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收稿日期］　２０２３－０１－１４

［通信作者］　梅长林　　Ｅｍａｉｌ：ｃｈｌｍｅｉ１９５４＠１２６．ｃｏｍ；张文宏　　Ｅｍａｉｌ：ｚｈａｎｇｗｅｎｈｏｎｇ＠ｆｕｄａｎ．ｅｄｕ．ｃｎ

犇犗犐：１０．１２１３８／犼．犻狊狊狀．１６７１－９６３８．２０２３４０３７

·专家论坛·

慢性肾脏病合并丙型肝炎病毒感染诊断、治疗和预防的临床实践指南

（２０２３年版）

慢性肾脏病合并丙型肝炎病毒感染诊断、治疗和预防专家组

［摘　要］　丙型肝炎病毒（ＨＣＶ）感染在慢性肾脏病（ＣＫＤ）患者中高发，ＣＫＤ患者在抗 ＨＣＶ治疗方面具有特殊

性。随着直接抗病毒药物（ＤＡＡ）问世并广泛应用于临床，ＣＫＤ患者合并 ＨＣＶ感染的预后获得极大改善。近年来

ＨＣＶ治疗领域进展迅速，多种ＤＡＡ相继在国内获批上市。为此，我国肾脏病、感染病、肝病和感控专家在２０１９年

发表的《慢性肾脏病合并丙型肝炎病毒感染诊断及治疗的专家共识》基础上，以国内外临床研究进展为依据，结合

现阶段我国实际情况，更新形成了本指南，以期为ＣＫＤ合并 ＨＣＶ感染患者的规范化诊治提供指导性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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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性肾脏病（ｃｈｒｏｎｉｃｋｉｄｎｅｙｄｉｓｅａｓｅ，ＣＫＤ）是

我国重要的公共健康问题，流行率约为１０．８％，据

此推算，我国成人ＣＫＤ患者约１．２亿
［１］。根据肾小

球滤过率估算值（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ｇｌｏｍｅｒｕｌａｒｆｉｌｔｒ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ｅＧＦＲ），ＣＫＤ可分为１～５期
［２］。ＣＫＤ患者

免疫功能低下，易受细菌、病毒和其他病原体感染，

丙型肝炎病毒（ｈｅｐａｔｉｔｉｓＣｖｉｒｕｓ，ＨＣＶ）感染在

ＣＫＤ人群中更为高发，血液透析等高危因素进一步

增加了ＨＣＶ感染的风险。一旦感染ＨＣＶ，长期慢性

感染可进一步导致肝硬化与肝癌，及时清除 ＨＣＶ的

抗病毒治疗可阻止疾病进展并降低远期并发症发生

率。近年来，直接抗病毒药物（ｄｉｒｅｃｔａｃｔｉｎｇａｎｔｉｖｉｒａｌ

ａｇｅｎｔ，ＤＡＡ）问世并广泛应用于临床，泛基因型

ＤＡＡ方案在已知主要基因型和主要基因亚型的

ＨＣＶ感染患者中都能达到９０％以上的持续病毒学

应答（ｓｕｓｔａｉｎｅｄｖｉ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ＶＲ），并且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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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性良好，药物相互作用较少。

为帮助我国临床医生掌握 ＣＫＤ 患者合并

ＨＣＶ感染的筛查、诊断、治疗和预防，我们邀请肾

脏病、感染病、肝病和感控专家组成指南编写委员

会。自２０２２年７月开始，专家组在２０１９年版专家

共识基础上［３］，对ＣＫＤ患者合并 ＨＣＶ感染的诊

断、治疗和预防进行证据检索和评价，证据检索截止

时间为２０２２年８月。证据来源：检索 ＰｕｂＭｅｄ、

Ｅｍｂａｓｅ、ＣｏｃｈｒａｎｅＬｉｂｒａｒｙ、Ｗｅｂ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万方、

中国知网及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发表的英文和

中文文献，严格遵循世界卫生组织指南制订手册和

美国医学研究所制定临床实践指南的定义，采用推

荐评估、制定及评价分级方法（ｇｒａｄｉｎｇｏｆｒｅｃｏｍ

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ｓ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ｅｖａｌｕａ

ｔｉｏｎ，ＧＲＡＤＥ）对证据质量及推荐意见进行分级

（表１），并按照医疗保健实践指南报告规则（ｒｅｐｏｒ

ｔｉｎｇｉｔｅｍｓｆｏｒ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ｉｎ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

ＲＩＧＨＴ）进行报告。

表１　推荐等级和证据级别

级别 意义

推荐等级

　１级 强推荐

　２级 弱推荐

证据级别

　Ａ（高质量） 确信真正效果与估计的效果相近

　Ｂ（中等质量） 真正效果很可能与估计的效果相近，但是

也有可能本质上不同

　Ｃ（低质量） 真正效果可能本质上不同于估计的效果

　　推荐意见采用专家一致性原则，通过制订

ＧＲＡＤＥ决策表，并组织德尔菲法调查和多轮讨论

达成对推荐意见的共识。指南编写专家组历时３个

月，经过３轮讨论和修改，最终形成目前的临床实践

指南。本指南可供肾脏病科、感染科和医院感控科

医生在临床实践中参考，并已在国际实践指南注册

平台进行注册（注册号：ＰＲＥＰＡＲＥ２０２２ＣＮ７８０）。

１　犎犆犞病原学及其流行病学特点

ＨＣＶ属于黄病毒科肝炎病毒属，传播途径以

血液传播为主。ＨＣＶ尚无有效疫苗预防，只能通

过对高危人群的筛查、治疗、管理，切断传播途径和

及时治疗减少ＨＣＶ的传播。ＨＣＶ基因易变异，目

前分为６个基因型及多个亚型。在我国 ＨＣＶ基因

型分布与地域相关，基因１型和２型较为常见，其次

为３型和６型，基因４型和５型罕见
［４］。

ＨＣＶ暴露后１～３周外周血可检测到 ＨＣＶ

ＲＮＡ，３个月后约９０％患者可出现抗ＨＣＶ 抗体，

部分患者可出现自发性病毒清除［５］。病毒清除后，

抗ＨＣＶ仍可阳性。病毒血症持续６个月以上可诊

断为慢性ＨＣＶ感染，ＨＣＶ感染慢性化率为５５％～

８５％。ＨＣＶ感染进展多缓慢，感染后２０年肝硬化

发生率为５％～１５％
［６８］，感染后３０年肝细胞癌

（ｈｅｐａｔｏｃｅｌｌｕｌａｒ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ＨＣＣ）发生率为１％～３％。

一旦进展为肝硬化，ＨＣＣ年发生率为２％～４％
［９］。

肝硬化和 ＨＣＣ是慢性丙型肝炎患者的主要死因。

肝硬化患者１０年生存率约为８０％，如出现肝功能

失代偿，１０年生存率仅为２５％。ＨＣＣ在诊断后的

第一年，死亡可能性为３３％
［１０］。

为减少 ＨＣＶ 感染的危害，世界卫生组织

（ＷＨＯ）倡议到２０３０年在全球清除 ＨＣＶ感染，我

国政府也作出了相同的要求。由于血液透析目标患

者明确，治疗药物可及，医疗费用医保可付，因此，提

出到２０２５年底在我国血液透析患者中清除 ＨＣＶ

感染（Ｚｅｒｏｂｙ２０２５）。清除 ＨＣＶ感染将杜绝透析

中心急性丙型肝炎暴发事件，消除丙型肝炎对血液

透析患者健康的威胁，提高场地和设备使用效益，提

升透析患者生命质量。

２　犆犓犇患者合并犎犆犞感染的筛查与诊断

推荐对所有 ＣＫＤ 患者进行抗ＨＣＶ 检测

（１Ａ）。

抗ＨＣＶ阳性患者，应进行 ＨＣＶＲＮＡ定量

检测，以明确是否为现症感染（１Ａ）。

２．１　ＣＫＤ患者合并 ＨＣＶ感染的筛查　ＣＫＤ患者

应常规进行ＨＣＶ筛查，主要原因在于：①未进行透析

治疗的ＣＫＤ患者中ＨＣＶ感染率高于普通人群
［１１１２］；

②ＨＣＶ感染是发生ＣＫＤ的高危因素
［１３］；③合并

ＨＣＶ感染加速ＣＫＤ患者疾病进展
［１４１５］。

抗ＨＣＶ检测可用于ＣＫＤ患者合并 ＨＣＶ感

染的筛查。但是，一些自身免疫性疾病患者可能出

现抗ＨＣＶ假阳性；血液透析和免疫功能缺陷或抑

制者可能出现抗ＨＣＶ假阴性；急性丙型肝炎患者

可因为处于窗口期出现抗ＨＣＶ阴性；ＨＣＶ自发或

治疗后清除，抗ＨＣＶ仍可能持续阳性。因此，ＨＣＶ

ＲＮＡ检测是ＨＣＶ现症感染的确诊方法，也可用于高

感染率或高感染风险人群的筛查。抗ＨＣＶ与 ＨＣ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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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ＮＡ检测结果解读见表２。

