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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综述旨在探讨慢性肾脏病(CKD)微炎症状态的中西医治疗进展。方法涵盖了药物治疗、血液净化技术、

中药应用、针灸与食疗等。结果显示，中西医治疗能有效降低炎症标志物，改善患者生活质量，并对CKD
进展有显著抑制作用。结论指出，中西医结合治疗为CKD微炎症状态提供了有效的治疗策略，推荐进一

步研究以优化治疗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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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review aims to explore the progress in the treatment of microinflammatory state in chron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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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dney disease (CKD) with integrated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The methods 
cover drug therapy, blood purification technology,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pplication, acu-
puncture, and dietary therapy.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integrated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
ern medicine treatment can effectively reduce inflammatory markers, improve patients’ quality of 
life, and significantly inhibit the progression of CKD. The conclusion points out that integrated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treatment provides an effective therapeutic strategy for 
the microinflammatory state in CKD, and further research is recommended to optimize the treat-
ment regi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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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慢性肾脏病(Chronic Kidney Disease, CKD)作为全球健康领域的一大挑战，不仅对个体健康构成了严

重威胁，也给公共卫生系统带来了沉重负担。该疾病的复杂性在于其缓慢而持续的进展性质，以及伴随

而来的众多并发症，特别是微炎症状态，这一状态被广泛认为是加速 CKD 进展及增加心血管疾病风险的

关键因素。微炎症，即持续的低度炎症反应，在 CKD 患者中普遍存在，与病情恶化及不良预后紧密相关。

慢性肾脏病非常普遍，影响全球人口的 10%~13%，突显了对其有效治疗方法的迫切需求[1]。 
鉴于此，探寻有效缓解 CKD 及其微炎症状态的治疗方法显得尤为重要。在这方面，中西医结合治疗

开辟了新的视野。该治疗模式汲取了西医精准治疗的优势，并融合了中医整体调理、促进自我修复的治

疗理念，提供了一种更为全面和个性化的治疗选择。近年来，随着对 CKD 及其微炎症状态机制更深入的

理解，中西医结合在改善患者生活质量、延缓病情进展方面展现出了独特的优势。 
本综述旨在探讨慢性肾脏病患者微炎症状态的中西医治疗研究进展，旨在为临床提供指导和为未来

研究指明方向。通过深入分析各类治疗手段的效果与机制，本文期望为 CKD 患者提供更为科学、全面的

治疗策略，同时为中西医结合治疗的发展贡献见解。在此背景下，中西医结合不仅展示了其治疗 CKD 微

炎症状态的潜力，也为慢性疾病治疗模式的创新提供了有力证据。 

2. 微炎症状态在 CKD 中的机制及其影响 

在慢性肾脏病(CKD)的发展过程中，微炎症状态起着重要作用[2]，其机制涉及氧化应激、代谢产物

累积以及肠道微生态失衡等多个方面。氧化应激是微炎症状态的主要驱动力之一，由自由基过量产生与

抗氧化防御机制失衡导致，从而引发细胞和组织的损伤。在 CKD 患者中，肾功能减退导致无法有效清除

代谢废物，如尿毒素，这些代谢产物的积累进一步激发炎症反应，加剧氧化应激状态。 
肠道微生态的失衡也是导致微炎症状态的关键因素。肾脏疾病导致的代谢变化影响了肠道菌群的平

衡，肠道通透性增加，允许细菌和内毒素穿透肠壁进入血液，进一步激发系统性炎症反应[3]。这种由肠

道微生态失衡触发的炎症反应，不仅加剧了肾脏的损伤，也是心血管疾病等并发症的重要促进因素。根

据殷金龙、郭香香与刘方[4]的研究，慢性肾脏病(CRF)患者展现出显著的脂代谢异常和微炎症状态，与

健康个体相比，这些患者的血清中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总胆固醇(TC)、甘油三酯(TG)水平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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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而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水平降低。这些脂质水平的变化与微炎症状态呈正相关性，进一

步强调了 CRF 患者微炎症状态管理的重要性。 
微炎症状态的生物标志物，包括 C-反应蛋白(CRP)、肿瘤坏死因子-α (TNF-α)和白细胞介素-6 (IL-6)

