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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器官移植和显微外科技术的不断发展，亲

属肾移植表现出优于尸体供肾移植的术后疗效，其

有效扩大了供肾数量，为更多尿毒症患者提供了救

治机会。有研究表明，亲属肾移植供肾 1 年生存率

可达 99% 以上，3 年生存率也在 95% 以上［1-2］。相

较公民逝世后供肾移植，亲属肾移植手术时间可控，

供者均为健康个体，术后感染、排斥反应、移植肾

功能不全等并发症发生率低，治疗费用和住院时间

均明显减少。尽管亲属肾移植具有上述优点，然而

在供者安全性原则和严格伦理要求的背景下，仍应

谨慎开展。

  亲属肾移植受者手术与尸体供肾移植手术类

似，供肾获取可采用标准的开放供肾切取术、腹腔

镜供肾获取或机器人辅助腹腔镜供肾切取术等，不

同手术方式在我国移植中心均有开展，其中腹腔镜

供肾获取术因损伤小、供者术后恢复快在多中心已

常规开展。值得注意的是，虽在院时间短，获取手

术却可能对供者的终身健康有影响，包括预期寿命、

生活质量、终末期肾病、高血压、蛋白尿发生等方

面［3］。《活体肾移植临床技术操作规范（2019 版）》

已明确了我国亲属肾移植的实施原则、供受者评估

及供肾获取方式，然而在供受者手术预后、风险等

方面仍鲜有国内经验［4］。因此，本文通过查阅最新

文献，针对亲属肾移植术后供受者预后及风险作一

综述，旨在为亲属肾移植术前医患沟通、围术期风

险管理等提供帮助。

1 亲属供肾获取后供者预后及风险

  《活体肾移植临床技术操作规范（2019 版）》就

供者的医学评估和选择进行了详细说明，高龄、高

血压、蛋白尿及肾结石不是供肾捐献的绝对禁忌证，

在充分评估排除绝对禁忌条件下可开展供肾切除

术。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有文献报道不合并其他风

险的单纯糖尿病患者供肾切除不会增加病死率和肾

衰竭发生率，但我国和大部分国际指南一致，糖尿

病是活体供肾切除术的绝对禁忌证［5］。供肾切除后

预期寿命、肾衰竭发生风险是大多亲属供肾捐献者

最为关注的问题。

1.1 死亡风险 ：亲属肾移植术前供者均要进行完善

的医学、心理和伦理审查以排除不适合捐献者，故

能够手术的亲属供者较一般人群更健康。不同国

家的医疗水平、人种、性别等均会对其预后产生影

响，因此，与一般人群对比的观察性研究可能降低

了捐赠导致的死亡风险［6-7］。例如来自瑞典、日本

和美国的队列研究中，活体肾脏捐赠者的预期寿命

相比普通人群类似或更好的结论可能需要进一步探 
讨［8-10］。此外，随访时间长、失访率高、样本量

不足及回忆偏倚也是影响研究效力的重要因素，故

亲属供者与按照基线水平匹配的健康对照者进行的

研究可能更具说服力。Segev 等［11］将 80 347 例活

体供肾捐献者与美国第 3 次国家健康和营养调查中

的健康人群进行配对，他们发现在中位随访时间为 
6.3 年的条件下，供肾获取并不会增加人群的死亡风

险。然而 Mjøen 等［6］将 1 901 例供者与匹配的健康

人群对比后发现25年的随访期中供者累积病死率约

为18%，健康非供者人群约13% （校正风险比为1.30，
95% CI ＝ 1.11 ～ 1.52）。上述 2 项研究由于均不是

同时期的比较队列，因此医疗水平及人群死亡趋势

的不一致可能对结果带来偏倚。另来自加拿大及美

国老年供者（55 岁以上）的研究发现，与健康人

群对比，供肾获取不会增加病死率及主要心血管事

件的发生率，该结论总体来说是可靠的 ［12-13］。Park 
等 ［14］纳入 9 篇供肾切除预后的文献进行了荟萃分

析，总体结果显示供肾获取有增加患者病死率的趋

势，但无统计学意义，其中，样本数超过 60 000 例

的研究较未超过 60 000 例的研究报道的术后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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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显著增高（P ＝ 0.007）。目前，我国尚缺乏大

规模的供肾切除术后死亡风险分析的研究，考虑亲

属供者远期生存率与当地医疗水平和人种等密切相

关，适用于我国的生存率数据仍有待进一步探索。

1.2 终末期肾病发生 ：供肾获取后供者肾小球滤过

率只有原来的一半左右，由于适应性的超滤作用，

供者肾小球滤过率在术后 1 年可达到捐献前水平的

60% ～ 75%，然而该现象可能带来不利因素。超滤

可升高供者的基础血压，引起蛋白尿的产生，长期

的超滤效应也会打破肾脏的自我调控机制，从而发

生肾小球硬化，引起或加速肾功能的丧失［15］。因

此理论上，活体供肾捐献有升高供者血压从而发

生终末期肾病的风险。有研究即报道了供肾切除 
5 年后，供者收缩压至少升高 4 mmHg（1 mmHg ＝ 
0.098 kPa），舒张压至少升高6 mmHg ［16］。在Segev等［11］ 

