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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  探讨利妥昔单抗联合氯沙坦钾治疗慢性肾小球肾炎的临床疗效。方法  选取 2020 年 1 月—2022 年 12 月中

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 908 医院收治的 105 例慢性肾小球肾炎患者，依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52 例）和治疗

组（53 例）。对照组口服氯沙坦钾片，50 mg/次，1 次/d。治疗组在对照组治疗基础上静脉滴注利妥昔单抗注射液，500 mg 溶

于 10%葡萄糖溶液 500 mL 中，起始给药速度为 50 mg/h，1 h 以后每半小时增加 50 mg，1 次/周。两组连续治疗 12 周。比较

两组的临床疗效，疲惫消失时间、浮肿消失时间及恶心呕吐消失时间。比较两组治疗前后尿素氮（BUN）、血肌酐（Scr）、

24 h 尿蛋白、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FG）、白细胞诱素-1（LKN-1）及白细胞介素-1β（IL-1β）水平变化情况。结果  治疗

后，治疗组总有效率是 94.34%，显著高于对照组的 78.85%（P＜0.05）。治疗后，治疗组疲惫、浮肿、恶心呕吐消失时间显

著短于对照组（P＜0.05）。治疗后，两组 BUN、Scr、24 h 尿蛋白水平均较治疗前显著下降（P＜0.05）；且治疗后，治疗组

BUN、Scr、24 h 尿蛋白水平均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治疗后，两组血清 VEFG、LKN-1、IL-1β 水平均显著降低（P＜

0.05）；治疗后，治疗组血清炎性因子水平均低于对照组（P＜0.05）。结论  利妥昔单抗联合氯沙坦钾治疗慢性肾小球肾炎的

临床疗效较好，有助于减轻患者的临床症状，改善肾功能，并能降低血清炎性因子水平，且具有较好的安全性。 

关键词：利妥昔单抗注射液；氯沙坦钾片；慢性肾小球肾炎；尿素氮；肌酸酐；血管内皮生长因子；白细胞诱素-1 

中图分类号：R98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 - 5515(2023)08 - 2026 - 05 

DOI: 10.7501/j.issn.1674-5515.2023.08.034 

Clinical study of rituximab combined with losartan potassium in treatment of 

chronic glomerulonephritis 

LI Kun1, FAN Tuo-ying2 

1. Department of Health Medicine, The 908 Hospital of the Chines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Joint Logistic Support Force, 

Nanchang 330002, China 

2. Department of General Medicine, The 908 Hospital of the Chines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Joint Logistic Support Force, 

Nanchang 330002,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rituximab combined with losartan potassium in treatment of chronic 

glomerulonephritis. Methods  A total of 105 patients with chronic glomerulonephritis admitted to the 908 Hospital of the Chines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Joint Logistic Support Force from January 2020 to December 2022 were selected and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52 cases) and treatment group (53 cases) according to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were po 

administered with Losartan Potassium Tablets, 50 mg/time, once daily. Patients in the treatment group were po administered with 

Rituximab Injection on the basis of the control group, 500 mg was dissolved in 10% glucose solution 500 mL, the initial administration 

rate was 50 mg/h, and 50 mg was increased every half hour after 1 h, once a week. Patients in two groups were treated for 12 weeks. 

After treatment, the clinical efficacy was evaluated, and fatigue disappearance time, edema disappearance time and nausea and 

vomiting disappearance time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The levels of urea nitrogen (BUN), serum creatinine (Scr), 24 h urinary 

protein, 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 (VEFG), leucoinducin-1 (LKN-1) and interleukin-1β (IL-1β)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Results  After treatment,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of the treatment group was 94.34%, which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78.85%, P < 0.05). After treatment, the disappearance time of fatigue, edema, 

nausea and vomiting in the treatment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short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After treatment, B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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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r, and 24 h urinary protein levels in two groups were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compared with before treatment (P < 0.05). After treatment, 

BUN, Scr, and 24 h urinary protein levels in treatment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control group (P < 0.05). After 

treatment, serum levels of VEFG, LKN-1, and IL-1β were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in both groups (P < 0.05). After treatment, the levels of 

serum inflammatory factors in the treatment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Conclusion  Rituximab 

combined with losartan potassium has good clinical effect in treatment of chronic glomerulonephritis, is helpful to reduce the clinical 

symptoms of patients, and can improve renal function, and can reduce the level of serum inflammatory factors, which has a good safety. 

