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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那卡塞联合骨化三醇治疗 CKD-MBD的效果观察

张 浩

武警四川省总队医院 四川 乐山 614000

【摘 要】：目的：讨论研究在慢性肾衰竭并发矿物质-骨代谢异常患者治疗中运用西那卡塞、骨化三醇的价值作用。方法：
将 2021年 8月到 2022年 8月期间院内的 30例慢性肾衰竭并发矿物质-骨代谢异常患者纳入研究范围，利用随机分配法划分
为对照组（接受常规治疗+西那卡塞治疗）、观察组（接受常规治疗+西那卡塞、骨化三醇联合治疗），观察并比较两组治疗
前后临床指标变化情况，观察并比较两组治疗有效性、生活质量。结果：两组接受治疗前各项临床指标无显著差异（P＞0.05），
包括 Ca2+、P3+、iPTH、ALP等，接受治疗后观察组整体各项临床指标均明显比对照组更具优势，P＜0.05，差异显著。观
察组整体治疗有效性以及生活质量相关数据信息均明显比对照组更具优势，P＜0.05，有统计学差异。结论：在慢性肾衰竭并
发矿物质-骨代谢异常患者治疗中运用西那卡塞、骨化三醇，可帮助患者将各项临床指标控制在合理范围，达到较好治疗效果，
对患者生活质量产生积极影响。

【关键词】：慢性肾衰竭并发矿物质-骨代谢异常；西那卡塞；骨化三醇

Observation on the Effect of Sinacasse Combined with Calcitriol in the Treatment of
CKD-MBD

Hao Z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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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discuss and study the value of using Sinacasse and calcitriol in the treatment of chronic renal failure patients

with abnormal mineral bone metabolism. Methods: From August 2021 to August 2022, 30 patients with chronic renal failure

complicated with abnormal mineral bone metabolism in the hospital were included in the study. They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ing conventional treatment+Sinacather treatment)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receiving conventional

treatment+Sinacather combined with calcitriol treatment). The changes of clinical indicator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were observed

and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Quality of life. Results: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in the

clinical indicators before treatment (P＞0.05), including Ca2+, P3+, iPTH, ALP, etc. After treatment, the overall clinical indicators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superior to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 difference was significant. The overall treatment

effectiveness and quality of life related data information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P＜ 0.05), with statistical difference. Conclusion: In the treatment of patients with chronic renal failure complicated with

abnormal mineral bone metabolism, the use of Sinacasse and calcitriol can help patients control various clinical indicators in a

reasonable range, achieve better treatment effect, and have a positive impact on the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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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肾衰竭为临床常见疾病，当患者存在因各种因素造

成慢性进行性肾实质损害，引起肾脏明显萎缩，导致肾脏基

本功能不能维持，就可判断为慢性肾衰竭。患者经常会出现

代谢产物潴留，水、电解质、酸碱平衡失调等情况，随着病

情发展会导致全身各系统受累，部分患者还会并发矿物质-

骨代谢异常，增加治疗难度，大大降低患者生活质量水平。

所以，需要重视并加强慢性肾衰竭并发矿物质-骨代谢异常

治疗研究，提升治疗水平，帮助患者将临床治疗控制在合理

范围，帮助患者尽早恢复正常生活[1]。文中对慢性肾衰竭并

发矿物质-骨代谢异常患者治疗中运用西那卡塞、骨化三醇

的价值进行了分析，具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将 2021 年 8 月到 2022 年 8 月期间院内的 30 例慢性肾

衰竭并发矿物质-骨代谢异常患者纳入研究范围，利用随机

分配法划分为对照组[15 例，男性 9 例，女性 6 例，年龄范

围在 41-69 岁之间，平均年龄为（53.84±0.43）岁]、观察组

[15 例，男性 8 例，女性 7 例，年龄范围在 41-69 岁之间，

平均年龄为（53.88±0.49）岁]。纳入标准：所有患者都满足

慢性肾衰竭并发矿物质-骨代谢异常诊断要求；所有患者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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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认知障碍与意识障碍；所有患者及家属都清楚本次实验