的研究中，96 217 例供者中有 99 例（0.1%）发生

了终末期肾病，中位随访时间为 7.6 年。该数据显

示捐献者终末期肾病的发生率低于未筛查的普通人

群，但高于匹配的健康非捐献者。Muzaale 等［7］观

察了更长时间的数据发现，在中位随访时间 15 年 
的条件下，活体肾供者终末期肾病的累计发病率为

0.31%，而健康非供体为 0.03%（P ＜ 0.001）。同样，

Mjøen 等［6］也发现在中位随访时间为 15.1 年的条

件下，与健康的非供者相比，亲属肾供者发生终末

期肾病的风险比为 11.38 （95% CI ＝ 4.37 ～ 29.63）。 
可以预见的是，供者年龄越年轻，远期发生终末期

肾病的风险越高，因此，供者终末期肾病的发生率

仍有待更长随访时间的研究。

1.3 生活质量 ：生活质量作为主观性较强的一项评

价指标，受包括主观感受、经济水平、术后时间、

供受关系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同时随访难度大，难

以获得较为可靠且具有普遍性的结论。目前有研究

表明，通过一般生活质量评价工具，捐赠后供者整

体健康相关的生活质量良好，且少有对捐献决定后

悔的供者，这也与我国相关研究的结论类似。然而，

不同时期供者的生活质量往往难以全部记录。例

如，捐献者可能在手术康复期出现难以忍受的疼痛，

而且表现出对未来健康问题的担忧。在一项包含 
2 455 例亲属供者的 17 年随访研究中，超过 80% 的

供者认为自我健康水平较好。同时来自加拿大、巴

西等国家的研究显示捐赠者的健康相关生活质量良

好，然而移植团队若缺乏对供者的关注，其生活质

量评价也会降低［17-19］。

2 亲属肾移植受者手术预后及风险

  相比尸体肾移植，亲属肾移植能够择期选择手

术时间从而调整供受者至较好状态，同时，较短

的冷、热缺血时间，完善的术前感染排查以及较优

的移植配型，均能够降低亲属肾移植术后功能延迟

恢复、排斥反应、感染等并发症的发生率，受者及

移植物生存率也得到明显改善。然而，当受者原

发病为家族性局灶性节段性肾小球硬化（focal and 
segmental glomerulosclerosis，FSGS）等具有遗传性

的肾病时，亲属肾移植可能带来更高的原发病复发

或新发肾病风险。规范已明确指明多囊肾病、家族

性溶血性尿毒综合征、FSGS、Alport 综合征及家族

性肾病综合征等不适合作为供者，在受者终末期肾

病是由于遗传性肾病所致时，意向供者应进行基因

检测排查家族性突变［4］。目前，肾小球滤过率是供

者肾功能评估的主要测定方式，供肾捐献的公认肾

小球滤过率（glomerular filtration rate，GFR）下限为 
80 ml/（min·1.73 m2），单侧肾脏的 GFR 均应≥ 
40 ml/（min·1.73 m2），在此条件下亲属肾移植的实

施对供受者均是安全的。然而，随着医疗水平的提

高，更多可能影响受者手术预后的因素被学者所研

究，例如移植时机、捐献来源以及潜在感染的风险

评估仍未达成共识，因此，下文对此进行详细阐述。

2.1 移植时机 ：公认的是，肾移植较长期透析患者

生存率高，生活质量好，医疗消耗也更少，然而对

于亲属肾移植，抢先移植是否能带来生存受益仍值

得进一步探究。有报道认为，抢先移植能够提高受

者及移植物生存率 ；也有观点认为，抢先移植会使

受者更早暴露于免疫抑制状态中，同时，移植发生

时间越早，供者也越早暴露于单肾的风险中，在原

肾还存在一定功能条件下，抢先移植可能导致病肾

更早地完全丧失功能［20-22］。目前，KDIGO 指南草

案推荐 eGFR为10 ml/min是进行肾移植的理想时机。

Akkina 等［23］ 将移植前 eGFR 分为＜ 10.0 ml/min、
10.0 ～ 14.9 ml/min 以及≥ 15.0 ml/min 3 组后研究发

