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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椲摘要椵 目的椇探讨巨细胞病毒棬斆斖斨棭再活化对于完全缓解期行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术棬斸旍旍旓灢斎斢斆斣棭的
急性髓系白血病棬斄斖斕棭患者复发和生存的影响暎方法椇对棻棸椂例于完全缓解期行斸旍旍旓灢斎斢斆斣的成人斄斖斕患者
的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棳包括移植术后斆斖斨再活化的发生情况和影响因素棳以及斆斖斨再活化对于复发和生存
的影响暎结果椇椂椃棶棸棩棬椃棻棷棻棸椂棭的患者在移植后棻棽个月内出现了斆斖斨再活化棳中位时间为移植后棿椂棬棻暙棻棻椃棭
斾暎斎斕斄不全相合和预处理应用兔抗人胸腺细胞免疫球蛋白棬斄斣斍棭是移植后斆斖斨再活化的影响因素暎棻棸椂例
患者移植后的中位随访时间为棾椂棬棻暙棻椃棻棭个月棳棻椆例患者移植后出现复发棳中位复发时间为棿棶椀棬棽暙棾椄棭个月棳
棾年累积复发率为棻椃棶椄棩暎单因素分析显示棳栻暙桇度急性移植物抗宿主病和慢性移植物抗宿主病的发生可降
低患者的复发率棳而斆斖斨再活化对于移植后的复发率无明显影响暎棻棸椂例患者的棾年总生存率棬斚斢棭为椃椃棶棽棩棳
无病生存率棬斈斊斢棭为椃椂棶棸棩暎单因素分析显示棳年龄椌棿棸岁和移植后斆斖斨再活化影响患者的斚斢棳但不影响
斈斊斢暎斆旓旞多因素回归分析显示棳移植后斆斖斨再活化是影响患者棾年斚斢的独立危险因素暎结论椇斎斕斄不全相
合和预处理过程中应用斄斣斍是导致移植后斆斖斨再活化的危险因素棳而斆斖斨再活化对于完全缓解期斄斖斕移
植后的复发并没有影响棳但仍是影响此类患者生存的独立危险因素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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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棬斸旍旍旓旂斿旑斿旈斻旇斿旐斸旚旓灢
旔旓旈斿旚旈斻旙旚斿旐斻斿旍旍旚旘斸旑旙旔旍斸旑旚斸旚旈旓旑棳斸旍旍旓灢斎斢斆斣棭是治
愈急性髓系白血病棬斸斻旛旚斿旐旟斿旍旓旈斾旍斿旛旊斿旐旈斸棳斄斖斕棭
的重要手段棳但移植后复发仍是导致患者治疗失败
的主要原因之一暎巨细胞病毒棬斆斖斨棭是斸旍旍旓灢
斎斢斆斣后感染最常见的病原体之一棳既往认为其再
活化对于患者的预后存在负面影响暡棻暢棳但近年来多
个研究发现斆斖斨再活化可降低 斄斖斕患者斸旍旍旓灢
斎斢斆斣后的肿瘤复发风险暡棽棴棾暢暎近年来棳随着
斆斖斨检测技术暍预防及治疗手段的提高棳移植后
斆斖斨再活化对患者预后影响需进行重新认识暎本
研究旨在对斄斖斕患者进行斸旍旍旓灢斎斢斆斣后斆斖斨再
活化与预后的关系进行分析暎
棻 资料与方法
棻棶棻 资料

棽棸棸棾灢棻棸棴棽棸棻椃灢棸棻于我院进行斸旍旍旓灢斎斢斆斣治
疗的斄斖斕患者且满足以下条件者纳入本研究椇
栙年龄曒棻椄岁椈栚移植前达完全缓解状态棬斆斠棻或
斆斠棽棭椈栛移植前血浆和淋巴细胞斆斖斨灢斈斘斄为阴
性椈栜采用清髓性预处理方案椈栞非脐血移植患者椈
栟未应用预防性供者淋巴细胞输注暎共有棻棸椂例
患者纳入本研究棳其中男椀棻例棳女椀椀例椈接受移植
时的中位年龄棾椆棬棻椄暙椀椆棭岁暎根据发病时细胞和
分子遗传学棳预后良好或中等患者椄棻例棳预后不良
患者棽椀例暎移植前处于斆斠棻的患者棻棸棻例棳斆斠棽
患者椀例暎
棻棶棽 预处理方案和移植物抗宿主病的预防