活动，并签署了相关知情同意文件。排除标准：中途退出者。

此次研究活动经医院伦理委员会同意并审批。所有患者各项

基础资料经统计学处理后无显著差异（P＞0.05）。

1.2 方法

1.2.1 对照组

按照常规标准给予患者血液透析治疗，注意在实际治疗

中需要控制好透析液浓度、温度、超滤量、血流量，并给予

患者低分子肝素钠抗凝，每次血液透析时间约 4h，一周 2-3

次。同时给予患者西那卡塞（国药准字H20203518，仁合益

康集团有限公司），口服使用，每天一次，每次 25mg，治

疗时间持续 3个月。

1.2.2 观察组

在对照组基础上给予患者骨化三醇（国药准字

H20030491，正大制药青岛有限公司），口服使用，用药初

期每次使用剂量控制在 0.25μg，每天一次，后续按照患者

实际情况适当调整药物剂量，最多每次不超过 0.5μg，治疗

时间持续 3个月。

1.3 判断标准

（1）观察并比较两组治疗前后临床指标变化情况，包

括 Ca2+、P3+、iPTH、ALP 等。

（2）观察并比较两组治疗有效性，总有效包括显效与

有效，患者各项生命体征与临床指标逐渐平稳，症状明显减

轻则可判断为显效；患者各项生命体征、临床指标、临床症

状等在原来基础上有所改善则可判断为有效；患者各项生命

体征、临床指标、临床症状等无变化，甚至加重则可判断为

无效。

（3）观察并比较两组生活质量状态评分：判断标准依

照生活质量评分量表，涉及躯体功能方面、心理状态方面、

社会功能方面、物质生活状态方面、生活质量方面，每项分

值范围在 1-5 分内，得分为 0-1 分表示状态差，得分为 2-3

分表示状态一般，得分 4-5 分表示状态较好。

1.4 统计学方法

使用 SPSS20.0 软件分析数据，使用 t 和x±s 表示计量

资料，使用卡方和%表示计数资料，P＜0.05 为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临床指标

两组接受治疗前各项临床指标无显著差异（P＞0.05），

包括 Ca2+、P3+、iPTH、ALP 等，接受治疗后观察组整体各项

临床指标均明显比对照组更具优势，P值＜0.05，差异显著。

见表 1。

表 1 两组治疗前后临床指标比较（x±s）

项目 观察组（n=15） 对照组（n=15） X2/t P

Ca2+（mmol/L）
治疗前 2.11±0.16 2.10±0.13 0.187 0.852

治疗后 2.70±0.16 2.13±0.15 10.065 0.001

P3+（mmol/L）
治疗前 1.92±0.18 1.94±0.14 0.339 0.736

治疗后 1.49±0.10 1.77±0.15 6.015 0.001

iPTH（pg/ml）
治疗前 817.53±237.94 816.89±236.92 0.007 0.994

治疗后 302.13±15.88 449.85±22.84 20.566 0.001

ALP（U/L）
治疗前 161.28±22.77 161.33±22.52 0.006 0.995

治疗后 78.27±18.74 106.26±20.37 3.916 0.001

2.2 治疗有效性

观察组显效有 20 例（60.60%）、有效有 12 例（36.36%）、

无效有 1例（3.33%），总有效率为 96.96%（32/33）；

对照组显效有 15 例（42.85%）、有效有 15 例（42.85%）、

无效有 5例（16.66%），总有效率为 85.71%（30/35）。

经过统计学处理得出结果：（X2=6.308，P=0.012；X2=0.880，

P=0.348；X2=9.876，P=0.001；X2=7.995，P=0.004），观察组

整体治疗有效性相关数据信息均明显比对照组更具优势，P

＜0.05，有统计学差异。

2.3 生活质量

观察组躯体功能、心理状态、社会功能、物质生活状态、

生活质量评分分别为（4.58±2.31、4.75±2.18、4.36±2.25、

4.70±2.44、4.59±2.11）（分）；

对照组躯体功能、心理状态、社会功能、物质生活状态、

生活质量评分分别为（2.54±0.26、2.64±0.87、2.41±0.71、

2.69±0.77、2.80±0.90）（分）。

经过统计学处理得出结果：（t=3.398，P=0.001；t=3.481，

P=0.001；t=3.201，P=0.003；t=3.042，P=0.005；t=3.022，

P=0.005），观察组整体生活质量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P＜

0.05，有统计学差异。

3 讨论

当机体出现原发性肾小球肾炎、慢性肾盂肾炎、高血压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2%BE%E7%82%8E/2981779?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2%BE%E7%82%8E/2981779?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AB%98%E8%A1%80%E5%8E%8B/195863?fromModule=lemma_in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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肾小动脉硬化、糖尿病肾病、继发性肾小球肾炎、肾小管间

