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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应用不同钙离子浓度透析液对血液透析患者 

血压影响的对照研究 

王成 娄探奇 陈珠江 唐骅 石成钢 余学清 尹培达 

【摘要】 目的 探讨长期应用不同钙离子浓度透析液对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血压的影响。方法 对近 

期无低血压发生的 15例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首先给予钙离子浓度为 1．75 mmol／L(Dca1．75)的透析液治疗 

6个月，然后接受钙离子浓度为 1．25 mmol／L(Dca1．25)的透析液治疗 6个月。检测两种透析液单用治疗前以 

及治疗后 1、2、3和 4 h血清钙、磷、尿素氮和肌酐水平，并记录血压变化。结果 使用 Dca1．25透析液单次透 

析治疗 4 h，患者的收缩压和舒张压均较透析前下降(P均<O．05)，收缩压较舒张压下降更明显(P<O．05)； 

而接受 Dca1．75透析液治疗的患者收缩压和舒张压均较透析前升高(P均<O．05)，收缩压较舒张压升高更明 

显(P<O．05)。收缩压、舒张压和平均血压与血清总钙的变化均呈正相关(rl：0．326，Pl：0．054．r2：0．383， 

Pz=0．037．r3—0．391，P。一0．032)。使用 Dca1．25透析液治疗 6个月，患者收缩压和舒张压均有所下降，但差 

异均无显著性(P均>0．05)；使用 Dca1．75透析液治疗 6个月，患者血压有所升高，其中收缩压升高显著 

(P<O．05)。两种钙离子浓度透析液长期治疗引起的收缩压变化相比差异有显著性(P<O．05)。结论 单次应 

用低钙透析可明显降低收缩压，减少高血压的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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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hanges in blood pressure in hemodialysis patients treated 

with low calcium dialysate or high calcium dialysate for long time．Methods Fifteen patients undergoing 

hemodialysis were enrolled in this study．High calcium dialysate(1．75 mmol／L，Dca1．75)was first used for 

6 months，then low calcium dialysate(1．25 mmol／L，Dea1．25)was used for 6 months．Serum calcium． 

phosphate，blood urea nitrogen，and creatinine were measured，blood pressure was recorded before and after 

hemodialysis at the beginning，and also at 1，2，3 and 4 hours after hemodialysis．Resuits Compared with 

that before the treatment，systolic and diastolic blood pressure lowered significantly after single low calcium 

hemodialysis for 4 hours(both P< 0．05)，while systolic and diastolic blood pressure rose significantly after 

single high calcium hemodialysis(both P<O．05)．Systolic blood pressure changed more obviously after two 

hemodialysises (both P< 0．05)．Changes in systolic．diastolic and mean blood pressure were positively 

related to changes in serum total calcium ( l： 0．326，P1— 0．054；r2— 0．383，P2： 0．037；r3—0．391，P3= 

0．032)．During 6 months of hemodialysis with low calcium dialysate．blood pressure lowered slightly with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it (P> O．05)，while systolic blood pressure rose during 6 months of hemodialysis 

with high calcium dialysate (P < O．05)． Changes in systolic blood pressure 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between two groups using dialysates with different calcium concentrations(P< O．05)．Conclusion Systolic 

blood pressure and incidence of hypertension decrease after single low calcium hemodialysi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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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表明，对血液透析(血透)前后出现高钙血 

症的患者使用钙离子浓度为 1．25 mmol／L的透析 

液透析，可减少高钙血症的发生和转移性钙化，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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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血透患者的病死率，但部分患者使用低钙透析 

后出现血压降低 ，提示低钙透析可能对透析中的 

血压有一定影响。本研究 旨在比较不同钙离子浓 

度透析液[1．25 mmol／L(Dca1．25)和1．75 mmol／L 

(Dca1．75)]对患者透析期间血压的影响。 

1 对象和方法 

1．1 研究对象：入选标准：①维持性血透≥3个月， 

每周透析≥2次；②近期无低血压发生；③干体重稳 

定；④ 自愿加入临床试验计划，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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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除标准：①合并有低血压或透析相关性低血压； 

②严重心律失常或急性心力衰竭；③不能与医师配 

合，依从性差；④已出现严重的肾性骨病。2003年 

7月一2O04年 10月全院共收治符合上述入选标准 

的透析患者 15例，其中男 8例，女 7例；平均年龄 

(58土11)岁；平均病程(58±43)个月。全部患者均使 

用聚砜膜透析器 ，血流速度 200 250 ml／min，透析 

液流速为 500 ml／min。 

1．2 方法：15例维持性血透患者先接受 Dca1．75 

透析液治疗 6个月，其他治疗措施保持不变(包括干 

体重，脱水速度和透析钠曲线及降压药等)，而后接 

受 Dca1．25透析液治疗 6个月，检测两种透析液单 

次治疗前(0 h)和治疗后 1、2、3和 4 h血清钙、磷、 

尿素氮(BUN)和肌酐(Cr)水平，并记录治疗前后血 

压变化。在治疗过程中，患者饮食中钙、磷含量和维 

生素 D。摄入量保持不变。透析过程中，低血压定义 

为收缩压<100 mm Hg(1 mm Hg一0．133 kPa)或 

下降≥30 mm Hg，并伴有低血压症状；高血压诊断 

标准为收缩压较透析前升高≥30 mm Hg 。 

1．3 统计学处理：采用SPSS11．0统计软件进行统 

计学处理，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z土s)表示， 

组间比较采用配对 t检验，采用 Person积差相关进 

行线性相关分析，P<O．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单次不同钙离子浓度透析液治疗过程中血压 