棻棿例患者预处理采用改良斅旛棷斆旟方案暎椆棽
例患者预处理采用增量斅旛棷斊旍旛方案暎采用环孢素
斄棬斆旙斄棭联合应用霉酚酸酯和短程甲氨蝶呤的方案
进行移植物抗宿主病棬斍斨斎斈棭预防暎自预处理应
用斆旙斄棳维持谷浓度棻椀棸暙棽椀棸旑旂棷旐旍棳根据有无
斍斨斎斈和移植前疾病状况进行个体化用药疗程调
整暎无关供者及亲缘半相合移植患者的兔抗人胸
腺细胞免疫球蛋白棬斄斣斍棭用量为椃棶椀旐旂棷旊旂棳分
棾斾静脉输注椈椆例亲缘全相合移植患者应用了
斄斣斍棳用量为椀旐旂棷旊旂棳分棽斾静脉输注暎当出现
栻度以上急性斍斨斎斈棬斸斍斨斎斈棭时棳加用甲泼尼龙
棻暙棽旐旂棷棬旊旂暏斾棭或将斆旙斄更换为他克莫司治疗棳
疗效欠佳者加用抗斆斈棽椀单克隆抗体治疗暎
棻棶棾 移植方式

棾椂例为 斎斕斄相合的亲缘供者棳椀椄例为 斎斕斄
半相 合的亲缘供者棳棻棽 例为无关 供者 棬其 中
斎斕斄棻棸棷棻棸相合椀例棳斎斕斄椆棷棻棸相合椃例棭暎进行
亲缘供者移植的患者中棳除棿例接受外周血造血干

细胞移植外棳其余椆棸例均接受了骨髓和外周血造
血干细胞混合移植棳棻棽例进行无关供者移植的患者
均为外周血干细胞移植暎棻棸椂例患者输入的单个核
细胞数的中位值为棻棸棶棽椄棬棾棶棿椄暙棽椃棶椄棻棭暳棻棸椄棷旊旂棳
中位斆斈棾棿棲细胞数为棾棶椃棿棬棻棶棽棿暙棻椃棶棻棭暳棻棸椂棷旊旂暎
棻棶棿 残留白血病的监测

植活后根据病情每棽暙棿周进行骨髓检查棬包
括骨髓涂片暍流式细胞学及实时荧光定量斝斆斠进
行微小残留病的检测棭暎以移植后骨髓原始细胞曒
椀棩或出现髓外白血病为疾病复发标准暎若原始细
胞小于椀棩棳但出现细胞遗传学及特异分子学的异
常或者流式细胞学检查发现原始细胞的异常表型

也认为疾病复发暎
棻棶椀 斆斖斨灢斈斘斄检测和再活化定义

自预处理开始至移植后椂个月内棳每周应用实
时荧光定量斝斆斠方法监测患者血浆及淋巴细胞中
斆斖斨灢斈斘斄情况暎椂个月后改为每棽周查棻次暎
本中心检验斆斖斨灢斈斘斄的最低值为椀暳棻棸棽 拷贝棷
旐旍棳为了降低假阳性率棳此次研究根据 斖旛旍旍旈斿旘等暡棿暢

研究结果将该方法诊断斆斖斨再活化的临界值定
为棻棶椀暳棻棸棾拷贝棷旐旍暎
棻棶椂 斆斖斨再活化预防及治疗措施

预处理开始至棴棽斾应用更昔洛韦椀旐旂棷旊旂
旕棻棽旇静脉输注进行斆斖斨再活化的预防暎移植后
斆斖斨灢斈斘斄椌棻棶棸暳棻棸棾 拷贝棷旐旍时棳开始抢先性清
除病毒治疗棬更昔洛韦椀旐旂棷旊旂旕棻棽旇或膦甲酸钠
椂棸旐旂棷旊旂旕椄旇静脉滴注棭棳至斆斖斨灢斈斘斄持续棽周
阴性或血常规不能耐受时停药暎
棻棶椃 随访