质病变、遗传性肾脏疾病，以及长期服用解热镇痛剂及接触

重金属等情况，极易导致慢性肾衰竭。目前针对该种疾病主

要会采取肾脏替代治疗，包括血液透析、腹膜透析以及肾移

植等，从而延长患者生存时间，但是部分患者会受到多方面

因素影响出现并发症，矿物质-骨代谢异常为慢性肾衰竭并

发症之一，主要是由于慢性肾脏病引起的一系列矿质与骨代

谢异常情况，具体表现为钙、磷、甲状旁腺激素、维生素 D

代谢异常，以及骨转化、骨矿化、骨容量、骨线性生长、骨

强度异常，血管或者软组织异位钙化等情况，具体会表现为

骨痛、骨折、骨外皮肤瘙痒、转移性钙化等情况，提升患者

死亡风险。同时患者机体中的 Ca2+（Ca2+是人体含量最多的

阳离子，是身体中非常重要的物质，在体内具有参与肌肉收

缩、强健骨骼、维持正常的神经传导功能以及促进凝血等作

用）、P3+（磷离子是维持人体骨骼和牙齿的必要物质，在维

持心脏功能、肾脏功能、传达神经刺激方面有着重要作用）、

iPTH（全段甲状旁腺激素，主要是用于检查甲状旁腺机能，

属于甲状旁腺主细胞制造和分泌的一种多肽激素，对骨代谢

和调控血浆中钙、磷浓度起着重要作用）、ALP（碱性磷酸

酶以游离的形式存在于人体的肝脏、小肠以及骨骼中，人体

的血清中大部分 ALP 来源于肝脏与骨骼，因此 ALP 常被作

为检测肝脏或骨骼疾病的指标之一）等指标也会发生异常变

化，在实际治疗中会将这些指标控制作为重点，从而改善患

者症状。

以往针对慢性肾衰竭并发矿物质-骨代谢异常患者主要

会采取血液透析联合西那卡塞治疗方案帮助患者控制病情

发展。西那卡塞属于一种强效 CYP2D6 抑制剂，可以对钙敏

感受体对细胞外钙的敏感性产生增强作用，对甲状旁腺中的

钙受体进行激活，降低甲状旁腺激素水平，从而使血浆钙浓

度降低，缓解患者症状，但是单一口服用药不能在最大程度

上保证治疗效果，且部分患者在使用该药物后还可能出现恶

心呕吐、腹泻、肌痛、眩晕、高血压、无力、食欲减退、胸

痛等不良反应，降低预后[2]。随着临床研究进一步发展，发

现骨化三醇在慢性肾衰竭并发矿物质-骨代谢异常患者治疗

中有着较好效果。骨化三醇主要来源于维生素 D3，可以对

人体肠道的钙吸收产生促进作用，同时还可以调节骨的矿化；

在钙平衡调节方面有着重要作用，能够有效刺激骨骼中成骨

细胞活性；还可以纠正低血钙，过高的血碱性磷酸酶和血甲

状旁腺素浓度；还可以减轻骨与肌肉疼痛，并矫正发生在纤

维性骨炎和其他矿化不足病人中的组织学改变，适用于绝经

后骨质疏松、慢性肾功能衰竭尤其是接受血液透析病人之肾

性骨营养不良症、术后甲状旁腺功能低下、特发性甲状旁腺

功能低下、假性甲状旁腺功能低下、维生素 D依赖性佝偻病、

低血磷性维生素D抵抗型佝偻病等[3]。与西那卡塞联合使用，

可充分发挥药物价值，减少药物副作用对患者的不良影响，

增强治疗效果[4]。已有相关研究报告证明[5]，将西那卡塞、骨

化三醇联合运用到慢性肾衰竭并发矿物质-骨代谢异常患者

治疗中，可有效改善患者机体中 Ca2+、P3+、iPTH、ALP 等指

标，提升整体治疗效果水平，将相关不良反应发生风险控制

在合理范围，从而改善患者生活质量，延长患者生存期限。

结合文中研究结果，两组接受治疗前各项临床指标无显

著差异（P＞0.05），包括 Ca2+、P3+、iPTH、ALP 等，接受治

疗后观察组整体各项临床指标均明显比对照组更具优势，P

值＜0.05，差异显著。观察组整体治疗有效性以及生活质量

相关数据信息均明显比对照组更具优势，P＜0.05，有统计学

差异。

可见，在慢性肾衰竭并发矿物质-骨代谢异常患者治疗

中运用西那卡塞、骨化三醇，可帮助患者将各项临床指标控

制在合理范围，达到较好治疗效果，对患者生活质量产生积

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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