等，是评估炎症活性及其对 CKD 进展影响的重要指标。这些标志物的水平与 CKD 的严重程度密切相关，

高水平的炎症标志物预示着更快的疾病进展速度和更差的预后。Liao Y 等[5]研究显示，通过降低这些炎

症标志物的水平，可以有效减缓 CKD 的进展，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 

3. 西医治疗研究进展 

在应对慢性肾脏病(CKD)微炎症状态的西医治疗领域，近年来的研究进展为临床提供了多样化的治

疗方案，主要包括药物治疗和血液净化技术。 
药物治疗方面，抗炎药物的使用成为降低微炎症状态的常规手段。Tang KS 和 Shah AD [6]指出，尽

管非甾体抗炎药(NSAIDs)因肾毒性在终末期肾病(ESKD)患者中使用受限，但鉴于其镇痛效果，仍需评估

其在特定情况下的安全性和可行性。Teo SH 等人[7]的研究表明，在慢性肾脏病(CKD)患者中，无论是全

身还是局部使用非甾体抗炎药(NSAID)都独立增加了急性不良肾脏结局的风险。因此，医生在使用这些

药物时需权衡利弊，确保疗效与安全性的平衡。 
此外，靶向治疗药物，如生物制剂，针对特定的炎症信号途径，展现出对 CKD 微炎症状态的治疗潜

力。这类药物通过精确干预炎症过程中的关键因子，如肿瘤坏死因子-α (TNF-α)，能够在不影响整体免疫

系统的情况下减轻炎症反应。Zheng Q、Yang H、Fu X 等人[8]的荟萃分析表明，罗沙司他在治疗慢性肾

病(CKD)患者贫血方面，能有效提高血红蛋白水平且短期内安全性良好，无显著严重不良事件(SAE)风险

增加 
血液净化技术，Shoshtari FS 等人[9]的研究发现血液透析和血液滤过，为中晚期 CKD 患者提供了另

一种治疗选择。这些技术通过机械手段清除血液中的毒素和炎症介质，帮助减轻微炎症状态。特别是高

通量透析膜和在线血液滤过技术，因其在清除中分子炎症介质方面的优势，为改善患者的微炎症状态提

供了更有效的解决方案。然而，血液净化技术的应用也面临挑战，包括治疗过程中的潜在并发症和高昂

的治疗成本。 

4. 中医治疗研究进展 

中医药治疗，凭借其独特的治疗理念和方法，在慢性肾脏病(CKD)微炎症状态的管理中展现出新的

活力。通过中药治疗、针灸和食疗等手段，中医药旨在调和阴阳、疏通经络，从而达到调节免疫、抗氧

化和抗炎症的目的[10] [11]。 
中药治疗是中医对抗 CKD 微炎症状态的核心策略之一[12]。众多中药及其复方因具有调节免疫反应、

抗氧化和抗炎作用而被广泛研究。王振和曹坤[13]的研究显示，中药活血祛瘀法联合西药治疗慢性肾脏病

比单纯西药治疗能更有效改善患者的 BUN、Ccr、Scr、Hb 指标及中医证候积分，显著提高了综合治疗满

意率和有效率。云南省中医医院[14]明了一种治疗慢性肾脏病的中药组合物，该组合物通过精心选取包括

大黄、黄芪、当归等在内的多种中药成分，展现了在治疗慢性肾脏病方面的应用潜力。张梅梅、陈艳琰

等人[15]的网状 Meta 分析表明，大黄中药制剂联合常规治疗可有效改善慢性肾脏病患者的临床疗效，降

低血肌酐、尿素氮水平，提高治疗满意度，同时减少不良反应。孙荣泉和魏晶晶[16]的研究表明，中药加

味玉液汤能显著提高气阴两虚型糖尿病肾病慢性肾脏病患者的治疗有效率，有效改善肾功能指标，并减

轻微炎症状态。杜梅梅、秦中豪、赵东鹰[17]的研究显示，尿毒清颗粒联合中药灌肠治疗慢性肾脏病(CRF)
可显著提高总有效率，改善肾功能和炎症指标，安全性良好。这些治疗方法的有效性归功于中药对多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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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症相关途径的综合调控能力，而不是单一靶点的作用，这与西医治疗的策略形成鲜明对比。谢彧轩和

