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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温肾固摄法对肾病综合征患者血浆内皮素和可溶性白介素-2受体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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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观察温肾固摄法对脾肾阳虚水泛型难治性肾病综合征患者血浆内皮素

（endothelin，ET）和可溶性白介素-2受体(soluable interleukin-2 receptor, sIL-2R)的影响。  

方法：按就诊顺序随机分为两组，治疗组24例，对照组20例，对照组按标准方案服激素并

递减剂量（强的松 1 mg·kg-1·d-1口服，8～12周后，每2周减5 mg）的同时，环磷酰胺

（cyclophosphamide，CTX）0.8～1.0 g加入0.9％生理盐水200 ml中静脉滴注，每2周1次，

CTX总剂量为6～8 g；治疗组在对照组治疗的基础上给予口服温肾固摄中药。 

结果：治疗后血浆ET和sIL-2R含量都有不同程度改善（P＜0.05），两组治疗后比较差异有

显著性（P＜0.05）。 

结论：难治性肾病综合征在常规治疗基础上加用温肾固摄法治疗，能改善肾脏血液循环，

ET合成进一步降低，sIL-2R水平也得到改善，24 h尿蛋白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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