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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著·临床研究

儿童紫癜性肾炎和 ＩｇＡ肾病临床病理对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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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儿科，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５２）

　　［摘　要］　目的　探讨儿童紫癜性肾炎（ＨＳＰＮ）和ＩｇＡ肾病在临床和肾脏病理上的异同。方法　回顾性分析
１０３例ＨＳＰＮ患儿和６１例ＩｇＡ肾病患儿的临床资料和肾脏病理资料。结果　ＨＳＰＮ患儿与 ＩｇＡ肾病患儿在年龄、
性别及病程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与ＨＳＰＮ患儿比较，ＩｇＡ肾病患儿临床分型更重，且更易出现
肉眼血尿，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ＩｇＡ肾病患儿的血肌酐及胆固醇水平较 ＨＳＰＮ患儿增高，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光镜病理显示ＨＳＰＮ患儿较ＩｇＡ肾病患儿易出现纤维蛋白原相关抗原沉积，而 ＩｇＡ肾病患儿较
ＨＳＰＮ患儿易出现补体 Ｃ３沉积，且间质纤维化、肾小管管型、肾小管炎症细胞浸润在 ＩｇＡ肾病患儿更常见（Ｐ
＜０．０５）。结论　儿童ＨＳＰＮ和ＩｇＡ肾病在临床表现、肾脏病理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这些差异不支持两者为同一
疾病的假说。 ［中国当代儿科杂志，２０１２，１４（７）：５０６－５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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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紫癜性肾炎（ＨｅｎｏｃｈＳｃｈｏｎｌｅｉｎｐｕｒｐｕｒａｎｅ
ｐｈｒｉｔｉｓ，ＨＳＰＮ）和 ＩｇＡ肾 病 （ＩｇＡ ｎｅｐｈｒｏｐａｔｈｙ，
ＩｇＡＮ）是儿童中较为常见的两种肾小球疾病，也
是儿童慢性肾功能不全的重要病因之一［１］。两

者在临床、病理表现上相似，其内在关系备受国

内外学者关注。Ｍｅａｄｏｗ等［２］提出 ＩｇＡＮ实质上
就是没有皮疹的 ＨＳＰＮ，而另有学者认为 ＨＳＰＮ

和 ＩｇＡＮ是两种不同的病种［３］。究竟它们是一种

疾病的两种亚型还是两种不同的疾病，临床上一

直存在争议，且在儿童中两者比较分析报道不

多。本研究回顾性分析我院经肾活检诊断的

ＨＳＰＮ和 ＩｇＡＮ患儿的资料，探讨两者在临床及肾
脏病理方面的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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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２００８年１月至２０１１年２月在郑州大学第一附

属医院儿科住院并行肾活检诊断的１０３例ＨＳＰＮ和
６１例ＩｇＡＮ患儿。

ＨＳＰＮ入选标准：均有典型皮肤紫癜病史、不
同程度的血尿和（或）蛋白尿，符合２００８年中华医
学会儿科学分会肾脏病学组制定的紫癜性肾炎诊

断标准［４］，同时排除特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

ＩｇＡＮ、乙肝病毒相关性肾炎和狼疮性肾炎等继发
性肾小球肾炎，以及丙肝、梅毒、ＨＩＶ感染等所致
的肾损害。

ＩｇＡＮ入选标准［５］：经肾活检免疫荧光显示肾小

球系膜区有ＩｇＡ为主的抗体沉积，同时排除：（１）过
敏性紫癜、系统性红斑狼疮、类风湿性关节炎、乙肝

病毒相关性肾炎和肝硬化等继发性 ＩｇＡＮ；（２）可能
影响肾脏病理的疾病，如糖尿病肾病、间质性肾炎、

原发性高血压、动脉粥样硬化等。

１．２　方法
收集入组患儿一般情况（年龄、性别）、临床资

料（临床表现、尿常规、血尿素氮、血肌酐、血胆固

醇、２４ｈ尿蛋白定量等）、肾组织病理学检查结果等，
其中肾组织病理学检查中光镜包括苏木精 －伊红、
ＰＡＳ、ＰＡＭ、Ｍａｓｓｏｎ染色，免疫荧光包括 ＩｇＡ、ＩｇＭ、
ＩｇＧ、补体Ｃ３、Ｃ１ｑ、Ｃ４、纤维蛋白原相关抗原（ＦＲＡ）
和ＨＢｓＡｇ、ＨＢｃＡｇ，并根据不同分组或分级标准对入
组儿童进行分组（型）或分级，对不同组／型／级间患
儿资料进行比较分析。