现，不同组间亲属肾移植受者术后 1 年肾功能无统

计学差异，他们认为具有较高 eGFR 受者行早期移

植并不能提高移植物存活率。Irish 等［24］在校正移

植后生存时间以去除偏倚的条件下，对比研究了抢

先移植与开始透析后 6 个月内实施亲属肾移植的受

者术后疗效发现，两组受者在 8 年的中位随访时间



·493·《实用器官移植电子杂志》  2021 年 11 月第 9 卷第 6 期  Prac J Organ Transplant（Electronic Version）， November 2021，Vol.9，No.6

中生存率并无差异。然而，该文作者也表示尽管研

究未得出抢先移植更优的结论，但并不建议等到已

透析后再进行移植，在缺乏更多试验数据的情况下，

遵循 KDIGO 指南草案可能是最优解。

2.2 捐献来源 ：我国亲属供肾超过半数来自父母，

少数来源于兄弟姐妹捐献、跨代捐献或子女捐献，

目前，国内尚无大规模不同捐献来源对受者术后疗

效的对比研究。有研究表明，男性受者较女性受者

移植术后疗效差，供者高龄、人类白细胞抗原（human 
leukocyte antigen，HLA）不匹配是影响亲属肾移植

术后疗效的主要因素［25-26］。鉴于此，有学者认为

后代捐献肾脏给亲代的供肾似乎达到了理想供肾的

要求，并有报道专门探究了相关结论。Cohen 等［27］

纳入 2001 — 2015 年 1 332 例子女捐献与 1 435 例非

子女捐献的亲属肾移植受者，他们发现接受后代供

肾受者的累积病死率显著高于接受非后代供肾的受

者。尽管男性受者在病死率及移植失败的风险均高

于女性，但接受后代供肾的受者在全因病死率等方

面不受性别的影响。他们也发现，与接受非后代供

肾的女性受者相比，接受后代供肾女性的移植物丢

失风险明显更高，风险随年龄增加而增大。因此，

他们认为子代到亲代移植是一个不利配对，且独立

于性别差异。

2.3 感染 ：感染筛查是亲属肾移植术前评估中的重

要内容，规范中明确规定乙型肝炎病毒（hepatitis 
B virus，HBV）、丙型肝炎病毒（hepatitis C virus，
HCV）、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HIV）、巨细胞病毒（cytomegalovirus，CMV）、