Key words: Rituximab Injection; Losartan Potassium Tablets; chronic glomerulonephritis; BUN; Scr; VEFG; LKN-1 

 

慢性肾小球肾炎是一种临床常见的好发于男性

青壮年群体的肾小球疾病，临床多表现为水肿、蛋白

尿、血尿、高血压、恶心呕吐、嗜睡等症状，具有发

病隐匿、迁延难愈、炎性进展的特点，若得不到及时

有效的治疗最终会发展为终末期肾功能衰竭[1]。目

前，临床治疗慢性肾小球肾炎多采用支持性治疗措

施，控制患者血压和蛋白尿，降低对肾功能的损伤[2]。

氯沙坦钾是一种常见的治疗慢性肾小球肾炎的药

物，属血管紧张素 II 受体抑制剂，能够通过作用于

血管紧张素系统来有效控制肾小球血管内压、降低

蛋白尿，抑制肾小球的硬化速度，从而在一定程度

上缓解肾功能改变[3]。然而临床数据显示，氯沙坦

钾治疗慢性肾小球肾炎的整体疗效并不理想，无法

达到临床预期[4]。利妥昔单抗是一种人鼠嵌合单克隆

抗体，在自身免疫性疾病的治疗方面获得明确的疗

效，已有报道尝试用其治疗慢性肾小球肾炎，也初步

获得了一定的研究数据[5]。本研究探讨利妥昔单抗联

合氯沙坦钾治疗慢性肾小球肾炎的临床疗效。 

1  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20 年 1 月—2022 年 12 月中国人民解

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 908 医院收治的 105 例慢性

肾小球肾炎患者，其中男 64 例，女 41 例；年龄

（40.97±5.44）岁；病程（2.18±0.60）年；本研究

经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实施（批号 M2019-F078）。 

纳入标准：符合《内科学》（第 7 版）中相关慢

性肾小球肾炎的诊断标准[6]；年龄≥18 岁；患者意

识清楚，愿意配合治疗；患者签订知情同意协议。 

排除标准：肝炎相关性肾病、痛风性肾病、高血

压肾病、糖尿病肾病、系统性红斑狼疮肾病、过敏性

紫癜性肾病等继发性肾小球肾病患者；对研究药物有

禁忌症或过敏者；合并严重的肝、心等器质性疾病者；

伴有精神类疾病者；合并感染、结核等疾病者。 

1.2  药物 

利妥昔单抗注射液由 Roche Diagnostics GmbH

生产，规格 100 mg∶10 mL，产品批号 191115；氯

沙坦钾片由北京双吉制药有限公司生产，规格 50 

mg/片，产品批号 20191022。 

1.3  分组和治疗方法 

依照随机数字表法将所有患者分为对照组（52

例）和治疗组（53 例）。其中对照组男 31 例，女 21

例；年龄（41.15±4.20）岁；病程（2.12±0.48）年。

治疗组男 33 例，女 20 例；年龄（40.88±5.17）岁；

病程（2.20±0.53）年。两组一般临床资料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具有可比性。 

两组患者均实施常规治疗措施，包括抗感染、抗

凝、纠正水电解质紊乱等，并指导患者饮食，注意低

盐、低脂、低蛋白饮食。对照组口服氯沙坦钾片，50 

mg/次，1 次/d。治疗组在对照组治疗基础上静脉滴注

利妥昔单抗注射液，500 mg 溶于 10%葡萄糖溶液 500 

mL 中，起始给药速度为 50 mg/h，1 h 以后每半小时

增加 50 mg，1 次/周。两组连续治疗 12 周。 

1.4  临床疗效判断标准[7] 