的变化(图 1，图 2)：在使用 Dca1．25透析液治疗过 

程中，患者血压逐步下降，透析后 2、3和 4 h收缩压 

均较透析前明显下降(P均<0．05)；透析 4 h收缩 

压下降了13．0％[(21土16)ram Hg3，舒张压下降了 

8．5％[(9土11)ram Hg3，差异均有显著性(P均< 

0．05)，收缩压较舒张压下降更为明显(P<0．05)。 

在使用 Dca1．75透析液治疗过程中，患者血压逐步 

升高，透析后 4 h收缩压较透析前升高了 14．4 

[(19±20)mm Hg3，舒张压升高 了 12．2 [(7土 

16)mm Hg3，差异均有显著性(P均<0．05)。 

2．2 透析治疗前后血压与血清总钙含量变化的相 

关性分析：两个变量相关性分析显示，收缩压与血清 

总钙含量变化呈正相关(r一0．326，P一0．054)；舒 

张压与血清总钙含量变化亦呈正相关(r一0．383， 

P一0．037)；平均血压与血清总钙含量变化呈正相 

关 (r一0．391，P一0．032)。 

2．3 不同钙离子浓度透析液治疗后血压的变化 

(图 3，图4)：在接受 Dca1．25透析液治疗 6个月内， 

患者的收缩压下降了 2．9 oA[(6±16)ram Hg3，舒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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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下降了0．3 [(1±13)ram Hg3；接受 Dca1．75透 

析液治疗 6个月内，患者的收缩压升高了 8．5％ 

[(10±23)ram Hg]，而舒张压升高了 7．5 [(5± 

13)ram Hg3。两种钙离子浓度透析液引起的收缩压 

变化 比较差异有显著性(P<0．05)，而舒张压的变 

化比较差异则无显著性(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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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Dca1．25透析患者血压的变化 

Figure 1 Change of blood pressure in patients 

during hemodialysis with Dea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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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Dea1．75透析患者血压的变化 

Figure 2 Change of blood pressure in patients 

during hem odialysis with Dea1．75 

时间(个月) 

注；与0 h比较； P<O．05；与 Dea1．25比较： P<O．05 

图3 不同钙离子浓度透析患者收缩压的变化 

Figure 3 Change of systolic blood pressure in patients 

with different calcium concentration dialys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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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 4 不同钙离子浓度透析患者舒张压的变化 

Figure 4 Change of diastolic blood pressure in patients 

with different calcium concentration dialysates 

2．4 低血压的发生率：在Dca1．75透析治疗 6个月 

内，2例患者出现 5次低血压；而 Dca1．25透析患者 

6个月内，4例患者出现 8次低血压，两者低血压发 

生率比较差异无显著性(尸>0．05)。 

3 讨 论 

血透患者中高血压十分常见，发生率达 6O ～ 

8O％0 。高血压对神经系统和心血管系统的影响直 

接关系到患者的病死率及预后，心血管事件是血透 

患者最主要的死亡原因“ 。容量负荷、肾素一血管紧 

张素一醛固酮系统的激活和血管活性物质失衡等多 

种因素参与了血透患者高血压的发生 。作为血透 

患者的独立危险因素，高血压与其病死率及预后密 

切相关 ，如何有效控制血透患者的血压成为临床 

医师关注的问题 。 

钙离子在心肌收缩和血管平滑肌收缩中起重要 

作用，而且参与了交感神经释放儿茶酚胺。人体内血 

清钙离子能够改变血管张力和调节心肌收缩而影响 

血压 ，因此，改变血清钙离子水平可能影响到血透 

患者的血压。van der Sande等。 比较了低钙和高钙 

透析对血透患者血压的影响，发现低钙透析后患者 

收缩压、舒张压和平均血压均有显著下降，而使用高 

钙透析的患者仅收缩压轻微下降，舒张压和平均血 

压稍有升高。国内也有报道，低钙透析可降低透析后 

的收缩压，减少降压药的种类和数量。 。我们观察 

同一组接受不同钙离子浓度透析液治疗患者血压的 

变化，这两种治疗过程中脱水速度、钠离子浓度等影 

响血压的因素基本一致，结果发现，低钙透析后患者 

收缩压、舒张压和平均血压均有显著下降，而高钙透 

析液治疗患者收缩压、舒张压和平均血压均有所升 

高，这与van der Sande等 的报道和我们既往研究 

结果“D一致。而且单因素相关分析显示，血清总钙 

含量的变化与平均血压变化呈正相关，这就进一步 

提示，通过改变透析液钙离子浓度而影响血清钙离 

子水平可能影响患者的血压。 

长期应用低钙透析能够减少钙负荷n ，而血清 

钙离子对血压有明显的影响，故理论上长期应用低 

钙透析能够降低血透患者的血压，而这方面的报道 

甚少。我们观察到 6个月低钙透析中，患者的血压仅 

有轻微下降+，与高钙透析治疗 6个月相比，低钙透析 

引起的患者收缩压下降较为明显，而且在低钙透析 

治疗的 6个月中，无论是收缩压还是舒张压均呈下 

降趋势，提示低钙透析可能对血压有一定的影响，这 

需要进一步扩大病例数和长期观察来明确。 

综上所述，低钙透析对患者血压的影响后发现， 

低钙透析能降低透析中收缩压和高血压发生率，但 

长期应用对血压的影响需进一步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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