表２　抗ＨＣＶ和 ＨＣＶＲＮＡ检测结果及临床意义

抗ＨＣＶ ＨＣＶＲＮＡ 临床意义

阴性 阴性 未感染 ＨＣＶ

阴性 阳性 ①急性 ＨＣＶ感染，血清学窗口期；

②免疫力低下人群［人类免疫缺陷病

毒（ＨＩＶ）感染、血液透析患者等］

ＨＣＶ感染，出现抗ＨＣＶ假阴性结果

阳性 阳性 急性或慢性 ＨＣＶ现症感染

阳性 阴性 既往有 ＨＣＶ感染，自发或经治疗清

除了病毒

２．２　丙型肝炎的临床诊断

２．２．１　急性丙型肝炎诊断标准　①流行病学史：就

诊前６个月以内有明确的流行病学史，如输血史、应

用血液制品史、不安全注射等其他明确的血液暴露

史及有创检查。②临床表现：多数患者发病隐匿，无

明显临床症状；可有全身乏力、食欲减退、恶心和右

季肋部疼痛等；少数伴低热，黄疸，轻度肝大，部分患

者可出现脾大。③实验室检查：有明确的６个月内

抗ＨＣＶ和／或 ＨＣＶＲＮＡ检测阳性，伴或不伴肝

功能异常。具有上述①＋②＋③或②＋③者可诊断

急性丙型肝炎。

２．２．２　慢性丙型肝炎诊断标准　ＨＣＶ感染超过６

个月，或有６个月以前的流行病学史，或感染日期不

明；抗ＨＣＶ及 ＨＣＶＲＮＡ阳性，肝组织病理学检

查符合慢性肝炎；或根据症状、体征、实验室及影像

学检查结果综合分析，亦可诊断慢性丙型肝炎。

３　犆犓犇患者合并犎犆犞感染的治疗目标

所有 ＨＣＶＲＮＡ阳性的ＣＫＤ患者，应接受

ＤＡＡ治疗（１Ａ）。

抗病毒治疗终点是ＳＶＲ，定义为治疗结束后１２

或２４周，采用敏感检测方法（检测下限≤１５ＩＵ／ｍＬ）检

测不到ＨＣＶＲＮＡ（ＳＶＲ１２或２４）（１Ａ）。

ＣＫＤ患者合并 ＨＣＶ感染的抗病毒治疗目标

是清除 ＨＣＶ，获得治愈，清除或减轻 ＨＣＶ相关肝

损伤和肾脏等肝外脏器损伤，阻止肝脏疾病进展为

肝硬化或ＨＣＣ，减缓肾脏疾病进展，从而提高患者

的长期生存率，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并预防 ＨＣＶ

传播［１６１７］。

长期随访研究提示，ＳＶＲ是 ＨＣＶ治愈的可靠

替代终点［１８］。ＳＶＲ１２或２４是指在抗病毒治疗结

束后１２或２４周，采用敏感检测方法（检测下限≤

１５ＩＵ／ｍＬ）检测不到 ＨＣＶＲＮＡ。ＳＶＲ１２和ＳＶＲ２４

的一致性高达９９％以上
［１９］。

国际指南推荐的ＤＡＡ均已在我国上市，目前

国内治疗 ＨＣＶ感染的主要治疗方案见表３。结合

临床研究和真实世界研究结果，ＤＡＡ方案在普通人

群中具有良好的疗效和安全性。部分ＤＡＡ方案在

ＣＫＤ患者（包括血液透析或肾移植术后患者）均有

临床研究数据，但在实际临床应用中仍需要多学科

合作完成诊治。在ＣＫＤ患者中尚无临床研究数据

的ＤＡＡ方案，暂未列入治疗推荐。

表３　目前国内治疗丙型肝炎的主要直接抗病毒方案

方案 基因型 规格 用法

泛基因型

　索磷布韦／维帕他韦 基因１～６型 索磷布韦４００ｍｇ／维帕他韦１００ｍｇ １片，１次／ｄ

　索磷布韦／维帕他韦／伏西瑞韦 基因１～６型 索磷布韦４００ｍｇ／维帕他韦１００ｍｇ／

伏西瑞韦１００ｍｇ

１片，１次／ｄ

　索磷布韦＋可洛派韦 基因１～６型 索磷布韦４００ｍｇ，可洛派韦６０ｍｇ 索磷布韦１片，１次／ｄ；可洛派韦

１粒，１次／ｄ

特异基因型

　来迪派韦／索磷布韦 基因１、４、５、６型 来迪派韦９０ｍｇ／索磷布韦４００ｍｇ １片，１次／ｄ

　艾尔巴韦／格拉瑞韦 基因１、４型 艾尔巴韦５０ｍｇ／格拉瑞韦１００ｍｇ １片，１次／ｄ

　拉维达韦＋达诺瑞韦＋利托

　那韦＋利巴韦林

基因１ｂ型 拉维达韦２００ｍｇ，达诺瑞韦１００ｍｇ

利托那韦１００ｍｇ，利巴韦林

拉维达韦１片，１次／ｄ；达诺瑞韦

１片，２次／ｄ；利托那韦１片，２

次／ｄ；利巴韦林

　磷酸依米他韦＋索磷布韦 基因１型 磷酸依米他韦１００ｍｇ，索磷布韦

４００ｍｇ

磷酸依米他韦１粒，１次／ｄ；索磷

布韦１片，１次／ｄ

　　注：利巴韦林，体质量＞７５ｋｇ，１２００ｍｇ／ｄ；体质量≤７５ｋｇ，１０００ｍｇ／ｄ，均分为２～３次服用；泛基因型：指适用于所有基因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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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犆犓犇患者合并犎犆犞感染的抗病毒治疗前评估