显效：肾功能指标恢复正常，24 h 尿蛋白水平

减小 40%以上，临床症状完全消失；有效：肾功能

指标有所改善，24 h 尿蛋白水平减小 40%及以下，

临床症状基本消失；无效：肾功能指标无改善，24 h

尿蛋白水平无减小，临床症状无改善甚至加重。 

总有效率＝（显效例数＋有效例数）/总例数 

1.5  观察指标 

1.5.1  症状消失时间  由同一位医师记录并比较两

组患者疲惫、浮肿、恶心、呕吐消失时间。。 

1.5.2  24 h 尿蛋白  取患者治疗前后尿液样本，应

用 BaekmaxCXT 生化分析仪检测 24 h 尿蛋白水平。 

1.5.3  血清细胞因子  取患者空腹静脉血，分离血

清，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检测两组血清尿素氮

（BUN）、血肌酐（Scr）、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FG）、

白细胞诱素-1（LKN-1）及白细胞介素-1β（IL-1β）

水平，操作步骤严格按照试剂盒说明书进行。 

1.6  不良反应观察 

治疗期间，观察两组患者咳嗽、头晕、血管性

水肿、皮疹等不良反应的发生情况，并计算不良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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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发生率。 

1.7  统计学方法 

应用 SPSS 24.0 软件处理数据。试验所得到的计

数资料用百分比表示，采用 χ2检验；计量资料符合正

态分布，方差齐性采用 t 检验，表示形式为x±s。 

2  结果 

2.1  两组临床疗效比较   

治疗后，治疗组总有效率是 94.34%，显著高于

对照组的 78.85%（P＜0.05），见表 1。 

2.2  两组临床症状消失时间比较   

治疗后，治疗组疲惫、浮肿、恶心呕吐消失时

间显著短于对照组（P＜0.05），见表 2。 

2.3  两组肾功能指标比较   

治疗后，两组患者 BUN、Scr、24 h 尿蛋白水

平均较治疗前显著下降（P＜0.05）；且治疗后，治

疗组患者 BUN、Scr、24 h 尿蛋白水平均显著低于

对照组，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见表 3。 

2.4  两组血清炎性因子水平比较 

治疗后，两组血清 VEFG、LKN-1、IL-1β 水平

均显著降低（P＜0.05）；治疗后，治疗组血清炎性

因子水平均低于对照组（P＜0.05），见表 4。 

表 1  两组临床疗效比较 

Table 1  Comparison on clinical efficacy between two groups  

组别 n/例 显效/例 有效/例 无效/例 总有效率/% 

对照 52 14 27 11 78.85 

治疗 53 26 24 3 94.34* 

与对照组比较：*P＜0.05 

*P < 0.05 vs control group 

表 2  两组临床症状消失时间比较（x ± s ） 

Table 2  Comparison on disappear time of clinical symptoms between two groups (x ± s ) 

组别 n/例 
临床症状消失时间/d 

疲惫 浮肿 恶心呕吐 

对照 52 9.45±1.38 8.44±1.55 7.89±1.62 

治疗 53 8.11±1.09* 7.06±1.24* 6.19±1.40* 

与对照组比较：*P＜0.05 

*P < 0.05 vs control group 

表 3  两组肾功能指标比较（x ± s ） 

Table 3  Comparison on renal function indexes between two groups (x ± s ) 

组别 n/例 
BUN/(mmol∙L−1) Scr/(μmol∙L−1) 24 h 尿蛋白/g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对照 52 6.75±1.10 4.02±1.05* 114.49±14.20 88.36±12.16* 5.94±1.81 3.04±1.16* 

治疗 53 6.79±1.31 2.08±1.14*▲ 115.12±15.48 68.31±9.55*▲ 5.89±1.72 1.51±1.08*▲ 

与同组治疗前比较：*P＜0.05；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P＜0.05 

*P < 0.05 vs same group before treatment; ▲P < 0.05 vs control group after treatment 

表 4  两组血清炎性因子水平比较（x ± s ） 

Table 4  Comparison on serum levels of inflammatory factors between two groups (x ± s ) 

组别 n/例 
VEFG/(g∙L−1) LKN-1/(pmol∙L−1) IL-1β/(pg∙mL−1)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对照 52 52.80±10.33 40.43±8.29 176.63±15.56 128.24±11.15 57.43±9.85 33.30±7.49 

治疗 53 52.57±11.18 29.25±7.21 175.91±16.22 72.11±9.59 57.18±10.29 16.68±4.23 

与同组治疗前比较：*P＜0.05；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P＜0.05 

*P < 0.05 vs same group before treatment; ▲P < 0.05 vs control group after trea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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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两组不良反应比较 