采用门诊暍电话等方式对患者进行随访观察暎
随访终点为棽棸棻椄年棻月棾棻日暎棻棸椂例患者的中位
随访时间为棾椂棬棻暙棻椃棻棭个月暎
棻棶椄 统计学处理

应用斢斝斢斢棻椃棶棸软件进行数据分析暎计量资料
的组间比较采用 检验棳计数资料采用氈棽 检验棳非
正态分布及等级资料应用秩和检验暎采用斔斸旔旍斸旑灢
斖斿旈斿旘曲线分析法计算累积复发率暍总体存活率
棬斚斢棭及无病生存率棬斈斊斢棭棳斕旓旂灢旘斸旑旊检验进行组
间生存比较暎应用斆旓旞回归模型进行生存相关多
因素分析暎以 椉棸棶棸椀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暎
棽 结果
棽棶棻 斆斖斨再活化发生率及其影响因素

棻棸椂例患者中棳男椀棻例棳女椀椀例椈中位年龄棾椆
棬棻椄暙椀椆棭岁暎椃棻例棬椂椃棶棸棩棭在移植后棻棽个月内出
现了斆斖斨再活化棳再活化的中位时间为移植后棿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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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棾期 刘微棳等棶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后巨细胞病毒再活化对急性髓系白血病复发和生存的影响

棬棻暙棻棻椃棭斾棳斆斖斨再活化患者的中位最高斆斖斨拷
贝数为椂棶棻棸棬棻棶椀椀暙棻椃椆棸棶棸棸棭暳棻棸棾 拷贝棷旐旍暎
棽例患者出现斆斖斨肺炎棳棻例患者出现斆斖斨视网
膜炎棳无明确斆斖斨脑炎及胃肠炎的患者暎所有患
者经应用更昔洛韦或膦甲酸钠或二者联合治疗后

均获得斆斖斨转阴棳相关症状消失暎单因素分析显
示棳斆斖斨再活化与斆斖斨阴性患者在年龄暍发病时
细胞遗传学状态暍移植物来源暍预处理方案暍移植物
中单个核细胞及斆斈棾棿棲细胞中位数水平暍白细胞和
血小板植活时间暍斸斍斨斎斈及斻斍斨斎斈等方面均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棬 椌棸棶棸椀棭暎移植类型方面棳斆斖斨
再活化以亲缘半相合移植为主棬椂棾棶棿棩棭棳而斆斖斨
阴性则以亲缘全相合移植为主棬椀棿棶棾棩棭棳棽组患者
在移植类型的分布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棬 椊
棸灡棸棸椂棭椈斎斕斄不全相合移植术后斆斖斨再活化的
比例明显升高棬 椊棸棶棸棻棭暎斆斖斨再活化患者中有
椀椄例棬椄棻棶椃棩棭在预处理过程中应用了 斄斣斍棳而
斆斖斨阴性患者中棽棻例棬椂棸棶棸棩棭应用了 斄斣斍棳二
者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棬 椊棸棶棸棻椂棭暎详见表棻暎