童安荣[18]的研究综述指出，中医药在慢性肾脏病(CRF)的治疗中展现了显著优势，尤其在延缓疾病进展、

改善患者预后及生活质量方面。范菁和远方[19]的研究发现，益肾泄浊汤能显著提高肾虚湿浊型慢性肾脏

病(CRF)患者的治疗有效率，有效改善临床症状和肾功能指标。沈惠芬和凌菁[20]的研究表明，补肾健脾

和络泄浊治疗对慢性肾脏病患者具有显著疗效，能够有效降低中医症状积分，并改善肾功能指标及血清

Klotho 蛋白、转化生长因子-β1 水平，优于常规治疗。 
针灸，作为中医的另一重要治疗手段，赵景、朱玉梅等人[21]的研究证明，中医温针灸联合固肾泄浊

和络方治疗慢性肾脏病脾肾气虚证患者，能显著改善患者肾功能。针灸通过刺激特定穴位，能够调整机

体内环境，促进气血流通，从而减轻炎症反应。Liu S、Zhang F、Bai Y 等人[22]荟萃分析研究表明，针

灸治疗可以有效改善慢性肾脏病(CKD)患者的肾功能并缓解瘙痒症状，证明了针灸作为一种安全治疗方

法的有效性。尽管中医药治疗的机制和效果已经得到了初步证实，但仍需要更多科学研究来深入探索其

作用机理和优化治疗方案，以便更好地服务于临床实践。 

5. 中西医结合治疗的研究进展 

中西医结合治疗慢性肾脏病(CKD)微炎症状态的研究成果逐渐显现，于菲和米杰[23]通过分析一例肾

动脉狭窄致慢性肾脏病急性加重的病例，发现中西医结合治疗能有效控制病情，延缓病程进展至终末期

肾脏病。在药物治疗方面，中西医结合运用已取得一系列积极成果。西药通过精准作用于特定的炎症途

径或代谢途径，减轻肾脏损伤，路琪和李菲菲[24]的研究显示，司维拉姆片能有效治疗慢性肾脏病伴高磷

血症患者，显著降低血清磷水平并升高血清分泌型 Klotho (sKlotho)和转化生长因子 β1 (TGF-β1)水平，未

观察到显著不良反应发生。而中药的应用则侧重于调和机体内环境，增强机体自我修复能力。据 Mei J
等[25]研究，肾康注射液作为中药在治疗慢性肾功能衰竭(CRF)中的应用，不仅补肾活血化瘀，还在前瞻

性随机对照试验中评估其治疗 CRF 的有效性和安全性，以提供治疗 CRF 的临床证据。马浩、王春丽等

人[26]的研究显示，加味参芪地黄汤联合前列地尔治疗慢性肾脏病，能显著改善患者的肾功能指标、降低

炎症指标和 AOPP 水平，提高治疗总有效率，证明了其安全性和有效。Mo JH 等[27]分析显示，疏血通

注射液、红花注射液、肾康注射液在联合西药治疗慢性肾功能不全方面，相比常规治疗，具有更好的临

床效果，尤其在提高有效率、降低血肌酐和尿素氮水平方面表现突出。李丽、涂吉祥等人[28]的研究表明，

耳穴压豆联合中药灌肠治疗慢性肾脏病非透析期患者，相比单一耳穴压豆法，能更有效降低血肌酐和

BUN 水平，提高内生肌酐清除率，改善胃肠道症状，显示出较高的临床有效率。申子龙、张正媚[29]等
人通过一例慢性肾脏病合并冷凝集素病的治疗经验表明，中西医结合治疗能有效改善患者病情，采用温

阳活血等中医治法对于寒凝血瘀型疾病有显著疗效。仝宗刚和马嘉薪[30]的研究发现，中西医结合治疗能

显著改善慢性肾脏病患者的肾功能和免疫功能，治疗有效率明显高于单纯西医治疗。刘焕焕[31]的研究表

明，中西医结合治疗能有效延缓慢性肾脏病患者的肾功能衰退，同时显著改善免疫功能指标，如 CD4+
和 CD4+/CD8+比值，从而增强治疗效果并提升患者生活质量。崔移明、彭贵军和胡心[32]综述了基于“肠

–肾轴”理论的中西医治疗慢性肾脏病的研究进展，强调了通过调节肠道菌群和改善肠黏膜屏障功能来

延缓慢性肾脏病进展的潜力，提出益生菌、益生元、炭吸附剂、中医灌肠等方法作为治疗慢性肾脏病的

新策略。 

6. 结论 

中西医结合治疗慢性肾脏病(CKD)微炎症状态展现出卓越的综合治疗效果，通过药物治疗、血液净

化、中药应用、针灸和食疗等多维手段，为患者提供了全面且个性化的治疗方案。这种治疗模式不仅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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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降低炎症标志物，还注重改善患者整体健康和生活质量。面向未来，加强中西医结合治疗的临床研究，

深入探索其作用机制和优化治疗方案将是关键，旨在为 CKD 患者带来更高效、更安全的治疗选择，以期

改善其预后和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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