ＣＫＤ患者在进行 ＨＣＶ抗病毒治疗前，需评

估肝脏疾病的严重程度、肾功能及电解质、ＨＣＶ

ＲＮＡ定量检测、ＨＣＶ基因型、ＨＢＶ血清学指标、合

并疾病与合并用药情况（１Ｂ）。

４．１　肝脏疾病的评估

４．１．１　实验室检查　①血常规；②凝血功能；③肝

肾功能；④电解质。

４．１．２　肝纤维化无创诊断　①瞬时弹性成像

（ｔｒａｎｓｉｅｎｔｅｌａｓｔｏｇｒａｐｈｙ，ＴＥ）：对慢性丙型肝炎肝纤

维化分期的诊断较为可靠，对肝硬化诊断更准确。

肝硬度测定值（ＬＳＭ）≥１４．６ｋＰａ诊断为肝硬化，

ＬＳＭ＜９．３ｋＰａ可排除肝硬化；ＬＳＭ≥９．３ｋＰａ可

诊断进展性肝纤维化，ＬＳＭ＜７．３ｋＰａ排除进展性

肝纤维化［１６，２０］。②ＡＰＲＩ评分：为天冬氨酸转氨酶

（ＡＳＴ）和血小板（ＰＬＴ）比率指数［ＡＰＲＩ＝ＡＳＴ（／

ＵＬＮ）÷ＰＬＴ（×１０９／Ｌ）×１００］，可用于肝硬化的评

估，简单易行，但灵敏度和特异度不高［２１］。成人

ＡＰＲＩ评分＞２，预示患者已经发生肝硬化。

４．１．３　影像学检查　①腹部超声检查：是肝脏检查

最常用方法，可判断肝脏和脾脏大小和形态、肝内重

要血管情况及肝内有无占位性病变。②电子计算机

断层成像（ＣＴ）：是肝脏病变诊断和鉴别诊断的重要

影像学检查方法，用于观察肝脏形态，了解有无肝硬

化，及时发现占位性病变和鉴别其性质，动态增强多

期扫描对于 ＨＣＣ的诊断具有高灵敏度和特异度。

③磁共振成像（ＭＲＩ）：组织分辨率高，可以多方位、

多序列成像，对肝组织结构变化如出血坏死、脂肪变

性及肝内结节的显示和分辨率优于ＣＴ和超声。动

态增强多期扫描及特殊增强剂显像对鉴别良恶性肝

内占位病变优于ＣＴ。

４．１．４　ＣｈｉｌｄＰｕｇｈ评分　对肝硬化患者肝脏储备

功能进行量化评估的分级标准（表４）。代偿期肝硬

化一般为Ａ级（总分５～６分），失代偿期肝硬化一

般为Ｂ级（总分７～９分）或Ｃ级（总分≥１０分）。

４．２　ＨＣＶＲＮＡ定量检测和ＨＣＶ基因型

４．２．１　ＨＣＶＲＮＡ定量检测　适用于 ＨＣＶ现症

感染的确定，抗病毒治疗前基线病毒载量分析，以及

治疗结束后的应答评估。

４．２．２　ＨＣＶ基因型　如果泛基因型ＤＡＡ方案不

可及，采用基因型特异性ＤＡＡ方案治疗的感染者，

需要先检测基因型。

表４　ＣｈｉｌｄＰｕｇｈ分级标准

临床生化指标 １分 ２分 ３分

肝性脑病（期） 无 １～２ ３～４

腹腔积液 无 轻度 中、重度

总胆红素（μｍｏｌ／Ｌ） ＜３４ ３４～５１ ＞５１

清蛋白（ｇ／Ｌ） ＞３５ ２８～３５ ＜２８

凝血酶原时间延长（ｓ） ＜４ ４～６ ＞６

４．３　ＨＢＶ血清学检查　ＨＢＶ血清学标志物包括

ＨＢｓＡｇ、抗ＨＢｓ、ＨＢｅＡｇ、抗ＨＢｅ和抗ＨＢｃ。ＨＢｓＡｇ

阳性患者建议在抗ＨＣＶ 治疗前进行 ＨＢＶＤＮＡ

定量检测。

４．４　药物相互作用（ｄｒｕｇｄｒｕｇ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ＤＤＩ）　

ＤＤＩ是启动抗病毒治疗前需要考虑的一个重要因

素，可查阅关于药物相互作用的在线资源（ｈｔｔｐ：／／

ｗｗｗ．ｈｅｐｄｒｕｇ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ｒｇ），停用与 ＤＡＡ 有

相互作用的合并用药，或者转换为具有较少相互作

用的合并用药［２２］。

ＣＫＤ患者合并ＨＣＶ感染的诊疗流程见图１。

５　犆犓犇患者合并犎犆犞感染的抗病毒治疗

推荐用于 ＣＫＤＧ１～５期患者的抗病毒方

案：索磷布韦／维帕他韦（ＨＣＶ基因１～６型），来迪

派韦／索磷布韦（ＨＣＶ基因１、４、５、６型），艾尔巴韦／

格拉瑞韦（ＨＣＶ基因１、４型），治疗剂量与普通人群

相同，无需调整（１Ａ）。

不推荐ＣＫＤＧ４～５期 ＨＣＶ感染患者使用

含利巴韦林的治疗方案（１Ａ）。

５．１　索磷布韦／维帕他韦（ｓｏｆｏｓｂｕｖｉｒ／ｖｅｌｐａｔａｓｖｉｒ，

ＳＯＦ／ＶＥＬ）　每片复合片剂含索磷布韦４００ｍｇ及

维帕他韦１００ｍｇ，１片／ｄ，治疗基因１～６型初治或

者干扰素方案经治患者，无肝硬化或代偿期肝硬化

疗程１２周；针对基因３型代偿期肝硬化可考虑延长

疗程至２４周或联合利巴韦林１２周；失代偿期肝硬

化患者建议疗程２４周或联合利巴韦林１２周
［１６］。

索磷布韦是非结构蛋白５Ｂ（ＮＳ５Ｂ）依赖性

ＲＮＡ聚合酶抑制剂，主要经肾脏排泄
［２３］。维帕他

韦是非结构蛋白５Ａ（ＮＳ５Ａ）抑制剂，主要通过肝脏

代谢［２４］。索磷布韦／维帕他韦用于ＣＫＤＧ１～５期

及透析患者，无需调整剂量。ＣＫＤＧ１～３期 ＨＣＶ

患者接受索磷布韦为基础治疗方案，ｅＧＦＲ保持稳

定，肾脏相关不良事件发生率低［２５２６］。ＣＫＤＧ４～

５Ｄ期ＨＣＶ基因１～６型患者接受索磷布韦／维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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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ＣＫＤ：慢性肾脏病；ＨＣＶ：丙型肝炎病毒；代偿期肝硬化：ＣｈｉｌｄＰｕｇｈＡ级；失代偿期肝硬化：ＣｈｉｌｄＰｕｇｈＢ或Ｃ级；

