ｈ尿蛋白 １３．１４７ ＜０．００１ １６．６６８ ＜０．００１ １２．２５６ ＜０．００１

血清白蛋白 １２．２５９ ＜０．００１ １４．３５６ ＜０．００１ １６．３５８ ＜０．００１

三酰甘油 １４．３７５ ＜０．００１ １６．８８４ ＜０．００１ １５．５２８ ＜０．００１

胆固醇 １２．２２０ ＜０．００１ ２２．２３６ ＜０．００１ ２１．３６９ ＜０．００１

空腹血糖 １．２５８ ０．５８１ １．０２５ ０．５９１ ２．００３ ０．４９６

ｅＧＦＲ １０．５２８ ＜０．００１ １８．５６７ ＜０．００１ １７．７７２ ＜０．００１

Ｄ二聚体 １４．８４７ ＜０．００１ ９．８８５ ０．００２ １５．５５５ ＜０．００１

血小板计数 １１．１１９ ＜０．００１ ８．６６７ ０．００３ １４．５６９ ＜０．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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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对照组与治疗组患者的治疗效果比较　对照
组的治疗有效率为３７．１４％，治疗组的治疗有效率
为６２．８６％，两组数据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 ＝
４６２９，Ｐ＜０．０５），治疗组的治疗有效率显著高于对
照组，从两组的治疗效果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Ｚ＝３．６３９，Ｐ＜０．０５），治疗组的治疗效果显著优于
对照组，见表４。

表４　对照组与治疗组患者的治疗效果比较／例（％）

组别 例数 治愈 显效 无效 治疗有效率

对照组 ３５ ０（０） １３（３７．１４）２２（６２．８６）１３（３７．１４）
治疗组 ３５ ４（１１．４３） １８（５１．４３）１３（３７．１４）２２（６２．８６）

２．４　对照组与治疗组患者不良反应出现的结果比
较　在治疗过程中，两组患者的消化道症状，糖耐
量异常，肝损害等不良反应发生率的数据均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５。
３　讨论

特发性膜性肾病是一种自身免疫性疾病，该疾

病主要病理特征是肾小球基底膜的上皮细胞下的

免疫复合物沉积伴基底膜增厚［８］。该疾病在进行

肾活检的患者中，发现的概率在３％左右，统计数据
显示［９］，该疾病在全部的成人肾病综合征中占据的

比例在３０％到４０％之间，临床上属于非常难治的疾
病。由于特发性膜性肾病的临床变化过程非常多

样，患者的临床表现也大多非常个性化，尽管已经

进行多年研究，但治疗效果仍然不是很理想。研究

显示［１０］，有３０％左右的患者即使不进行治疗，其疾
病的症状也可以自我缓解，但是４０％左右的患者即
使按照流程进行治疗，还会在１０年左右的时间里
进入肾病的终末期［１１］。对于特发性膜性肾病的治