１．３　分组（型）或分级标准
１．３．１　病理分级　　ＨＳＰＮ病理分级按２００８年中
华医学会儿科学分会肾脏病学组修订的国际儿童肾

脏病研究中心（ＩＳＫＤＣ）分级标准分为Ⅰ ～Ⅵ
级［４，６］；ＩｇＡＮ病理分级按１９８２年Ｌｅｅ氏分级标准分
为Ⅰ～Ⅴ级［７］。

１．３．２　肾小管间质分级　　肾小管间质病理评分
标准［８９］：（１）肾小管变性、坏死：按无、轻、中、重受
损分别记０、１、２、３分；（２）肾小管萎缩：按萎缩程度
与范围，无小管萎缩记０分，小灶状萎缩记１分，片
灶状萎缩记２分，弥漫性重度萎缩记３分；（３）间质
炎性细胞浸润：无记０分，小灶状记１分，片灶状记
２分，弥漫性重度记 ３分；（４）间质纤维化：无记
０分，小灶状记１分，片灶状记２分，弥漫性重度记
３分。按总体评分分级：０级，０分；１级，１～４分；

２级，５～８分；３级，９～１２分。
１．３．３　临床分型　　根据２００８年中华医学会儿科
学分会肾脏病学组制定的 ＨＳＰＮ分型标准［４，１０］及

ＩｇＡＮ分型标准［１１］分为：孤立性血尿型、孤立性蛋白

尿型、血尿和蛋白尿型、急性肾炎型、肾病综合征型、

急进性肾炎型、慢性肾炎型。

１．３．４　尿蛋白分组　　根据２４ｈ尿蛋白定量分为
３组［４，６］，即无或轻度蛋白尿组：２４ｈ尿蛋白定量小
于１５０ｍｇ或小于２５ｍｇ／ｋｇ；中度蛋白尿组：２４ｈ尿
蛋白定量大于或等于２５ｍｇ／ｋｇ但小于５０ｍｇ／ｋｇ；大
量或重度蛋白尿组：２４ｈ尿蛋白定量大于或等于
５０ｍｇ／ｋｇ。
１．４　统计学分析

应用ＳＰＳＳ１７．０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计
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ｘ±ｓ）表示，若计量资料
为非正态分布，则采用中位数（四分位间距）表示；

计数资料采用构成比或百分比表示。计量资料间比

较采用ｔ检验或ＡＮＯＶＡ分析，计数资料比较采用χ２

检验；等级资料比较采用 ＫｒｕｓｋａｌＷａｌｌｉｓ检验分析。
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两组患儿一般临床资料比较
１０３例ＨＳＰＮ患儿中，男６５例，女３８例；年龄４～

１４岁，平均年龄８．６±２．７岁；病程１２ｄ（３～２３．５ｄ）。
６１例ＩｇＡＮ患儿中，男４７例，女１４例；年龄６个月至
１４岁，平均年龄８．７±２．８岁；病程１５ｄ（５～２８．５ｄ）。
两组年龄、性别及病程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
ＩｇＡＮ组较ＨＳＰＮ组临床分型重（Ｐ＜０．０１），以血

尿和蛋白尿型、肾病综合征型为主，且更易出现肉眼

血尿，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而两
组的尿蛋白分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
表１～３。两组肾小管间质分级结果见表４，示 ＩｇＡＮ
组儿童肾小管间质损伤较 ＨＳＰＮ组严重，两组比较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