ＡＦＰ：甲胎蛋白。

图１　ＣＫＤ患者合并 ＨＣＶ感染的诊疗流程

他韦治疗，ＳＶＲ１２率为９５％～９６．８％，安全性及耐

受性良好［２７３１］。

５．２　来迪派韦／索磷布韦（ｌｅｄｉｐａｓｖｉｒ／ｓｏｆｏｓｂｕｖｉｒ，

ＬＤＶ／ＳＯＦ）　每片复合片剂含索磷布韦４００ｍｇ和

来迪派韦９０ｍｇ，１片／ｄ。治疗基因１、４、５、６型初

治或干扰素经治患者。无肝硬化或代偿期肝硬化患

者疗程１２周，失代偿期肝硬化患者建议疗程２４周

或联合利巴韦林１２周
［１６］。

来迪派韦是 ＮＳ５Ａ 抑制剂，主要通过肝脏

代谢［３２］。来迪派韦／索磷布韦用于ＣＫＤＧ１～５期

及透析患者，无需调整剂量。ＣＫＤＧ１～３期 ＨＣＶ

患者接受索磷布韦为基础治疗方案，ｅＧＦＲ保持稳

定，肾脏相关不良事件发生率低［２５２６］。ＣＫＤＧ４～

５Ｄ期ＨＣＶ基因１、４、５、６型患者接受来迪派韦／索

磷布韦治疗，ＳＶＲ１２率为９４％～１００％，安全性及耐

受性良好［３３３５］。

５．３　艾尔巴韦／格拉瑞韦（ｇｒａｚｏｐｒｅｖｉｒ／ｅｌｂａｓｖｉｒ，

ＧＺＲ／ＥＢＲ）　每片复合片剂含艾尔巴韦５０ｍｇ和

格拉瑞韦１００ｍｇ，１片，１次／日，治疗基因１、４型初

治或干扰素经治患者。基因１ａ或４型无肝硬化，初

治患者疗程１２周，干扰素经治患者疗程１６周；基因

１ｂ型无肝硬化或代偿期肝硬化患者，疗程１２周
［１６］。

艾尔巴韦是 ＮＳ５Ａ 抑制剂，主要通过肝脏代

谢。格拉瑞韦是ＮＳ３／４Ａ蛋白酶抑制剂，主要通过

肝脏代谢［３６］。肝功能失代偿（ＣｈｉｌｄＢ级或Ｃ级）或

既往曾有肝功能失代偿病史患者，不推荐使用含

ＮＳ３／４Ａ蛋白酶抑制剂的方案，因其血药浓度升高

且缺乏安全性数据［３７］。

艾尔巴韦／格拉瑞韦用于ＣＫＤＧ１～５期及透析

患者，均无需调整剂量。ＣＫＤＧ４～５Ｄ期 ＨＣＶ基

因１、４型患者接受艾尔巴韦／格拉瑞韦治疗，ＳＶＲ１２

率为９４．６％～１００％，安全性及耐受性良好
［３８４２］。

·３７３·中国感染控制杂志２０２３年４月第２２卷第４期　ＣｈｉｎＪＩｎｆｅｃｔＣｏｎｔｒｏｌＶｏｌ２２Ｎｏ４Ａｐｒ２０２３



５．４　可洛派韦（Ｃｏｂｌｏｐａｓｖｉｒ）联合索磷布韦　可洛

派韦６０ｍｇ联合索磷布韦４００ｍｇ，１次／日，可用于

治疗基因１、２、３、６型 ＨＣＶ感染者，但在ＣＫＤ患者

中尚无研究数据。

６　犆犓犇合并犎犆犞感染的特殊人群

对于ＣＫＤ合并 ＨＢＶ／ＨＣＶ共感染的患者，

如ＨＢｓＡｇ阳性，建议在ＤＡＡ治疗期间和治疗后３

个月联合恩替卡韦或丙酚替诺福韦治疗，如 ＨＢｓＡｇ

阴性但抗ＨＢｃ阳性，建议治疗期间和治疗后３个月

监测 ＨＢｓＡｇ和 ＨＢＶＤＮＡ（２Ｃ）。

对于干扰素经治的ＣＫＤ合并 ＨＣＶ感染患

者，推荐使用索磷布韦／维帕他韦（基因１～６型）、来

迪派韦／索磷布韦（基因１、４、５、６型）或者格拉瑞韦／

艾尔巴韦（基因１ｂ型）治疗，治疗剂量与普通人群相

同，无需调整（１Ａ）。

对于ＤＡＡ经治的ＣＫＤ合并 ＨＣＶ感染患

者，建议使用索磷布韦／维帕他韦／伏西瑞韦（基因

１～６型）治疗，治疗剂量与普通人群相同，无需调整

（２Ｃ）。

对于ＣＫＤ合并急性丙型肝炎患者，推荐使

用索磷布韦／维帕他韦（基因１～６型）、来迪派韦／索

磷布韦（基因１、４、５、６型）或者格拉瑞韦／艾尔巴韦

（基因１、４型）治疗，疗程１２周（１Ｂ）。

６．１　ＨＢＶ／ＨＣＶ 共感染　ＨＣＶ合并 ＨＢＶ感染

时，患者 ＨＢＶＤＮＡ多处于低复制水平或低于检测

值，而 ＨＣＶ 多为肝病进展的主要原因。ＨＢＶ／

ＨＣＶ合并感染者的抗 ＨＣＶ治疗方案和治疗原则

与单一 ＨＣＶ 感染者相同。如果 ＣＫＤ 患者符合

ＨＢＶ抗病毒治疗指征，可考虑予以恩替卡韦或丙酚

替诺福韦抗 ＨＢＶ治疗
［１６］。ＨＢｓＡｇ阳性患者在治

疗ＨＣＶ 过程中，有 ＨＢＶ 再激活风险。因此，在

ＤＡＡ治疗期间和治疗后３个月内，联合恩替卡韦或

丙酚替诺福韦预防 ＨＢＶ再激活，停药后仍需密切

监测［４３４５］。对于 ＨＢｓＡｇ阴性、抗ＨＢｃ阳性患者，

ＤＡＡ治疗后发生 ＨＢＶ再激活风险低
［４６］，可监测血

清 ＨＢｓＡｇ和 ＨＢＶＤＮＡ水平，如 ＨＢｓＡｇ和 ＨＢＶ

ＤＮＡ转阳，则需开始恩替卡韦或丙酚替诺福韦抗

ＨＢＶ治疗。

６．２　经治患者的再治疗　经过规范聚乙二醇干扰

素α联合利巴韦林抗病毒治疗，仍有部分患者不能

获得ＳＶＲ，定义为干扰素经治患者。干扰素经治患

者采用ＤＡＡ治疗方案与初治患者相同。患者经过

规范的 ＤＡＡ 抗病毒治疗后未获得ＳＶＲ，定义为

ＤＡＡ经治患者。ＤＡＡ经治、无肝硬化或代偿期肝

硬化患者可考虑索磷布韦／维帕他韦／伏西瑞韦

（ＳＯＦ／ＶＥＬ／ＶＯＸ）治疗１２周
［１６１７，４７］。ＤＡＡ 经治

的失代偿期肝硬化或有失代偿病史患者禁用蛋白酶

抑制剂，可考虑索磷布韦／维帕他韦（ＳＯＦ／ＶＥＬ）治

疗，同时加用利巴韦林治疗２４周
［１６１７］。

６．３　急性丙型肝炎　急性丙型肝炎患者往往临床症

状轻微，感染明确时间很难确定，但由于慢性化率高

达５５％～８５％，因此对于这类患者应积极处理。

ＨＣＶ感染风险高的人群，如血液透析患者等一旦出

现急性丙型肝炎聚集性病例，推荐立即启动抗病毒治

疗并采取相应感染控制措施。尽管对于急性丙型肝

炎患者，多个小样本研究采用短疗程ＤＡＡ治疗方案

（６周或８周），ＳＶＲ率为７７％～１００％
［４８５２］，但鉴于目

前证据尚不充分，推荐对此类患者疗程为１２周
［４７］。

７　抗病毒治疗中的监测与随访

ＣＫＤ患者在ＤＡＡ治疗过程中应对肝、肾功

能和ＨＣＶＲＮＡ应答情况进行监测。推荐治疗前

基线、治疗４周、治疗结束时、治疗结束后１２周评估

肝肾功能、ＨＣＶＲＮＡ定量检测（１Ｂ）。

对于有进展期肝纤维化或肝硬化的患者，无

论是否获得ＳＶＲ，建议每３～６个月复查一次腹部

超声和甲胎蛋白（１Ｂ）。

ＣＫＤ患者在抗病毒治疗过程中应进行疗效监

测和安全性监测。疗效监测主要是检测 ＨＣＶ

ＲＮＡ，应采用灵敏度高的实时定量ＰＣＲ试剂（检测

下限＜１５ＩＵ／ｍＬ），如果高敏的 ＨＣＶＲＮＡ检测不

可及，可使用非高敏 ＨＣＶＲＮＡ检测。建议在治疗

前基线、治疗第４周、治疗结束时、治疗结束后１２或

２４周检测 ＨＣＶＲＮＡ。安全性检测包括临床不良

反应的观察，以及在治疗前基线、治疗第４周、治疗

结束时、治疗结束后１２或２４周进行肝功能和肾功

能监测［１６］。

基线存在进展期肝纤维化及肝硬化患者，清除

ＨＣＶ可降低肝硬化失代偿和 ＨＣＣ的发生率，但不

能完全避免 ＨＣＣ的发生。因此，对于进展期肝纤

维化和肝硬化患者，无论抗病毒治疗是否获得

ＳＶＲ，均应该每３～６个月复查一次腹部超声和血清

甲胎蛋白，筛查 ＨＣＣ的发生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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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血液透析中心犎犆犞感染的治疗与管理

