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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讨免疫吸附治疗对自身免疫性疾病的疗效及安全性% 方法!选取 '&"8(&# 9'&"#(&:

期间收治的自身免疫性疾病患者 "2 例$其中系统性红斑狼疮";<+#"# 例$抗肾小球基底膜"=>?#抗体患者 "

例$使用@A'%& 或BCA')& 进行免疫吸附治疗$检测患者治疗前后ACA&DE(BCA&抗=>?抗体&FGA&FG=&FG?&

H)&H8 及生化指标的变化% 结果!$ 例 ;<+患者使用@A'%& 免疫吸附后ACA&DE(BCA下降"!I&J&##$2 例

;<+患者使用BCA')& 免疫吸附后 DE(BCA明显下降"!I&J&##$抗=>?病患者使用@A'%& 连续免疫吸附治

疗后抗=>?抗体转阴% 所有患者治疗前后血常规及其他生化指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K&J&##% 结论!免

疫吸附治疗可有效清除自身免疫性抗体$对自身免疫性疾病治疗有效$无明显不良反应$安全性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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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免疫性疾病是累及多器官系统的一组疾

病$若病情不能及时控制$可导致患者多器官功能衰

竭甚至危及生命% 抗核抗体"ACA#&双股脱氧核糖

核酸"DE(BCA#&抗肾小球基底膜"=>?#抗体是这

些自身免疫性疾病发生&发展的罪魁祸首(")

% 传统

治疗方法为激素联合环磷酰胺冲击免疫抑制治疗$

但可出现严重感染&骨髓抑制等并发症$甚至需要中

止免疫抑制治疗$部分患者对免疫抑制治疗不敏感$

效果差% 而免疫吸附为我们提供了清除自身抗体的

捷径$从而有望减轻自身抗体导致的器官系统损害$

为急危重患者救治带来更多希望% 本研究观察了

'&"8(&# 9'&"#(&: 我院收治的 "2 例自身免疫性疾

病患者$应用免疫吸附治疗$收到了较好的效果$现

报道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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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对象与方法

>?>3研究对象3选择 '&"8(&# 9'&"#(&: 的 "2 例在

我院住院的自身免疫性疾病患者$男 8 例$女 "' 例$

年龄 "% 92&")'J& ["8J##岁$其中重症系统性红斑

狼疮";<+#"# 例$抗=>?抗体患者 " 例% 本研究经

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所有治疗方法取得患者或家

属知情同意% $ 例重症 ;<+患者使用 @A'%& 进行

免疫吸附$2 例重症 ;<+患者使用 BCA')& 免疫吸

附$留取单次治疗前后静脉血标本测定相关指标'"

例抗=>?病患者使用了@A'%& 免疫吸附连续治疗

: 次$每隔 " 9' D 治疗 " 次% 留取治疗前后静脉血

标本测定相关指标%

>?@3治疗方法

"J'J"!免疫吸附方法!采用珠海健帆生物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免疫吸附柱"@A'%&&BCA')&#和德国

\7E7NWE公司生产的 '&&%; 透析机% 抗 =>?抗体 "

例及 $ 例 ;<+患者使用@A'%& 吸附柱$2 例 ;<+患

者使用BCA')& 免疫吸附柱% 以深静脉留置导管作

为血管通路$与吸附柱有效连接后$开展预冲并与静

脉管路连接$予患者建立有效的体外循环与抗凝$免

疫吸附方法主要是通过血液灌流"@]#完成$起始速度

为 %& 9"&& ,/M,.N$随后逐渐增加至 "%& 9'&& ,/M,.N%

抗凝剂首剂量 "J& 9"J' ,GM̂G$逐渐增加 % 9"& ,GMT$

单次吸附时间为 'J# T% 免疫吸附前给予地塞米松

# 9"& ,G预防过敏反应% 重症 ;<+患者留取单次

免疫吸附前后静脉血标本$抗=>?抗体患者连续 :

次测定自身抗体&血常规及其他生化指标%

"J'J'!免疫抑制治疗!由于自身抗体清除后机体

可重新合成$且存在反弹现象$故在免疫吸附疗程治疗

同时给予甲泼尼龙"]U.Z7Q?-NWU-5SWQ.NG>7/G.W,C_$

药品注册证号@'&")&)&)#&J# GMD静脉滴注冲击治

疗$连续应用 ) D% ;<+和抗中性粒细胞胞浆抗体

"ACHA#相关性血管炎患者联合环磷酰胺"HÒ #">-(

0S7Q$药品注册证号@'&""&8&:#冲击$剂量 &J:# GM,

'

