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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动态监测分析肾移植患者环孢素 血药浓度 指导临床合理用药 ∀方法  应用荧光偏振免疫分析法测定 例

肾移植患者环孢素 血药浓度 ∀结果  在 例肾移植患者 次环孢素 血药浓度监测中 有 次 达到有效血

药浓度 ∗ # 其平均浓度为 ? # 有 次 低于有效血药浓度 Χ

# 其平均浓度为 ? # 有 次 超过有效血药浓度 # 其平均浓度为

? # ∀结论  环孢素 用药具有个体化的特点 动态监测其血药浓度对于肾移植患者安全 !有效用药

非常重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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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孢素 ≤ 用于防止器官移植的排斥反应 已得到

广泛应用 效果已得到证实 ∀由于其治疗量与中毒量的范围

狭窄 虽在中毒量与非中毒量的全血环孢素 浓度有所不

同 ≈ 但由于存在较大的个体交叉 加之本药又大多供长期

预防性用药 而肾 !肝毒性在肾 !肝移植时 难以和排斥反应

区别 ∀因此 ≤ 浓度的动态测定是指导临床用药剂量 !避

免和判断药物中毒的重要指标 ≈ ∀根据全血中的药物浓度

随时调整 ≤ 的用药剂量避免药物中毒反应与疗效不佳的

发生具有重要的意义 ∀笔者对 年 月 日 ∗ 年

月 日间我院 例肾移植患者口服 ≤ 的 次血药浓

度进行动态监测和分析 现报告如下 ∀

1  材料和方法

1 1  研究对象

次测定结果选自我院 年 月 ∗ 年 月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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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服 ≤ 的 例肾移植患者 男 例测定 次 !女 例

测定 次 ∀年龄 ∗ 岁 ∀

1 2  实验方法

取样时间在达稳态后用药前 以测定稳态谷浓度 ∀所有

研究对象均采静脉血 ∞⁄× # 抗凝后 用荧光偏振免

疫分析法测定 ≤ 血药浓度 按操作规程进行 ∀

1 3  仪器与试剂

仪器为美国雅培公司生产的 ÷ ≥≠ 全自动分析仪 ∀试

剂为进口试剂 美国雅培公司产品 ∀

2  结果

2 1  次 ≤ 血药浓度检测结果

测定 次 ≤ 血药浓度中 有 次占总数的

患者用药未达到最低有效浓度 Χ # 其平

均浓度为 ? # 次占总数的 患

者用药达到临界中毒血药浓度 # 其平均

浓度为 ? # 次占总数的

患者达到有效用药浓度 ∗ # 其平均浓度

为 ? # ∀见表 ∀

表 1  次 ≤ 血药浓度检测结果

Ταβ 1  × ∏ 2

组别
血药浓度

#
测定次数

平均浓度

#
百分率

?

∗ ?

?

2 2  某患者 ≤ 血药浓度动态监测结果

该患者口服 ≤ 进行动态监测 次 结果在整个监测

过程中 有 次 第 次 血药浓度为 # 超过

中毒浓度 # 次 第 ! 次 血药浓度为

# 低于有效浓度 ≤ # ∀

见表 ∀

表 2  某患者 ≤ 血药浓度动态监测结果

Ταβ 2  × ∏

次数 检测日期
血药浓度

#
次数 检测日期

血药浓度

#

3  讨论

≤ 是由真菌代谢产物中提取得到的由 个氨基酸组

成的环状多肽 为高脂溶性肽类大分子药物 主要选择性抑

制 ×淋巴细胞 × 的增殖及功能 抑制淋巴细胞在抗原或

分裂原刺激下的分化 !增殖 抑制其分泌白介素及 ƒ 等 抑

制 细胞的杀伤活力 产生免疫调节作用 用于器官移植

后的抗排斥反应 ≈ ∀

口服 ≤ 用药量是于移植前 ∗ 起每日服 #

到手术后 ∗ 周 每日减量 # 达到每日 ∗

# 的维持量 ∀口服 ≤ 后 ∗ 血药浓度达高峰

τ 为 ∗ ∀目前 用荧光偏振免疫法测定全血 ≤ 量

是确定患者用药安全性的最优方法 ∀一般以全血 ≤ 浓度

# 作为中毒与非中毒的界限 ∀当全血 ≤ 浓

度 # 时认为剂量不足 当全血 ≤ 浓度在

∗ # 间为治疗剂量 ∀

移植患者由于受供体个体间基因型不同 移植后常出现

排斥反应 ∀ ≤ 作为抗排斥反应药物应用于临床 使用效果

得到公认 ≈ ∀我院 次监测血药浓度在其有效治疗浓

度之内 在 次监测血药浓度过量中 其中有

次 存在中毒症状 如震颤 !厌食 !呕吐 实验室检查谷丙转氨

酶 !肌酐 !尿素氮 !尿酸升高等 ∀同时 我们注意到 ≤ 用药

具有个体化 且受诸多因素影响 ∀在对某患者常规用药的

次血药浓度监测看 有一次超过中毒浓度 !二次低于最低有

效浓度 经过临床处理 降至有效浓度 ∀

总之 血液中 ≤ 浓度过大或不足均不可取 用荧光偏

振免疫法动态检测其血药浓度 对移植患者的合理用药非常

重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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