８．１　血液透析中心的 ＨＣＶ筛查

ＣＫＤＧ５期患者，包括围透析期以及血液透

析患者，推荐每６个月进行抗ＨＣＶ 检测，如抗

ＨＣＶ阳性患者，应进行ＨＣＶＲＮＡ定量检测，如确

诊 ＨＣＶ现症感染，推荐积极进行ＤＡＡ治疗（１Ａ）。

血液透析患者在以下情况时推荐进行 ＨＣＶ

ＲＮＡ定量检测：①首次开始血液透析前；②由其他

血液透析中心转入时；③近期接受血液制品治疗；④

转氨酶异常升高；⑤透析中心出现 ＨＣＶ感染病例

（１Ａ）。

血液透析患者是 ＨＣＶ感染的主要高危人群之

一，其感染风险随透析时间延长逐年上升［５３５４］。随

着我国医院感染防控管理的日趋严格和专业化，血

液透析患者中的 ＨＣＶ流行率和新发感染率也有所

下降。在透析预后与实践模式研究（ＤｉａｌｙｓｉｓＯｕｔ

ｃｏｍｅｓ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Ｓｔｕｄｙ，ＤＯＰＰＳ）中国

队列中，ＨＣＶ抗体阳性率在ＤＯＰＰＳ４期（２００９—

２０１１年）、５期（２０１２—２０１５年）和７期（２０１９—２０２１

年）中分别为１４．８％、１１．５％、７．４％，新发 ＨＣＶ感

染率在ＤＯＰＰＳ５期和７期中分别为２．１／１００患者

年、１．２／１００患者年
［５５］。尽管血液透析患者中ＨＣＶ

抗体阳性率已明显降低，但是仍明显高于普通人群。

同时，血液透析中心急性 ＨＣＶ感染暴发事件仍有

报道，２００８—２０１９年我国共报道１２起ＨＣＶ感染暴

发事件［５６］。

ＨＣＶ筛查是科学防控 ＨＣＶ在透析单元内传

播的关键环节之一。对于ＣＫＤＧ５期患者，应积极

筛查 ＨＣＶ，力争在进入血液透析治疗前清除病毒。

由于抗ＨＣＶ检测本身的局限性，血液透析患者可

能出现抗ＨＣＶ假阴性，抗ＨＣＶ无法鉴别既往感

染和现症感染，因此对于血液透析患者，采用 ＨＣＶ

ＲＮＡ检测是更为精准的筛查和诊断方法
［５７５８］。如

果高敏的 ＨＣＶＲＮＡ 检测不可及，可使用非高敏

ＨＣＶＲＮＡ检测替代。

８．２　血液透析患者 ＨＣＶ感染的治疗

血液透析患者，一旦发现 ＨＣＶＲＮＡ阳性，

推荐立即启动抗病毒治疗（１Ａ）。

血液透析合并 ＨＣＶ感染者疾病负担重、预后

较差，全因死亡风险和肝病相关死亡风险分别是非

感染者的１．４、３．８倍
［５９］。因此，无论从患者还是公

共卫生角度，临床都应积极对透析 ＨＣＶ感染者进

行抗病毒治疗。随着直接抗病毒药物的问世和普

及，多种ＤＡＡ方案已在ＣＫＤＧ４～５Ｄ期患者中证

实良好的疗效和安全性。索磷布韦／维帕他韦方案

用于 ＣＫＤＧ４～５Ｄ 期 ＨＣＶ 基因１～６型患者，

ＳＶＲ１２率为９５％～９６．８％
［２７３１］。ＣＫＤＧ４～５Ｄ期

ＨＣＶ基因１、４、５、６型患者接受来迪派韦／索磷布韦

治疗，ＳＶＲ１２率为９４％～１００％
［３３３５］。ＣＫＤＧ４～

５Ｄ期ＨＣＶ基因１、４型患者接受艾尔巴韦／格拉瑞

韦治疗，ＳＶＲ１２率为９４．６％～１００％
［３８４２］。

８．３　血液透析中心预防 ＨＣＶ传播的质量控制和

管理

血液透析中心应严格遵照《血液净化标准操

作规程（２０２１版）》的感染控制标准操作流程（１Ａ）。

ＨＣＶ 现症感染的血液透析患者，在接受

ＤＡＡ治疗结束时，治疗结束后１２周以及治疗结束

后２４周进行高敏的 ＨＣＶＲＮＡ检测（检测下限为

≤１５ＩＵ／ｍＬ），３次检测 ＨＣＶＲＮＡ均检测不到后

可进入普通透析室／区进行透析（２Ｃ）。

ＨＣＶ既往感染的血液透析患者（抗ＨＣＶ阳

性，但ＨＣＶＲＮＡ阴性或低于检测下限），建议连续

３次进行高敏的 ＨＣＶＲＮＡ 检测（检测下限为≤

１５ＩＵ／ｍＬ），每次间隔１２周，３次检测ＨＣＶＲＮＡ均

检测不到后可进入普通透析室／区进行透析（２Ｃ）。

国内外指南在对ＨＣＶ感染患者在血液透析中

心是否需要隔离专机透析，目前尚有分歧。改善全

球肾脏病预后组织（ＫＤＩＧＯ）坚持严格遵守清洁和

消毒程序，不推荐抗ＨＣＶ阳性或 ＨＣＶＲＮＡ阳性

的患者隔离透析或者在专机上透析，并可以参与透

析器复用程序［５７］。我国目前对 ＨＣＶＲＮＡ阳性的

患者执行严格的分区分机隔离透析，并配备专门的

护理车，护理人员相对固定，对丙型肝炎患者不得复

用透析器［５８］。

２０１８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制定了 ＨＣＶ

ＲＮＡ检测结果阴转患者血液透析管理方案，明确指

出 ＨＣＶＲＮＡ持续阴性达６个月以上的患者，可安

置于非隔离区进行透析［５８］。基于对 ＨＣＶ感染者在

ＤＡＡ治疗后的大规模长期随访研究，超过９９．５％的

获得ＳＶＲ２４患者持续保持 ＨＣＶＲＮＡ不可测
［６０６４］。

在血液透析患者中，小样本的随访研究结果显示，获

得ＳＶＲ后随访长达３年，患者 ＨＣＶＲＮＡ持续不

可测［６５６７］。

９　肾移植患者犎犆犞感染的治疗和管理

９．１　肾移植受者 ＨＣＶ感染的抗病毒治疗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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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等待肾移植的 ＨＣＶ感染者推荐在移植