$

分 '次用药$每月冲击 "次$稳定后改为 )个月 "次%

>?A3观察指标3观察免疫吸附治疗过程中患者的

不适症状或体征'检测自身抗体 ACA&DE(BCA&抗

=>?抗体$免疫球蛋白 FGA&FG=&FG?$补体 H)&H8$

血肌酐";5Q#% 使用全自动生化仪":2&&";+a"B#

和全自动化学发光免疫分析仪"AB_.A57NS-WQ#测

定% 其中ACA使用滴度倒数的对数进行数据分析%

@3结果

@?>3自身抗体变化情况3$ 例使用 @A'%& 治疗的

重症 ;<+患者免疫吸附后 ACA&DE(BCA均下降$2

例使用 BCA')& 治疗的重症 ;<+患者免疫吸附后

DE(BCA均下降"见表 "#% " 例抗 =>?病患者经免

疫吸附治疗 8 次后抗=>?抗体转为阴性$但第 # 次

免疫吸附治疗前抗=>?抗体又转为阳性$第 : 次免

疫吸附后抗=>?抗体为阴性%

@?@3免疫球蛋白及补体变化情况3免疫吸附的患

者治疗后FG=均有所下降$部分患者H)&H8升高% 见

表 "%

表 "!"# 例 ;<+患者免疫吸附治疗前后各项指标变化情况

病例序号 吸附柱 时间 ACA"GM<# DE(BCA"GM<# FGA"GM<# FG="GM<# FG?"GM<# H)"GM<# H8"GM<# ;5Q"

!

,6/M<#

例 " @A'%&

治疗前 )J&& )J#$ 'J%& ":J') "J8& &J2: &J"# #%"

治疗后 'J#" "J') "J%) ")J%' "J)) &J:' &J') 8$)

例 ' @A'%&

治疗前 )J#" )J:& 'J$& "8J2& &J:2 "J&& &J#) )"$

治疗后 'J%" "J82 'J%% "'J'& &J2$ "J&' &J82 '%'

例 ) @A'%&

治疗前 )J&& 'J'8 'J:& %J8" &J$) &J88 &J"& #)&

治疗后 'J#" &J#& &J%2 :J88 &J%$ &J:) &J)8 8&"

例 8 @A'%&

治疗前 )J#" "J'& 'J"' :J'" &J2& &J8) &J&' '%:

治疗后 'J%" &J#& "J%2 #J') "J&$ &J2% &J&: '%&

例 # @A'%&

治疗前 )J#" 2J)% "J)# "&J"& "J)# &J"2 &J"" '"'

治疗后 'J%" "J"& "J$% $J8& &J$2 &J2& &J'% '8"

例 2 @A'%&

治疗前 'J%" 8J%' )J)& ":J$& &J:' &J'$ &J&# 8'

治疗后 'J&& 'J&' 'J$% "8J)& &J:$ &J2& &J"' 8)

例 : @A'%&

治疗前 )J#" "J#& 'J') )2J)& 8J82 "J&' &J"% ##'

治疗后 'J#" &J#& "J#2 ')J#& )J%$ &J$$ &J": #)"

*'*

HT.N7E7b6WQN-/6UC7YH/.N.5-/?7D.5.N7$b-NW-QV'&":$_6/W,7"&$CW,P7Q"!!



!续表 "

病例序号 吸附柱 时间 ACA"GM<# DE(BCA"GM<# FGA"GM<# FG="GM<# FG?"GM<# H)"GM<# H8"GM<# ;5Q"

!

,6/M<#

例 % @A'%&

治疗前 )J&& )J28 "J)" )#J#& "J"8 &J): &J&' "8")

治疗后 'J#" "J&% &J$# '%J&& "J'% &J%# &J): "&2$

例 $ @A'%&

治疗前 'J%" 2J2% )J:' %J'" "J'" "J"2 &J88 "%8

治疗后 'J#" )J&' "J%% 2J$% "J)8 "J&$ &J)% $)

例 "& BCA')&

治疗前 'J%" )J)' 'J#2 "%J&) "J2) &J"# &J&' '2#

治疗后 'J#" "J#) 'J): ""J%" &J$' &J)8 &J": '#)

例 "" BCA')&

治疗前 )J#" 8J2% 'J#8 "'J)& "J#: &J2" &J'" )"#

治疗后 )J&& 'J&# #J'$ #J&8 "J8% &J2% &J"$ '%)

例 "' BCA')&

治疗前 'J%" 'J&" 8J%" '#J:) "J%% &J': &J&$ "2%

治疗后 'J%" &J$" )J$& ":J'" "J:2 &J)2 &J") "2)

例 ") BCA')&

治疗前 )J&& )J'% &J%& )2J&2 "J$' &J22 &J82 8%#

治疗后 )J&& "J)8 &J$& ')J#& "J%$ &J#% &J#" )'&

例 "8 BCA')&

治疗前 )J&& 'J$& 'J%# %J&" "J'' &J"% &J&# 2%)

治疗后 'J%" "J"' 'J%2 8J%' "J)% &J#) &J"& #'"

例 "# BCA')&

治疗前 'J%" )J:8 'J#2 "&J&2 "J'2 &J)$ &J#' )')

治疗后 'J#" 'J"' 'J): :J'2 "J'# &J)2 &J8% )"'

!注!ACA使用滴度倒数的对数进行数据分析

@?A3肾功能变化情况3"# 例 ;<+患者中$大部分

患者经免疫吸附联合免疫抑制治疗后 ;5Q有所下

降$但下降幅度均不大% " 例抗=>?病患者来我院

就诊时已无尿且已维持性血液透析 " 个月$免疫吸

附治疗前 ;5Q" &2$

!