表棻 斸旍旍旓灢斎斢斆斣后出现和未出现斆斖斨再活化患者的临床特点 例

组别 例数

年龄

椉棾椆岁 曒棾椆岁
预后分层

不良
良好或

中等

供者类型

斎斕斄全相合
亲缘供者

单倍体亲

缘供者
无关供者

斆斖斨未活化 棾椀 棻椂 棻椆 椄 棽椃 棻椆 棻棾 棾
斆斖斨再活化 椃棻 棾椂 棾椀 棻椃 椀棿 棻椃 棿椀 椆

组别

斎斕斄配型情况
全相合 不全相合

预处理方案

斅旛棷斆旟 斅旛棷斊旍旛
是否应用斄斣斍
是 否

干细胞来源

骨髓棲
外周血

外周血

单个核细

胞数棷棬暳
棻棸椄暏旊旂棴棻棭

斆斖斨未活化 棽棸 棻椀 椀 棾棸 棽棻 棻棿 棾棽 棾 棻棸棶棾椆
斆斖斨再活化 棽棻 椀棸 椆 椂棽 椀椄 棻棾 椀椄 棻棾 棻棸棶棽椄

组别

斆斈棾棿棲
细胞棷棬暳
棻棸椂暏旊旂棴棻棭

中性粒

细胞植

活时间棷斾
血小板植

活时间棷斾
斸斍斨斎斈

无 栺度 栻暙桇度
斻斍斨斎斈

无 局限 广泛

斆斖斨未活化 棾棶椄棽 棻棽 棻棾 棽棾 椃 椀 棽棾 椀 椃
斆斖斨再活化 棾棶椃棿 棻棽 棻椄 棿椀 棻棻 棻椀 椀棿 椆 椄

棽棶棽 白血病复发及相关因素
棻棸椂例患者中棻椆例出现复发棳中位复发时间为

棿棶椀棬棽暙棾椄棭个月棳棾年累积复发率为棻椃棶椄棩棳椀年累
积复发率为棻椆棶棿棩暎单因素分析显示棳年龄暍性别暍
发病时遗传学高危状态暍预处理方案暍移植物来源暍
供者性别等均不影响患者的复发椈移植后出现
斆斖斨再活化以及是否在棾棸斾内出现再活化也不
影响患者移植后复发棬 椌棸棶棸椀棭暎而中重度
斸斍斨斎斈棬栻暙桇度棭的发生能够降低患者的棾年累
积复发率棬棸棩旜旙棽棻棶椄棩棳 椊棸棶棸棽椃棭棬图棻斸棭棳移植
后出现斻斍斨斎斈 患者的棾年复发率也显著降低
棬棸棩旜旙棽棿棶棿棩棳 椊棸棶棸棸棿棭棬图棻斺棭暎斆旓旞多因素
回归分析提示棳患者发病时细胞遗传学高危状态暍
预处理方案暍移植和移植物类型暍斆斖斨再活化暍中
重度斸斍斨斎斈和斻斍斨斎斈均不影响患者移植后的
复发暎

为除外斄斣斍应用对移植后斆斖斨再活化的影
响棳本研究观察了斆斖斨再活化对于未应用 斄斣斍
患者移植后复发的影响暎结果显示棳在棽椃例未应
用斄斣斍的斎斕斄全相合亲缘移植患者中棳棿例患者
复发棳棾年累积复发率为棻椀棶棾棩棳移植后斆斖斨感染
并不影响此类患者移植后的复发率暎

棽棶棾 生存情况及其相关因素
棻棸椂例患者移植后的中位生存时间为棾椂棬棻暙

棻椃棻棭个月棳椄棽例存活棳棽棿例死亡暎除棻椂例患者因
复发死亡外棳棾例患者死于感染棳棻例患者死于桇度
斸斍斨斎斈棳棽例患者死于广泛斻斍斨斎斈棳棽例患者死于
其他肿瘤棬棻例为肺癌棳棻例为乳腺癌棭暎棻棸椂例患者
的棾年和椀年斚斢分别为椃椃棶棽棩和椃椀棶椄棩椈棾年和
椀年斈斊斢分别为椃椂棶棸棩和椃棿棶椀棩暎斕旓旂灢斠斸旑旊分
析显示棳年龄椌棿棸岁患者的棾年生存率显著低于其
他患者棬椂椂棶棿棩 旜旙椄椀棶棿棩棳 椊棸棶棸棽棽棭棳移植后
斆斖斨再活化患者的棾年生存率低于斆斖斨阴性患
者棬椃椀棶椆棩旜旙椄椃棶椆棩棳 椊棸棶棸椆棭棬图棽棭暎患者性
别暍发病时细胞遗传学状态暍移植类型暍斄斣斍用量暍
预处理方案暍移植物来源暍斸斍斨斎斈和斻斍斨斎斈对于
患者移植后斚斢无明显影响暎同时棳上述各种因素
对于患者移植后的斈斊斢均无明显影响暎斆旓旞多因
素回归分析显示棳移植后斆斖斨再活化是影响患者
棾年生存率的独立危险因素棬 椊棸棶棸棾椆棭暎
棾 讨论