前或移植后进行抗病毒治疗（１Ａ）。

肾移植是终末期肾脏病（ＥＳＲＤ）患者最佳治疗

选择［５７］。无论是否合并 ＨＣＶ感染，接受肾移植的

患者生存率均高于维持性透析患者［６８６９］。ＨＣＶ感

染增加肾移植后死亡率、移植物排斥，以及糖尿病、

心血管疾病、肝衰竭等并发症发生率。目前部分

ＤＡＡ方案已获批用于血液透析和肾移植术后患者，

可有效清除 ＨＣＶ 感染。对于肾移植术前接受

ＤＡＡ治疗获得ＳＶＲ的患者，在移植术后也不会因

为免疫抑制剂的使用而复发［７０７１］。

ＨＣＶ感染的抗病毒治疗时机（移植前或移植

后），主要取决于等待移植时间［５７］。如预期等待移

植时间在２４周内，可考虑在移植后进行 ＤＡＡ治

疗。如预期等待移植时间超过２４周，可考虑在移植

前或移植后进行ＤＡＡ治疗。此外，对于合并失代

偿期肝硬化或严重门脉高压的肾移植受者，应考虑

肝肾联合移植，在移植后接受ＤＡＡ治疗。

９．２　ＨＣＶ感染者供肾的使用

推荐对所有肾移植供者进行抗ＨＣＶ 和

ＨＣＶＲＮＡ检测（１Ａ）。

推荐ＨＣＶ感染的供肾用于所有潜在的肾移

植受者，无论受者是否感染ＨＣＶ（１Ｃ）。

ＨＣＶ阴性受者接受 ＨＣＶ感染的供肾，应在

移植术后尽早进行预防性抗病毒治疗（２Ｃ）。

ＨＣＶ可通过器官移植发生传播。因此，对于

所有器官捐献者均推荐进行 ＨＣＶ 筛查。单纯的

抗ＨＣＶ阳性不能诊断为 ＨＣＶ现症感染，应同时

进行 ＨＣＶＲＮＡ定量检测
［５７］。在２０１４年之前，由

于 ＨＣＶ治疗药物有限，ＨＣＶ感染的供肾只能用于

ＨＣＶ感染的受体。从２０１７年开始，多项研究评估

了ＤＡＡ治疗接受 ＨＣＶ阳性供肾移植的 ＨＣＶ阴

性受者的疗效和安全性，其中样本数超过１０例的研

究共１６项，总计５２５例患者，ＤＡＡ治疗不仅可获得

较高的 ＨＣＶ感染治愈率，ＳＶＲ１２率达９７．７％，移

植后１年的人肾存活率也高达９８％
［５７］。在安全性

方面，这些研究中报道３例移植后纤维淤胆性肝

炎，均发生在移植后超过３０ｄ才启动ＤＡＡ治疗的

患者［７２７３］。因此，建议及早启动ＤＡＡ治疗，但目前

仍无充分证据确定ＤＡＡ治疗的最佳启动时机。

９．３　肾移植患者 ＨＣＶ感染治疗方案

对于肾移植术后的 ＨＣＶ 感染者以及接受

ＨＣＶＲＮＡ阳性供肾的 ＨＣＶ阴性受者，推荐索磷

布韦／维帕他韦（基因１～６型），来迪派韦／索磷布韦

（基因１、４、５、６型），艾尔巴韦／格拉瑞韦（基因１、４

型），治疗剂量与普通人群相同，无需调整（１Ａ）。

索磷布韦／维帕他韦方案用于 ＨＣＶ阳性供体、

ＨＣＶ阴性受体的预防性抗病毒治疗，在小样本研

究中，启动治疗时机从首次用药在肾移植术前２ｈ

至肾移植术后１～２周，ＳＶＲ１２率１００％
［７４７６］。肾移

植术后ＨＣＶＲＮＡ（＋）的患者接受来迪派韦／索磷

布韦治疗，在多个队列研究中，ＳＶＲ１２率为９５．４％

～１００％
［７７７９］。艾尔巴韦／格拉瑞韦方案用于 ＨＣＶ

基因１型的肾移植患者，在小样本研究中，ＳＶＲ１２

率为１００％
［８０８３］。

针对肾移植受者，药物相互作用是选择 ＤＡＡ

方案时需要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ＤＡＡ与临床常用

免疫抑制剂的药物相互作用见表５
［１７］。

表５　ＤＡＡ与免疫抑制剂的药物相互作用

免疫抑制剂 ＳＯＦ／ＶＥＬ ＬＤＶ／ＳＯＦ ＧＺＲ／ＥＢＲＳＯＦ／ＶＥＬ／ＶＯＸ

硫唑嘌呤 ◆ ◆ ◆ ◆

环孢菌素 ◆ ◆ ● ●

依那西普 ◆ ◆ ◆ ◆

麦考酚酯 ◆ ◆ ◆ ◆

西罗莫司 ◆ ◆ ■ ■

他克莫司 ◆ ◆ ■ ■

　　注：◆为无临床显著相互作用；■为可能有相互作用，可能需要

密切监测，调整剂量或服药时间；●为禁止一起使用。

１０　犎犆犞相关性肾病的诊断和治疗

ＨＣＶ感染与肾小球疾病之间存在相关性。免

疫复合物介导肾小球肾炎是 ＨＣＶ感染常见的肝外

表现，可伴或不伴混合型冷球蛋白血症血管炎的证

据。ＨＣＶ相关性肾小球肾炎（ＨＣＶ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ｇｌｏ

ｍｅｒｕｌｏｎｅｐｈｒｉｔｉｓ，ＨＣＶＧＮ），主要表现为蛋白尿和

镜下血尿，伴或不伴有肾小球滤过率（ＧＦＲ）下降。

ＨＣＶＧＮ可伴或不伴明显肝病症状，并且在获得

ＳＶＲ患者中亦有新发或持续存在报道
［８４］。

１０．１　ＨＣＶＧＮ临床及病理类型

１０．１．１　混合型冷球蛋白血症肾小球肾炎（ｃｒｙｏ

ｇｌｏｂｕｌｉｎｅｍｉｃｇｌｏｍｅｒｕｌｏｎｅｐｈｒｉｔｉｓ，ＣＧＮ）　免疫复

合物介导的膜增生性肾小球肾炎（ｍｅｍｂｒａｎｏｐｒｏ

ｌｉｆｅｒａｔｉｖｅｇｌｏｍｅｒｕｌｏｎｅｐｈｒｉｔｉｓ，ＭＰＧＮ）是最常见的

病理类型，通常见于Ⅱ型冷球蛋白血症患者。病理

学检查中，光镜下可见肾小球呈分叶状伴“双轨征”

形成，但与原发性 ＭＰＧＮ不同，ＨＣＶＣＧＮ特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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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理表现包括含冷球蛋白的免疫复合物在肾小球内

沉积，通常见于内皮下，冷球蛋白亦可在毛细血管腔

内沉积形成嗜酸性血栓样病变阻塞管腔。由于单核

细胞和多形核白细胞浸润，肾小球细胞数显著增加，

系膜细胞和基质增生，毛细血管内皮肿胀和基底膜

分层；电镜可见大量内皮下沉积物，约３０％的患者

合并肾小动脉血管炎。病理学上这种大量毛细血管

腔内血栓和血管炎在临床上常常表现为急进性肾炎

综合征和快速进展性肾衰竭。

１０．１．２　非冷球蛋白血症肾小球肾炎（ｎｏｎｃｒｙｏ

ｇｌｏｂｕｌｉｎｅｍｉｃｇｌｏｍｅｒｕｌｏｎｅｐｈｒｉｔｉｓ，ｎＣＧＮ）　病理类

型亦以ＭＰＧＮ常见，此外还有膜性肾病或其他病理

类型。这些患者的临床和病理学表现与原发性肾小

球疾病中的相同病理类型表现一致［８５８６］。

１０．２　肾活检的指征和时机　在具有典型免疫复合

物肾小球肾炎表现和ＧＦＲ稳定的 ＨＣＶ感染患者，

可以不进行肾活检直接给予ＤＡＡ治疗，如果治疗

后达到ＳＶＲ但ＧＦＲ或蛋白尿仍恶化，或考虑同时

给予免疫抑制治疗时，应作肾活检。ＨＣＶ感染患者

临床表现不典型或呈现快速进展性肾小球肾炎、严重

肾病综合征，应进行肾活检［５７］。肾活检流程见图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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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ＨＣＶ感染合并严重肾小球肾炎的肾活检流程适应证

１０．３　ＨＣＶＧＮ的治疗

所有ＨＣＶＧＮ患者均应接受抗病毒治疗（１Ａ）。

对于肾功能稳定和（或）伴有非肾病性蛋白尿

的ＨＣＶＧＮ患者，采用ＤＡＡ方案进行初始治疗（１Ｃ）。

对于重度冷球蛋白血症或快速进展肾衰竭的

ＨＣＶＧＮ患者，推荐ＤＡＡ治疗的同时应用免疫抑

制剂和（或）血浆置换治疗。肾病综合征应根据不同

特征包括肾功能不全、病理损伤急慢性程度进行个

体化治疗。肾病综合征和规范ＤＡＡ治疗未能改善

且组织学呈活动性 ＨＣＶＧＮ，推荐ＤＡＡ治疗基础

上加用免疫抑制治疗；利妥昔单抗可作为一线免疫

抑制剂使用。ＤＡＡ方案的剂量和疗程与普通患者

一致（１Ｃ）。

近年来ＤＡＡ 在临床广泛应用并取得良好效

果，可减少尿蛋白并改善ＧＦＲ
［８７８８］。对于重度冷球

蛋白血症或 ＨＣＶ导致的严重肾小球疾病（肾病综

合征或肾功能迅速减退）患者除ＤＡＡ治疗外，应同

时使用免疫抑制剂和（或）血浆置换治疗［５７，８９］。血

浆置换（每周３次，持续２～３周）可有效去除血浆中

的冷球蛋白，减少免疫复合物在肾脏中沉积。既往

最常用的传统免疫抑制方案为糖皮质激素和环磷酰

胺［２ｍｇ／（ｋｇ·ｄ），持续２～４个月］联合治疗，严

重者可使用甲基泼尼松龙冲击治疗，０．５～１ｇ／ｄ，

３ｄ为一个疗程，该方案后期可序贯硫唑嘌呤维持

治疗。近年来，针对Ｂ细胞靶向清除的生物制剂利

妥昔单抗（每周３７５ｍｇ／ｍ
２，持续４周，或者分二次

注射，每次１０００ｍｇ，间隔２周）已被证实可显著减

少ＨＣＶＧＮ尿蛋白，改善肾功能，目前已成为一线

免疫抑制治疗药物［５７］。两个小型ＲＣＴ研究比较利

妥昔单抗与传统的免疫抑制方案疗效，发现利妥昔单

抗可快速显著地改善冷球蛋白血症血管炎的临床症

状和长期预后，少数复发患者再次使用利妥昔单抗仍

然有效［９０９１］。但应注意利妥昔单抗与严重感染并发

症有关，包括极为罕见的ＨＣＶ再激活导致的胆汁淤

积性肝病以及较常见 ＨＢＶ再激活。严重细菌感染

更常发生于应用多种免疫抑制剂的肾移植患者，高龄

（＞７０岁），ＧＦＲ降低（＜６０ｍＬ／ｍｉｎ／１．７３ｍ
２）和同时

使用大剂量糖皮质激素是最常见的危险因素［９２］。在

无法使用利妥昔单抗情况下，也可使用传统的免疫

抑制剂。不伴严重并发症（如血栓栓塞事件，严重低

蛋白血症、浆膜腔积液和肾衰竭）的肾病综合征患者

可通过ＤＡＡ治疗获得蛋白尿缓解，因此可暂不使

用免疫抑制剂而仅给予抗凝等支持治疗，若病情无

改善或加重且组织学呈活动性 ＨＣＶＧＮ再启动免

疫抑制治疗。其他可能改善预后的治疗还包括霉酚

酸酯维持治疗，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阻滞剂降蛋

白治疗，控制血压、利尿等。

ＨＣＶＧＮ治疗流程见图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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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ＨＣＶＧＮ治疗流程