疗原则一般均是根据患者所处的状态进行调整，以

患者的蛋白尿程度和肾功能状态进行判定，进行个

体化方案的免疫抑制治疗，防止肾病综合征的各种

并发症［１２］。一般在临床上对待表现为肾功能正常，

非肾病范围蛋白尿的初发患者，先不给予免疫抑制

剂治疗，只是进行一般的对症治疗，如维持血压的

稳定，监测患者的凝血状态等，而随着患者临床表

现的加重，比如蛋白尿数量的增加等，治疗方案也

必须随之更改，一般患者出现大量蛋白尿的情况

下，就要使用免疫抑制剂进行治疗或者使用激素进

行联合治疗［１３］。

在中医理论范畴中并没有膜性肾病的诊断，按

照中医的理论，可以将膜性肾病归为水肿之病的辨

证施治中。以肾失开阖，气化失常为始，血行无力，

滞而成瘀，水气不蒸化而成为湿，瘀湿结合，泛滥肌

肤形成水肿，久病则耗损津液，化燥凝血，瘀重络

伤，所以瘀血是本病的一个主要病因［１４］。在本研究

中，以中医理论为基础，在按照常规进行西医治疗

的基础上，配合进行中医的针刺肾腧、气海、关元、

三阴交、足三里、曲池的治疗方案［１５］。肾腧穴是指

肾气在腰背的输注部位，对其进行针刺可以治疗与

肾病相关的疾病，在《千金方》《针灸大成》中记载了

利用肾俞穴可以对腰疼，便秘，遗尿，遗精，阳痿，水

肿，耳鸣等病症进行治疗，现代医学也证明了针刺

肾俞穴可以改善肾功能，促进肾小管近端的排泄功

能，增加肾的血流量，在肾病的治疗上有着重要的

作用。气海穴经属任脉，为针灸保健的要穴之一，

此穴有培补元气，益肾固精，补益回阳的功效。关

元穴主藏精，针灸关元穴能够起到暖丹田、壮元阳、

养肾精的作用。三阴交属足太阴脾经，对三阴交进

行针刺可以起到运转气机和疏通水道的作用。足

三里是“足阳明胃经”的主要穴位之一，它具有调理

脾胃、补中益气、通经活络、疏风化湿、扶正祛邪之

功能。现代医学研究证实，针灸刺激足三里穴，可

使胃肠蠕动有力而规律，帮助消化；在神经系统方

面，可提高大脑皮层细胞的工作能力；可以改善心

功能，增加红细胞、血红蛋白；对垂体肾上腺皮质系
统功能有双向性良性调节作用，提高机体防御疾病

的能力。曲池穴为手阳明之合，针刺曲池穴，可以

清热解表，散风止痒，消肿止痛，调和气血，疏经通

络，现代医学实验结果表明，曲池穴对人体的消化

系统、血液循环系统、内分泌系统等均有明显的调

整作用。通过对以上几个穴位的针刺，配合在一

起，可以起到补益脾肾，通畅气机，祛除瘀浊和恢复

表５　对照组与观察组患者不良反应出现的结果比较／例（％）

组别 例数 消化道症状 糖耐量异常 肝损害 白细胞减少 尿路感染 恶心呕吐

对照组 ３５ ２（５．７１） ４（１１．４３） １（２．８６） ４（１１．４３） ５（１４．２９） ３（８．５７）

治疗组 ３５ １（２．８６） ３（８．５７） ０（０） ２（５．７１） ３（８．５７） ３（８．５７）

χ２值 ０．３４８ ０．１５９ １．０１４ ０．７２９ ０．５６５ ０．０００

Ｐ值 ０．５５５ ０．６９０ ０．３１４ ０．３９３ ０．４５２ １．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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肾络的功效。

本研究中，针对轻度膜性肾病的患者进行探索

性治疗，对于２４ｈ尿蛋白 ＜３．５ｇ·ｄ－１的患者一般
不主张使用激素和免疫抑制类药物，所以在本研究

中除了使用常规对症治疗外，只利用了药物对血压

进行控制，从研究结果看，单纯使用西医治疗方法

的患者尽管也取得了一定的疗效，但是与针刺穴位

的患者组相比，很多结果的关键数据均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比如 ＰＬＡ２Ｒ抗体、２４ｈ尿蛋白、血清白蛋
白、三酰甘油、胆固醇、ｅＧＦＲ、Ｄ二聚体和血小板计
数，而且均为治疗组患者的指标改善程度高于对照

组，此结果提示，在西医治疗方法的基础上，利用中

医针刺相关穴位的理论进行治疗，可以提升治疗效

果，尽管中西医的理论基础不一样，对膜性肾病的

认识也不一样，但是利用本研究中所述的联合使用

的方法，可以做到优势互补，而且从结果分析，并没

有使治疗过程中的不良反应发生概率上升，也证明

了中医针刺相关穴位操作的安全性。但是本研究

所纳入的病例数量比较少，观察指标的设定也需要

完善，希望将来有机会可以进行大规模的随机临床

试验，对本研究的结果进行深入验证，也希望借助

中医的理论，对膜性肾病进行深入的研究，在西医

理论中能够明确该疾病的发病原因和机制，并寻找

到更合适的治疗方法。

综上所述，使用针刺配合西医治疗抗磷脂酶Ａ２
受体抗体阳性轻度膜性肾病的患者，可以显著改善

患者的各项生理指标，提高治疗的效果，并未使不

良反应的概率增加，是值得推广的一种治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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