治疗期间，治疗组发生咳嗽 1 例、头晕 1 例、

血管性水肿 1 例、皮疹 1 例，不良反应发生率是

7.55%；对照组发生咳嗽 1 例、头晕 1 例、血管性水

肿 1 例，不良反应发生率为 5.77%，两组不良反应

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3  讨论 

目前，慢性肾小球肾炎的发病机制尚不明确，

大多数研究者认为其发病与免疫反应介导的肾小球

损伤紧密相关[8]。临床上治疗慢性肾小球肾炎的代

表性药物是氯沙坦钾，该药有明确疗效，能够稳定

患者血压、控制蛋白尿[9]。虽然常规的对症治疗措

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症状，然而整体疗效有限，

无法彻底阻断肾功能进展。 

慢性肾小球肾炎的病理检查结果显示，患者肾

小球内沉积有大量的免疫损伤介质，可见免疫球蛋

白，而免疫球蛋白是原位免疫复合物和循环免疫复

合物的基本成分，说明抗原抗体反应是慢性肾小球

肾炎的免疫发病机制之一[10-11]。慢性肾小球肾炎患

者蛋白尿和血尿症状的出现正是由于患者肾小球的

固有结构和细胞受到免疫反应的破坏，导致肾基底膜

的电荷屏障和机械屏障遭到破坏所致，该症状的严重

程度也能够反映出肾脏免疫反应的严重度[12-13]。基于

该发病机制，应用免疫抑制剂或细胞毒抑制剂来抑

制活化的免疫细胞对于慢性肾小球肾炎的治疗有重

要的意义。利妥昔单抗靶向作用于 B 细胞表面的

CD20 抗原，可以特异性结合 CD20 抗原来通过补

体介导的细胞毒作用和抗体依赖的细胞毒作用发挥

杀伤 B 淋巴细胞的作用，从而抑制机体的体液免疫

反应[14-15]。 

本研究结果显示，治疗组总有效率比对照组高，

临床症状消失时间比对照组短，治疗后肾功能指标

比对照组低，提示利妥昔单抗联合氯沙坦钾治疗慢

性肾小球肾炎的临床疗效较好，能够明显减轻临床

症状，改善肾功能。氯沙坦钾属于血管紧张素 II 受

体抑制剂，结合血管紧张素 II 受体后能够调节肾小

球的高代谢状态，增大肾小球的滤过屏障孔径，改

善滤过的通透性，降低尿蛋白，在一定程度上能够

改善临床症状[16]。利妥昔单抗通过抑制过度活化的

免疫细胞来阻止肾脏的免疫炎症反应[17]。利妥昔单

抗联合氯沙坦钾治疗慢性肾小球肾炎，两种药物从

不同的角度来发挥作用，协同增效，疗效优于单纯

应用氯沙坦钾。本研究结果显示，治疗组治疗后血

清炎性因子水平均比对照组低。VEFG 是一种调节

血管通透性的细胞因子，其血清水平与慢性肾小球肾

炎患者 24 h 尿蛋白定量呈正相关[18]。LKN-1 是一种

趋化因子，其通过结合趋化因子受体来促进炎性细

胞的发展，影响局部炎性反应[19]。IL-1β 为一种天然

免疫因子，其血清水平随慢性肾小球肾炎的发生发

展呈上升趋势，其大量释放会加重肾损伤[20]。研究

显示，慢性肾小球肾炎的发生发展与免疫炎症反应

有紧密联系，VEFG、LKN-1 及 IL-1β 等多种炎症因

子参与慢性肾小球肾炎的发生发展[21]。利妥昔单抗

不同于传统的非特异性免疫抑制剂，其特异性靶向

清除 B 淋巴细胞，减少体内促炎症因子，从而发挥

疗效[22]。另外本研究结果显示，两组治疗期间不良

反应发生率无明显差异，提示两种药物联合应用治

疗慢性肾小球肾炎的过程中并未出现严重的不良反

应，不良反应发生率在联合用药后也未见明显增加，

临床用药的安全性较好。 

综上所述，利妥昔单抗联合氯沙坦钾治疗慢性

肾小球肾炎的临床疗效较好，有助于减轻患者的临

床症状，改善肾功能，并能降低血清炎性因子水平，

且具有较好的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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