１１　小结及展望

ＣＫＤ患者中 ＨＣＶ感染率高，随着直接抗病毒

药物问世并广泛应用于临床，ＨＣＶ感染已成为可

治愈的疾病。多学科专家组参考国内外最新文献，

结合我国临床实践特点，经过多次讨论，最终达成共

识，制定出临床实践指南。本指南介绍了ＣＫＤ患

者合并 ＨＣＶ感染的流行病学、筛查、诊断、治疗、预

防，以及特殊人群 ＨＣＶ感染的管理建议，期望为广

大医生提供临床实践指导，更希望通过积极的筛查

和治疗，在血液透析患者中早日实现消除 ＨＣＶ感

染的目标。

慢性肾脏病合并丙型肝炎病毒感染诊断、治疗

和预防专家组

专家组组长：梅长林、张文宏

执笔人：戴　兵

专家组成员（按姓名汉语拼音排序）

肾脏病科：陈江华（浙江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

院）、陈崴（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陈晓农（上海交

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戴兵（海军军医大学

第二附属医院）、丁峰（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

九人民医院）、付平（四川大学华西医院）、郝传明（复

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蒋红利（西安交通大学第一

附属医院）、李贵森（四川省人民医院）、李雪梅（北京

协和医院）、刘必成（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刘虹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梅长林（海军军医大学第二

附属医院）、徐钢（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

济医院）、姚丽（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余晨

（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袁伟杰（上海交通大学医

学院附属第一人民医院）

肝脏病科：南月敏（河北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

院）、唐红（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赵英仁（西安交通大

学第一附属医院）

感染病科：谢青（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

医院）、张文宏（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医院感染控制科：胡必杰（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

院）、吴安华（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利益冲突：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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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ｕｓ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ＡｍｅｒｉｃａＰｒｅｓｅｎｔ．ＨＣＶｇｕｉ

ｄａｎｃｅ：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ｔｅｓｔｉｎｇ，ｍａｎａｇｉｎｇ，ａｎｄｔｒｅａｔｉｎｇ

ｈｅｐａｔｉｔｉｓＣ［ＥＢ／ＯＬ］．［２０２２－１２－２６］．ｈｔｔｐｓ：／／ｗｗｗ．

ｈｃｖ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ｏｒｇ／．

［４８］ＲｏｃｋｓｔｒｏｈＪＫ，ＢｈａｇａｎｉＳ，ＨｙｌａｎｄＲＨ，ｅｔａｌ．Ｌｅｄｉｐａｓｖｉｒｓｏ

ｆｏｓｂｕｖｉｒｆｏｒ６ｗｅｅｋｓｔｏｔｒｅａｔａｃｕｔｅｈｅｐａｔｉｔｉｓＣｖｉｒｕｓｇｅｎｏｔｙｐｅ１

ｏｒ４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ＨＩＶｃｏ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ｏｐｅｎｌａｂｅｌ，

ｓｉｎｇｌｅａｒｍｔｒｉａｌ［Ｊ］．ＬａｎｃｅｔＧａｓｔｒｏｅｎｔｅｒｏｌＨｅｐａｔｏｌ，２０１７，２

（５）：３４７－３５３．

［４９］ＤｅｔｅｒｄｉｎｇＫ，ＳｐｉｎｎｅｒＣＤ，ＳｃｈｏｔｔＥ，ｅｔａｌ．Ｌｅｄｉｐａｓｖｉｒｐｌｕｓｓｏ

ｆｏｓｂｕｖｉｒｆｉｘｅｄｄｏｓｅ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６ｗｅｅｋｓ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

ａｃｕｔｅｈｅｐａｔｉｔｉｓＣｖｉｒｕｓｇｅｎｏｔｙｐｅ１ ｍｏｎｏ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ＨｅｐＮｅｔ

ａｃｕｔｅＨＣＶＩＶ）：ａｎｏｐｅｎｌａｂｅｌ，ｓｉｎｇｌｅａｒｍ，ｐｈａｓｅ２ｓｔｕｄｙ［Ｊ］．

ＬａｎｃｅｔＩｎｆｅｃｔＤｉｓ，２０１７，１７（２）：２１５－２２２．

［５０］ＭａｒｔｉｎｅｌｌｏＭ，ＢｈａｇａｎｉＳ，ＧａｎｅＥ，ｅｔａｌ．Ｓｈｏｒｔｅｎｅｄｔｈｅｒａｐｙｏｆ

ｅｉｇｈｔｗｅｅｋｓ ｗｉｔｈｐａｒｉｔａｐｒｅｖｉｒ／ｒｉｔｏｎａｖｉｒ／ｏｍｂｉｔａｓｖｉｒａｎｄｄａｓａ

ｂｕｖｉｒｉｓｈｉｇｈｌｙ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ｉｎｐｅｏｐｌｅｗｉｔｈｒｅｃｅｎｔＨＣＶｇｅｎｏｔｙｐｅ１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Ｊ］．ＪＶｉｒａｌＨｅｐａｔ，２０１８，２５（１０）：１１８０－１１８８．

［５１］ＭａｒｔｉｎｅｌｌｏＭ，ＯｒｋｉｎＣ，ＣｏｏｋｅＧ，ｅｔａｌ．Ｓｈｏｒｔｄｕｒａｔｉｏｎｐａｎ

·０８３· 中国感染控制杂志２０２３年４月第２２卷第４期　ＣｈｉｎＪＩｎｆｅｃｔＣｏｎｔｒｏｌＶｏｌ２２Ｎｏ４Ａｐｒ２０２３



ｇｅｎｏｔｙｐｉｃｔｈｅｒａｐｙｗｉｔｈｇｌｅｃａｐｒｅｖｉｒ／ｐｉｂｒｅｎｔａｓｖｉｒｆｏｒ６ｗｅｅｋｓ

ａｍｏｎｇｐｅｏｐｌｅｗｉｔｈｒｅｃｅｎｔｈｅｐａｔｉｔｉｓＣｖｉｒａｌ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Ｊ］．Ｈｅｐａ

ｔｏｌｏｇｙ，２０２０，７２（１）：７－１８．

［５２］ＭａｔｔｈｅｗｓＧＶ，ＢｈａｇａｎｉＳ，ＶａｎｄｅｒＶａｌｋＭ，ｅｔａｌ．Ｓｏｆｏｓｂｕ

ｖｉｒ／ｖｅｌｐａｔａｓｖｉｒｆｏｒ１２ｖｓ．６ｗｅｅｋｓｆｏｒ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ｒｅｃｅｎｔｌｙ

ａｃｑｕｉｒｅｄｈｅｐａｔｉｔｉｓＣ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Ｊ］．ＪＨｅｐａｔｏｌ，２０２１，７５（４）：

８２９－８３９．

［５３］ＦｉｓｓｅｌｌＲＢ，ＢｒａｇｇＧｒｅｓｈａｍＪＬ，ＷｏｏｄｓＪＤ，ｅｔａｌ．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ｏｆ

ｈｅｐａｔｉｔｉｓＣ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ａｎｄｓｅｒｏ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ｉｎｈｅｍｏｄｉａｌｙｓｉｓｕｎｉｔｓ

ｆｒｏｍｔｈｒｅｅ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ｓ：ｔｈｅＤＯＰＰＳ［Ｊ］．ＫｉｄｎｅｙＩｎｔ，２００４，６５

（６）：２３３５－２３４２．

［５４］ＪａｄｏｕｌＭ，ＢｉｅｂｅｒＢＡ，ＭａｒｔｉｎＰ，ｅｔａｌ．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ａｎｄｒｉｓｋｆａｃｔｏｒｓｆｏｒｈｅｐａｔｉｔｉｓＣｖｉｒｕｓ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ｉｎｈｅｍｏｄｉａｌｙｓｉｓ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Ｊ］．ＫｉｄｎｅｙＩｎｔ，２０１９，９５（４）：９３９－９４７．

［５５］ＧａｎＬＹ，ＷａｎｇＤＹ，ＢｉｅｂｅｒＢ，ｅｔａｌ．ＨｅｐａｔｉｔｉｓＣ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ｈｅｍｏｄｉａｌｙｓｉｓ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ｒｅ

ｓｕｌｔ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ｄｉａｌｙｓｉｓｏｕｔｃｏｍｅｓ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ｓｔｕｄｙ