,6/M<$经 : 次免疫吸附后 ;5Q

较治疗前无明显变化$未脱离透析治疗%

@?B3不良反应3使用@A'%& 治疗的 ' 例ACHA相

关性血管炎患者出现一过性血小板下降$未予特殊

处理$' D后自行恢复正常% " 例患者治疗过程中出

现恶心&呕吐&血压轻度下降$予对症处理后缓解并

继续完成治疗% ' 例患者治疗后出现发热$经一般

处理后症状消失%

A3讨论

A?>3免疫吸附是利用固定在绒体上具有生物活性

的BCA抗原作为配体$吸附自身免疫性疾病患者血

液中的自身抗体$从而清除患者体内的致病物质$达

到控制病情的目的%

A?@3;<+是由于机体免疫异常并持续产生自身抗

体$对多器官系统造成损害的全身性疾病$重症 ;<+

可出现多脏器功能衰竭$病情进展迅速$若不能及时

控制$预后差% ACA&DE(BCA对 ;<+的发生发展起

关键作用$ACA&DE(BCA滴度越高$病情越重(')

% 通

过检测ACA可判断疾病的活动性及预后$观察治疗

反应$指导临床治疗())

% 免疫吸附能快速清除患者

体内自身抗体$明显减轻 ;<+患者体内的 DE(BCA

等抗体负荷(8)

$从而控制这些抗体造成的持续损

害% ;SW,,R6//等(#)对有免疫抑制治疗禁忌证或免

疫抑制治疗无效的 "2 例重症狼疮合并狼疮肾炎患

者进行 ) 9"' 个月的免疫吸附治疗$发现患者尿蛋

白&狼疮活动指数"BAF#评分&DE(BCA滴度均明显

下降$临床症状缓解% 应用免疫吸附治疗狼疮肾炎

有疗效好&不良反应少等优点(2)

%

A?A3本研究证实@A'%& 免疫吸附可清除狼疮患者

体内的ACA&DE(BCA$与汤颖等(:)的研究结果一致'

孔卫红等(%)研究发现免疫吸附后患者 FG=&FGA&FG?

均下降$但本研究仅发现@A'%& 治疗后所有患者免

疫球蛋白FG=下降$与孔卫红等(%)的研究结果相同%

ACA&DE(BCA为 FG=抗体$随着 DE(BCA的大量清

除$FG=抗体数量随之下降$同时本试验证实 FGA抗

体也可被@A'%& 清除'而使用 BCA')& 免疫吸附可

特异性清除患者体内的主要致病抗体 DE(BCA抗

体$FG=抗体也随之下降%

A?B3抗=>?病是一种罕见的自身免疫性疾病$典

型表现为肺出血肾炎综合征$有报道新月体肾炎中

有 '"c为该病($)

% 病情凶险$未经治疗者病死率高

达 $2c$82c死于肾衰竭$#2c死于肺出血("&)

% 胡

伟新等("")报道$连续 "& 次免疫吸附后患者抗 =>?

抗体转阴$;5Q下降$肾功能好转$部分患者脱离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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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 本研究中的 " 例抗=>?病患者以咳嗽&咯血起

病$继而出现双下肢水肿$表现为肺出血&急进性肾

炎$起病 " 周后方来我院就诊$肾功能已衰竭$无尿$

;5Q" &2$

!

,6/M<$抗=>?抗体阳性$经@A'%& 免疫

吸附&血液透析治疗$并予甲泼尼龙冲击$连续 8 次

免疫吸附后患者抗=>?抗体转阴$但第 # 次免疫吸

附前抗=>?抗体又转为阳性$存在反弹$第 : 次免

疫吸附后抗体再次转阴$咯血消失$呼吸困难明显减

轻$但经积极治疗后肾功能未能恢复% 说明免疫吸

附可有效清除抗 =>?抗体$使肺出血得到控制$挽

救患者生命$但该病进展迅速$早期积极免疫抑制治

疗联合免疫吸附有望控制病情$挽救肾脏$但就诊不

及时者快速进入终末期肾脏病$肾功能难以逆转$最

终需维持性血液透析%

综上所述$免疫吸附可有效清除自身抗体$使自

身免疫性疾病的致病因子负荷迅速降低$有效控制病

情进展% @A'%&可有效治疗 ;<+&抗=>?病$BCA')&

可特异性清除 DE(BCA抗体$用于狼疮肾炎的治疗%

但免疫吸附并不能阻止自身抗体的继续合成$免疫

吸附后抗体滴度的显著降低可使自身抗体的合成反

馈性增加$出现抗体滴度反弹$故对于无免疫抑制治

疗禁忌证的患者$免疫吸附治疗联合免疫抑制治疗

效果更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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