EB 病毒（epstein-barr virus，EBV）、梅毒等应作为

术前筛查的必要项目，余包括细菌、真菌、寄生虫、

结核等活动性感染也要予以筛查。其中，因新药极

大提高了 HCV 治愈率，既往 HCV 感染供者可在治

愈后捐献。存在病毒复制的 HBV 供者不能捐献给

非 HBV 受者，对于供者没有病毒复制，且受者具

有保护性抗体时，在充分沟通告知传播风险的条件

下可酌情实施亲属肾移植。随着研究的深入，一些

可能导致移植肾出现血尿、蛋白尿或功能不全，最

终发生移植肾失功的感染因素逐渐被学者发现，围

术期该类感染的筛查和预防传播也不容小觑。其中

最常见的是 CMV 感染，供者血清学阳性而受者阴

性是移植术后 CMV 感染的高危因素，通过移植后

严密监测病毒复制并针对性使用更昔洛韦或缬更昔

洛韦以控制风险。BK 多瘤病毒可增加移植术后受

者 1% ～ 15% 的移植失败风险，因此，在 BK 病毒

筛查阳性的患者中应定期复查及时治疗以防转变为

BK 肾病从而导致移植物失功 ［28-29］。Schreiber 等［30］

共分析了 30 对活体肾供者和受者的宏基因组测序，

在随访 1 年时间内，7 例供者及相应的受者尿液中

均检测到了 JC 多瘤病毒，尽管移植时受者血清 JC
多瘤病毒阳性，6 例患者依然发生了由移植供者向

受者的传播。有报道认为尿液 JC多瘤病毒可能与肾、

肝移植患者肌酐清除率降低有关。Cheng 等［31］却发

现 JC 多瘤病毒阳性肾移植受者移植肾生存率更高，

排斥反应更低。因此，包括 JC 多瘤病毒在内的其

他病原体在亲属肾移植的传播风险与预后仍有待进

一步研究。此外，虽然发生率很低，但致命性病毒

的传播仍需引起注意，包括西尼罗病毒［32］、淋巴细

胞性脉络丛脑膜炎病毒［33］、人 γ 疱疹病毒 8［34］和

狂犬病毒［35］。

3 不相容亲属肾移植手术预后及风险

  不相容亲属肾移植多合并更高的排斥反应及术

后并发症的发生风险，患者及移植物远期生存率也

有待进一步阐明，其不相容类别包括 ABO 血型不相

容（ABO blood group incompatible ，ABOi） 与 HLA
配型不相容。

3.1 ABO 血型不相容亲属肾移植预后及风险 ：有研

究发现，ABOi 受体发生抗体介导的排斥反应风险较

ABO 血型相容（ABO blood group compatible ，ABOc）
受体高近 20 倍，同时 ABOi 移植受者发生术后并发

症的风险也增加，包括发生肺炎的风险增加 2.1 倍， 
发生伤口感染的风险增加 3.5 倍，发生泌尿系感

染的风险增加 1.5 倍，术后出血风险增加 1.8 倍，

ABOi 受者医疗费用也会明显增高［36-37］。尽管存在

上述风险，但关于 ABOi 是否会引起移植物和移植

受者生存率的改变仍有争议。有来自日本研究发现

血型不符不会降低移植物存活率［38］。然而一项回顾

性研究报告称，ABOi 受者移植物丢失风险较高，移

植后的前 2 周是高危期，移植物丢失风险较 ABOc
受者高出 2.3 倍［39］。Opelz 等［40］及 Tyden 等［41］报

道了类似结论，他们认为短期内 ABOi 受体移植物

及患者死亡风险更高，但随着时间延长该风险逐渐

降低。我国纳入 19 家移植中心，收集 2006 年 12 月

至 2019 年 12 月 342 例 ABOi 及 799 例 ABOc 供 受

者资料后发现，ABOi 受者术后 1、3、5、10 年移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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肾存活率和受者生存率及 1 年内急性排斥反应和血

肌酐水平均与 ABOc 亲属肾移植无明显差异。故该

报道认为 ABOi 亲属肾移植技术在我国是成熟安全 
的［42］。同时，我国发布的《ABO 血型不相容亲属

活体肾移植技术操作规范（2019 版）》也明确阐述

了手术相关准备和并发症处理等内容［43］。此外，

Massie 等［44］通过对比 808 例 ABOi 受者与 2 423 例

等待或等待至接受血型相符移植受者发现，ABOi 受
者移植后的前 30 d 病死率较高，但移植后 180 d 病

死率降低，且远期生存率高于对照组，因此，他们

认为早期接受 ABOi 亲属肾移植相比漫长的等待对

肾衰竭患者来说可能是更优选择。

3.2 HLA 不相容亲属肾移植预后及风险 ：预致敏受

者因预存 DSA 阳性难以获得合适的尸体供肾，HLA
不相容亲属肾移植往往是该类患者仅有的移植机

会。多项研究证实 HLA 不相容会影响术后疗效，较

HLA 匹配受者，术后移植肾功能延迟恢复与急性排

斥反应发生率明显增高，同时流式 CDC 及 CDC 阳

性分别使1年移植物丢失风险增加1.64倍和5.01倍，

然而及时实施 HLA 不相容肾移植仍较继续等待合

适供肾收益更大［45］。Koo 等［46］即根据排斥风险将

HLA 不匹配受者分为 DSA 阳性流式 CDC 阴性、流

式 CDC 阳性 CDC 阴性和 CDC 阳性 3 类人群，通过

与继续等待移植或等待后获得尸体供肾移植的 HLA
不匹配受者对比发现，无论排斥风险大小，及时实

施 HLA 不相容亲属肾移植能带来明确的受者生存

获益。然而不可否认的是，HLA 不相容较 HLA 匹

配亲属肾移植，术后并发症明显增多，同时随着脱

敏治疗次数的增加，术后感染风险也明显增加［47］。

Avery 等［48］研究了 2010 — 2015 年该中心的 475 例

患者，按脱敏强度分为无脱敏 / 相容组、低脱敏组

（0 ～ 4 次血浆置换）、中脱敏组（5 ～ 9 次血浆置换）

和高脱敏组（≥ 10 次血浆置换）。接受无脱敏、低、

中、高强度脱敏治疗的患者 1 年累计感染发生率分

别为 50.1%、49.8%、66.0% 和 73.5% （P ＜ 0.001），
其中最常见的是泌尿系感染、机会性感染和血流感

染。他们还发现对于中度以上脱敏患者，肾移植术

后感染会增加移植物丢失风险。

4 结 论

  综上所述，亲属肾移植供者术后生存率及生活

质量较术前未发现明显下降，然而高血压、终末期

肾病的发生风险可能增加，该结论需更长随访时间

及针对年轻供者的报道验证。在相容亲属肾移植受

者中，肾移植可考虑择期实施，但应进一步完善供

肾来源、感染风险的相关筛查，尤其应注意来源于

供者少见或致命性病毒感染的传播 ；在不相容亲属

肾移植中，早期行移植手术较继续等待合适供肾可

为移植受者带来生存获益，然而也应警惕术后并发

症的发生及脱敏治疗带来的感染风险增高的问题。

值得一提的是，本文大多报道来源于国外，且相关

主题国内经验较少，亲属肾移植疗效受地区医疗水

平、社会条件及伦理因素等多方面影响，符合我国

国情的研究和经验可为改善亲属肾移植疗效、降低

围术期风险提供更多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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