斸旍旍旓灢斎斢斆斣目前仍是斄斖斕患者达到斆斠后提
高预后的最有效手段暡椀暢棳但移植后复发和移植相关
死亡严重影响移植患者的预后暎以往研究证明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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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血液学杂志 第棾棽卷

斸椇斸斍斨斎斈椈斺椇斻斍斨斎斈暎
  图棻 出现栻暙桇度斸斍斨斎斈或斻斍斨斎斈能显著降低斸旍灢

旍旓灢斎斢斆斣后斄斖斕复发

斆斖斨再活化严重影响患者的生存暡棻暢暎但近年研究
表明棳斆斖斨再活化对 斄斖斕患者的影响不全是负
面的棳还可以减少疾病的复发暡棽棴棾暢暎由于我国椆棸棩
以上人群存在斆斖斨潜伏感染棳而斸旍旍旓灢斎斢斆斣过程
中大剂量放化疗和免疫抑制剂的应用棳使斆斖斨再
活化成为斸旍旍旓灢斎斢斆斣后的常见合并症之一暎斄斖斕
患者斸旍旍旓灢斎斢斆斣 后 斆斖斨 再活化率为棿椃棶棾棩暙
椂椆灡棻棩暡椂棴椃暢棳本研究结果显示棳斆斠期 斄斖斕患者移
植后 斆斖斨 再活化率为椂椃棶棸棩棳除棻例患者于
棻棻椃斾出现斆斖斨再活化外棳其余患者的斆斖斨再活
化均在移植后棻棸棸斾内发生暎经过抢先治疗后棳本
研究中仅棾例患者出现斆斖斨病棳所有患者经治疗
后均获得斆斖斨 转阴棳相关症状消失暎提示斸旍旍旓灢
斎斢斆斣后尤其是棻棸棸斾内棳定期检测斆斖斨灢斈斘斄情
况并及时给予抢先治疗棳仍具有重要意义暎

目前棳国内开展的单倍体和非血缘造血干细胞
移植数量逐步增多暎本研究结果显示棳斎斕斄不全
相合是移植后斆斖斨再活化的危险因素棳这一结果
与既往报道相同暎斄斣斍是单倍体和非血缘造血干
细胞移植预处理过程中常用的免疫抑制剂暎斄斣斍
作为选择性作用于斣淋巴细胞的免疫抑制剂棳具有

斸椇年龄椈斺椇斆斖斨再活化暎
图棽 年龄和斆斖斨再活化情况对斚斢的影响

清除胸腺和循环中斣细胞的作用棳造成患者斣淋
巴细胞免疫恢复延迟棳而斣淋巴细胞在控制斆斖斨
感染中具有重要作用暎国内外多项研究显示棳预处
理过程中应用斄斣斍增加移植后斆斖斨再活化的发
生率暡椄暢暎与这一结果相同棳本研究中斆斖斨再活化
患者应用 斄斣斍的比例明显高于斆斖斨未活化患
者棳应用斄斣斍是斆斖斨再活化的危险因素之一暎

近年来棳国外多项研究报道移植后斆斖斨再活
化能够减少移植后血液肿瘤的复发棳尤其是在
斄斖斕患者中这一作用更为明显暎斍旘斿斿旑等暡椆暢研究
显示棳移植后斆斖斨再活化能够降低 斄斖斕患者的
复发率棳但并不影响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暍淋巴瘤暍
慢性髓系白血病和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的移植后