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９－２１）［Ｊ］．ＦｒｏｎｔＭｅｄ （Ｌａｕｓａｎｎｅ），２０２２，９：

９１０８４０．

［５６］缪兴全，王超然，曾翠，等．血液透析室丙型肝炎病毒暴发事

件的分析与防控［Ｊ］．中国感染控制杂志，２０２０，１９（１２）：

１１４０－１１４４．

ＭｉａｏＸＱ，ＷａｎｇＣＲ，ＺｅｎｇＣ，ｅｔａｌ．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ｏｆ

ｈｅｐａｔｉｔｉｓＣｖｉｒｕｓｏｕｔｂｒｅａｋｅｖｅｎｔｉｎｈｅｍｏｄｉａｌｙｓｉｓｒｏｏｍ［Ｊ］．Ｃｈｉ

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２０２０，１９（１２）：１１４０－１１４４．

［５７］ＫｉｄｎｅｙＤｉｓｅａｓｅ：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ＧｌｏｂａｌＯｕｔｃｏｍｅｓ（ＫＤＩＧＯ）Ｈｅｐａ

ｔｉｔｉｓＣＷｏｒｋＧｒｏｕｐ．ＫＤＩＧＯ２０２２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ｆｏｒ

ｔｈｅ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ｈｅｐａ

ｔｉｔｉｓＣｉｎｃｈｒｏｎｉｃｋｉｄｎｅｙｄｉｓｅａｓｅ［Ｊ］．ＫｉｄｎｅｙＩｎｔ，２０２２，１０２

（６Ｓ）：Ｓ１２９－Ｓ２０５．

［５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医政医管局．国家卫生

健康委办公厅关于印发血液净化标准操作规程（２０２１版）的通

知：国卫办医函〔２０２１〕５５２号［ＥＢ／ＯＬ］．（２０２１－１１－０９）

［２０２２－１２－２６］．ｈｔｔｐ：／／ｗｗｗ．ｎｈｃ．ｇｏｖ．ｃｎ／ｙｚｙｇｊ／ｓ７６５９／

２０２１１１／６ｅ２５ｂ８２６０ｂ２１４ｃ５５８８６ｄ６ｆ０５１２ｃ１ｅ５３ｆ．ｓｈｔｍｌ．

Ｍｅｄｉｃａｌ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Ｂｕｒｅａｕｏｆ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ＨｅａｌｔｈＣｏｍ

ｍｉｓｓ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Ｐｅｏｐｌｅ’ｓ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ｏｆＣｈｉｎａ．ＮｏｔｉｃｅｏｆｔｈｅＧｅｎｅ

ｒａｌＯｆｆｉｃｅｏｆ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Ｈｅａｌｔｈ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ｏｎＰｒｉｎｔｉｎｇａｎｄ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ｎｇｔｈｅ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ｓｆｏｒＢｌｏｏｄＰｕｒｉ

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２０２１）：ＧＹＨ［２０２１］Ｎｏ．５５２［ＥＢ／ＯＬ］．（２０２１－１１

－０９）［２０２２－１２－２６］．ｈｔｔｐ：／／ｗｗｗ．ｎｈｃ．ｇｏｖ．ｃｎ／ｙｚｙｇｊ／

ｓ７６５９／２０２１１１／６ｅ２５ｂ８２６０ｂ２１４ｃ５５８８６ｄ６ｆ０５１２ｃ１ｅ５３ｆ．ｓｈｔｍｌ．

［５９］ＦａｂｒｉｚｉＦ，ＤｉｘｉｔＶ，ＭｅｓｓａＰ．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ｈｅｐａｔｉｔｉｓＣｏｎ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ｉｎｄｉａｌｙｓｉｓ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ａｌｉｎｋｗｉｔｈ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Ｊ］．

ＪＶｉｒａｌＨｅｐａｔ，２０１２，１９（９）：６０１－６０７．

［６０］ＹｏｕｎｏｓｓｉＺＭ，ＳｔｅｐａｎｏｖａＭ，ＲａｃｉｌａＡ，ｅｔａｌ．Ｌｏｎｇｔｅｒｍｂｅｎｅ

ｆｉｔｓｏｆｓｕｓｔａｉｎｅｄｖｉｒｏｌｏｇｉｃ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ｆｏｒｐａｔｉｅｎｔｒｅｐｏｒｔｅｄｏｕｔ

ｃｏｍｅｓ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ｃｈｒｏｎｉｃｈｅｐａｔｉｔｉｓＣｖｉｒｕｓ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Ｊ］．

ＣｌｉｎＧａｓｔｒｏｅｎｔｅｒｏｌＨｅｐａｔｏｌ，２０２０，１８（２）：４６８－４７６．ｅ１１．

［６１］ＹｏｕｎｏｓｓｉＺＭ，ＲａｃｉｌａＡ，ＭｕｉｒＡ，ｅｔａｌ．Ｌｏｎｇｔｅｒｍｐａｔｉｅｎｔ

ｃｅｎｔｅｒｅｄｏｕｔｃｏｍｅｓｉｎｃｉｒｒｈｏｔｉｃ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ｃｈｒｏｎｉｃｈｅｐａｔｉｔｉｓＣ

ａｆｔｅｒａｃｈｉｅｖｉｎｇｓｕｓｔａｉｎｅｄｖｉｒｏｌｏｇｉｃ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Ｊ］．ＣｌｉｎＧａｓｔｒｏｅｎ

ｔｅｒｏｌＨｅｐａｔｏｌ，２０２２，２０（２）：４３８－４４６．

［６２］ＰｏｏｒｄａｄＦ，ＦｅｌｉｚａｒｔａＦ，ＹａｏＢＢ，ｅｔａｌ．Ｄｕｒ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ｓｕｓｔａｉｎｅｄ

ｖｉ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ｔｏｇｌｅｃａｐｒｅｖｉｒ／ｐｉｂｒｅｎｔａｓｖｉｒａｎｄ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ｌｏｎｇｔｅｒｍｆｏｌｌｏｗｕｐｓｔｕｄｙ［Ｊ］．ＬｉｖｅｒＩｎｔ，

２０２２，４２（６）：１２７８－１２８６．

［６３］ＷｙｌｅｓＤＬ，ＫａｎｇＭ，ＭａｔｉｎｉｎｇＲＭ，ｅｔａｌ．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ｄｌｏｗｒａｔｅｓ

ｏｆｈｅｐａｔｉｔｉｓＣｖｉｒｕｓ（ＨＣＶ）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ｉｎ ＨＣＶ／ＨＩＶａｎｄ

ＨＣＶＩｎｆｅｃｔｅｄ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ｎｔｓｗｈｏａｃｈｉｅｖｅｄｓｕｓｔａｉｎｅｄｖｉｒｏｌｏｇｉｃｒｅ

ｓｐｏｎｓｅａｆｔｅｒｄｉｒｅｃｔａｃｔｉｎｇａｎｔｉｖｉｒａｌ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ｆｉｎ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

ｆｒｏｍｔｈｅＡＩＤＳ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ｔｒｉａｌｓｇｒｏｕｐａ５３２０ｖｉｒａｌｈｅｐａｔｉｔｉｓＣｉｎ

ｆｅｃｔｉｏｎｌｏｎｇｔｅｒｍｃｏｈｏｒｔｓｔｕｄｙ（ＶＨＩＣＳ）［Ｊ］．ＯｐｅｎＦｏｒｕｍＩｎ

ｆｅｃｔＤｉｓ，２０２１，８（１２）：ｏｆａｂ５１１．

［６４］ＬｉｎＣＰ，ＬｉａｎｇＰＣ，ＨｕａｎｇＣＩ，ｅｔａｌ．ＣｏｎｃｏｒｄａｎｃｅｏｆＳＶＲ１２，

ＳＶＲ２４ａｎｄＳＶＲｄｕｒａｂｉｌｉｔｙｉｎＴａｉｗａｎｅｓｅｃｈｒｏｎｉｃｈｅｐａｔｉｔｉｓＣ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ｄｉｒｅｃｔａｃｔｉｎｇａｎｔｉｖｉｒａｌｓ［Ｊ］．ＰＬｏＳＯｎｅ，２０２１，１６

（２）：ｅ０２４５４７９．

［６５］ＺｈａｎｇＪ，ＳｕｎＷ，ＬｉｎＪ，ｅｔａｌ．ＬｏｎｇｔｅｒｍｆｏｌｌｏｗｕｐｏｆＨＣ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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