复发率暎斉旍旐斸斸旂斸斻旍旈等暡棽暢在棽椂椂例成人斄斖斕患者
中棳通过检测旔旔椂椀抗原血症来评估斆斖斨感染情
况棳结果显示移植后出现斆斖斨感染的 斄斖斕患者
棻棸年复发率显著低于未感染患者棬椆棩旜旙棿棽棩棭暎
而 斖斸旑旉斸旔旔斸等暡椂暢则通过定量 斝斆斠 检测 斆斖斨灢
斈斘斄情况以评估斆斖斨再活化棳结果显示移植后
斆斖斨再活化对于应用清髓性预处理方案的斄斖斕
患者的复发具有保护作用棳但对于应用减低预处理
方案的患者则不能减少其复发暎后续研究认为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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斆斖斨感染减少斄斖斕复发可能与诱导成熟斘斔细
胞的扩增棳引起毭灢干扰素的释放从而介导了移植物
抗白血病作用暡棻棸棴棻棻暢暎此外棳识别斆斖斨肽段的毭毮灢
斣细胞可能能够与斄斖斕细胞发生交叉反应棳从而
减少了肿瘤的复发暡棻棽暢暎本研究应用定量斝斆斠方法
检测评估移植后斆斖斨灢斈斘斄再活化情况棳为减少
肿瘤本身对于结果的影响棳选择了斆斠期进行移植
的斄斖斕患者进行研究棳且所有患者均应用了清髓
性预处理方案棳但并未观察到斆斖斨再活化对于患
者复发的保护作用暎研究显示对于应用清髓性预
处理方案棳且不应用 斄斣斍治疗的同胞 斎斕斄全相
合移植的斄斖斕患者而言棳移植后斆斖斨再活化能
够显著减少白血病的复发暡棻棾暢暎本研究中棳此类患者
共有棽椃例棳其中棿例出现复发棳进一步研究并未发
现斆斖斨再活化具有减少肿瘤复发的作用棳这也可
能与病例数较少有关棳需要继续扩充样本以明确暎
在该项研究中棳斎斕斄半相合移植患者的比例占一
半以上棳且目前研究显示棳在斎斕斄不全相合移植中
由于斎斕斄的差异较大棳可激发更强烈的异体免疫
从而降低 斄斖斕的复发率暡棻棿暢暎本研究发现 斆斖斨
再活化没有减少斄斖斕复发也可能是 斎斕斄半相合
移植具有更强的抗白血病作用而掩盖了斆斖斨的
作用棳这些需要更多病例数量或单独对 斎斕斄不全
相合移植中斆斖斨再活化与复发的关系进一步研
究来证实暎另外棳本研究采用了积极的斆斖斨感染
的预清除治疗棳这样虽能减少斆斖斨病的发生棳但
可能也削弱了斆斖斨病毒激活抗白血病的作用暎

另一方面棳多个大型多中心研究也提示移植后
斆斖斨再活化并不能减少肿瘤的复发棳反而是移植
预后不良的因素之一暡棻椀棴棻椂暢暎本研究结果显示棳尽
管斆斖斨再活化患者经过治疗后均获得了斆斖斨灢
斈斘斄的转阴棳且并没有患者死于斆斖斨病棳但出现
再活化患者的棾年生存率为椃椀棶椆棩棳低于斆斖斨阴
性患者椄椃棶椆棩棬 椊棸棶棸椆棭暎多因素分析则显示棳
斆斖斨再活化仍是影响患者棾年斚斢的独立危险因
素暎这一结果与近期国内外的多项研究报道一
致暡棻椂棴棻椄暢暎斆斖斨再活化降低患者生存率棳可能与病
毒感染后增加合并细菌和真菌感染的机会暍病毒本
身以及抗病毒药物对于器官的影响暍以及可能会诱
发或加重斍斨斎斈等相关暡棻椃棴棻椄暢暎

斍斨斎斈是斸旍旍旓灢斎斢斆斣后的重要合并症暎既往
多个研究显示棳斸斍斨斎斈尤其是栻暙桇度斸斍斨斎斈
与移植后斆斖斨的再活化相关暡棻椂暢暎但本研究并未
观察到斸斍斨斎斈对于斆斖斨再活化的影响棳与既往
研究相比棳本研究中大量的患者棬椃椆棷棻棸椂棭应用了
斄斣斍治疗棳而斄斣斍是移植后斆斖斨再活化的独立
危险因素棳从而可能掩盖了斸斍斨斎斈对于斆斖斨感
染的影响暎另外棳在对于 斄斖斕复发的影响上棳尽
管单因素分析显示中重度斸斍斨斎斈和斻斍斨斎斈能

够减少患者移植后的复发棳但多因素分析显示二者
均非减低复发的因素棳这可能与本研究中患者以
斆斠期进行移植棳且移植后斍斨斎斈发生率不高等原
因有关暎今后的研究将进一步扩大病例棳并纳入更
多类型患者进行相关研究暎

综上所述棳尽管目前斆斖斨检测和治疗手段有
了长足的进步棳且应用更昔洛韦预防斆斖斨感染的
治疗已广泛应用棳但移植后斆斖斨再活化仍然是影
响斄斖斕患者移植后生存率的重要因素暎因此棳对
于斆斠后行斸旍旍旓灢斎斢斆斣的斄斖斕患者棳尤其是斎斕斄
不全相合移植和预处理应用斄斣斍的患者棳移植后
斆斖斨再活化的严密监测和及时暍有效的治疗仍是
我们提高移植疗效的重要手段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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暏棻椄棻暏



第棾期 中国血友病协作组棶血友病中心建设标准探讨

椀 各级诊疗中心如何合作
这涉及各级血友病中心间有效联络暎血友病

治疗中心在为当地血友病患者提供日常治疗和紧

急救治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暎然而棳患者可能需要
通过血友病诊治中心和血友病综合管理中心棳以获
得更全面的管理棬例如为产生抑制物的患者进行手
术棭暎建议以区域为单位棳以血友病诊疗中心为核
心棳形成血友病管理医联体暎血友病综合管理中心
作为三级转诊中心棳为血友病诊疗中心提供支持和
指导暎
椂 对血友病综合管理中心人员的要求

栙中心负责人和棬或棭主要骨干需接受过血友
病的专门培训暎栚中心有血友病专职护士暎栛中
心具有较完整的血友病防治团队棬血液科暍儿科暍骨
科暍急诊科暍康复理疗科暍口腔科暍出凝血检测暍血友
病护理暍遗传咨询等棭暎栜中心有专人对初诊患者
的信息登入全国的登记系统棳并定期输入患者的治
疗信息暍药品使用信息及并发症棷不良事件暎

棬杨仁池执笔棭

参与讨论的专家棬按姓氏笔画排列棭椇上海交通大学
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棬王学锋棭棳北京协和医院
棬王书杰暍陈丽霞暍赵永强棭棳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棬孙竞棭棳中国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棬吴竞生暍郑昌
成棭棳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棬吴润晖棭棳山
东省血液中心棬张心声暍房云海棭棳中国医学科学院
血液学研究所血液病医院棬杨仁池暍张磊暍薛峰棭棳华
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棬胡豫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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椲棻棿椵斆旇斸旑旂斮斒棳斪斸旑旂斮棳斕旈旛斮斠棳斿旚斸旍棶斎斸旔旍旓旈斾斿旑旚旈斻斸旍斸旍灢
旍旓旂旘斸旀旚旈旙旙旛旔斿旘旈旓旘旚旓旐斸旚斻旇斿斾旙旈斺旍旈旑旂斾旓旑旓旘斸旍旍旓旂旘斸旀旚旈旑
斿旘斸斾旈斻斸旚旈旑旂旔旘斿灢旚旘斸旑旙旔旍斸旑旚斸旚旈旓旑 旐旈旑旈旐斸旍旘斿旙旈斾旛斸旍斾旈旙灢

斿斸旙斿旓旀斄斖斕旔斸旚旈斿旑旚旙斸旙斾斿旚斿旘旐旈旑斿斾斺旟旐旛旍旚旈旔斸旘斸旐斿灢
旚斿旘旀旍旓旝斻旟旚旓旐斿旚旘旟椇斸旘斿旚旘旓旙旔斿斻旚旈旜斿斸旑斾旔旘旓旙旔斿斻旚旈旜斿斸灢
旑斸旍旟旙旈旙椲斒椵棶斒斎斿旐斸旚旓旍斚旑斻旓旍棳棽棸棻椃棳棻棸椇棻棾棿棶

椲棻椀椵斢斻旇旐旈斾旚灢斎旈斿斺斿旘斖棳斕斸斺旓旔旈旑斖棳斅斿斿旍斿旑斈棳斿旚斸旍棶斆斖斨
旙斿旘旓旙旚斸旚旛旙旙旚旈旍旍旇斸旙斸旑旈旐旔旓旘旚斸旑旚旔旘旓旂旑旓旙旚旈斻旈旐旔斸斻旚旈旑
斾斿旑旓旜旓斸斻旛旚斿旍斿旛旊斿旐旈斸旔斸旚旈斿旑旚旙斸旀旚斿旘斸旍旍旓旂斿旑斿旈斻旙旚斿旐
斻斿旍旍旚旘斸旑旙旔旍斸旑旚斸旚旈旓旑椇斸旘斿旔旓旘旚旀旘旓旐旚旇斿斄斻旛旚斿斕斿旛旊斿旐旈斸
斪旓旘旊旈旑旂斝斸旘旚旟旓旀斉斅斖斣椲斒椵棶斅旍旓旓斾棳棽棸棻棾棳棻棽棽椇棾棾椀椆棴
棾棾椂棿棶

椲棻椂椵斣斿旈旘斸斝棳斅斸旚旚旈旝斸旍旍斸斖棳斠斸旐斸旑斸旚旇斸旑斖棳斿旚斸旍棶斉斸旘旍旟斻旟灢
旚旓旐斿旂斸旍旓旜旈旘旛旙旘斿斸斻旚旈旜斸旚旈旓旑旘斿旐斸旈旑旙斸旙旙旓斻旈斸旚斿斾旝旈旚旇旈旑灢
斻旘斿斸旙斿斾旚旘斸旑旙旔旍斸旑旚灢旘斿旍斸旚斿斾旐旓旘旚斸旍旈旚旟旈旑旚旇斿斻旛旘旘斿旑旚斿旘斸椇
斸斆斏斅斖斣斠斸旑斸旍旟旙旈旙椲斒椵棶斅旍旓旓斾棳棽棸棻椂棳棻棽椃椇棽棿棽椃棴
棽棿棾椄棶

椲棻椃椵斘旈斻旇旓旍旙斪斍棳斆旓旘斿旟斕棳斍旓旓旍斿旟斣棳斿旚斸旍棶斎旈旂旇旘旈旙旊旈旀
斾斿斸旚旇斾旛斿旚旓斺斸斻旚斿旘旈斸旍斸旑斾旀旛旑旂斸旍旈旑旀斿斻旚旈旓旑斸旐旓旑旂斻旟旚旓灢
旐斿旂斸旍旓旜旈旘旛旙棬斆斖斨棭灢旙斿旘旓旑斿旂斸旚旈旜斿旘斿斻旈旔旈斿旑旚旙旓旀旙旚斿旐
斻斿旍旍旚旘斸旑旙旔旍斸旑旚旙旀旘旓旐旙斿旘旓旔旓旙旈旚旈旜斿斾旓旑旓旘旙椇斿旜旈斾斿旑斻斿旀旓旘
旈旑斾旈旘斿斻旚斿旀旀斿斻旚旙旓旀旔旘旈旐斸旘旟斆斖斨旈旑旀斿斻旚旈旓旑椲斒椵棶斒斏旑旀斿斻旚
斈旈旙棳棽棸棸棽棳棻椄椀椇棽椃棾棴棽椄棽棶

椲棻椄椵斆斸旑旚旓旑旈斘棳斎旈旘旙斻旇斎斎棳斔旇斸旑旑斸斘棳斿旚斸旍棶斉旜旈斾斿旑斻斿旀旓旘
斸斺旈斾旈旘斿斻旚旈旓旑斸旍旘斿旍斸旚旈旓旑旙旇旈旔斺斿旚旝斿斿旑斻旟旚旓旐斿旂斸旍旓旜旈旘旛旙
旘斿旔旍旈斻斸旚旈旓旑斸旑斾斸斻旛旚斿旂旘斸旀旚灢旜斿旘旙旛旙灢旇旓旙旚斾旈旙斿斸旙斿椲斒椵棶斅旈旓旍
斅旍旓旓斾斖斸旘旘旓旝斣旘斸旑旙旔旍斸旑旚棳棽棸棻棸棳棻椂椇棻棾棸椆棴棻棾棻棿棶

棬收稿日期椇棽棸棻椄灢棻棽灢棻棸棭

暏椀椄棻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