ＩｇＡＮ组血肌酐及胆固醇含量分别为 ４６±
２３μｍｏｌ／Ｌ、６．９±３．２ｍｍｏｌ／Ｌ，均较 ＨＳＰＮ组（分别
为３５±１９μｍｏｌ／Ｌ，５．４±２．１ｍｍｏｌ／Ｌ）增高，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分别Ｚ＝－２．９８１，Ｐ＝０．００３；Ｚ＝－２．４４５，
Ｐ＝０．０１４）。
２．２　两组患儿病理分级及光镜病理表现

ＨＳＰＮ组病理分级中，Ⅰ级５例，Ⅱ级２０例，Ⅲ级
７６例，Ⅳ级２例，Ｖ级及ＶＩ级未见；ＩｇＡＮ组病理分级
·７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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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Ⅰ级６例，Ⅱ级２４例，Ⅲ级２９例，Ⅳ级１例，Ｖ级
１例。光镜病理显示ＨＳＰＮ患儿较ＩｇＡ肾病患儿易出
现ＦＲＡ沉积，而ＩｇＡ肾病患儿较ＨＳＰＮ患儿易出现补
体Ｃ３沉积，且间质纤维化、肾小管管型、肾小管炎症
细胞浸润在ＩｇＡ肾病患儿更常见，而ＨＳＰＮ患儿袢坏
死发生率较高，见表５。

表１　两组患儿临床分型的比较　［例（％）］

组别 例数
孤立性血

尿型

孤立性

蛋白尿型

血尿和蛋白

尿型

急性肾

炎型

肾病综

合征型

ＨＳＰＮ １０３ ２２（２１．４）４２（４０．８）２９（２８．２） １（１．０） ９（８．７）
ＩｇＡＮ ６１ １３（２１．３） ５（８．２） １８（２９．５） ８（１３．１）１７（２７．９）

　　注：两组临床分型比较，Ｚ＝－３．６９３，Ｐ＜０．００１

表２　两组患儿尿蛋白分组的比较　［例（％）］

组别 例数 无或轻度蛋白尿 中度蛋白尿 大量或重度蛋白尿

ＨＳＰＮ １０３ ２８（２７．２） ３６（３４．９） ３９（３７．９）
ＩｇＡＮ ６１ １９（３１．１） ９（１４．８） ３３（５４．１）

　　注：两组尿蛋白比较，Ｚ＝－１．０７２，Ｐ＝０．２８４

表３　两组患儿血尿情况的比较　［例（％）］

组别 例数
无镜下血尿或

肉眼血尿
仅镜下血尿 肉眼血尿

ＨＳＰＮ １０３ ３６（３５．０） ６２（６０．２） ５（４．９）
ＩｇＡＮ ６１ ６（９．８） ２４（３９．３） ３１（５０．８）

　　注：两组血尿情况比较，Ｚ＝－６．３１７，Ｐ＜０．００１

表４　两组患儿肾小管间质分级的比较　［例（％）］

组别 例数 ０级 １级 ２级 ３级

ＨＳＰＮ １０３ ４（３．９） ９０（８７．４） ７（６．８） ２（２．０）
ＩｇＡＮ ６１ ４（６．６） ３７（６０．７） １５（２４．６） ５（８．２）

　　注：两组肾小管间质分级比较，Ｚ＝－３．０３８，Ｐ＝０．００２

表５　两组光镜病理表现的比较　［例（％）］

病理表现
ＨＳＰＮ
（ｎ＝１０３）

ＩｇＡＮ
（ｎ＝６１） χ２值 Ｐ值

ＩｇＡ沉积 １０３（１００） ６１（１００） ０．６８５ ０．４０９
ＩｇＭ沉积 ５８（５６．３） ３６（５９．０） １．８３３ ０．１７８
ＩｇＧ沉积 ２１（２０．４） １９（３１．１） ３．０２５ ０．０８４
Ｃ３沉积 ４０（３８．８） ３４（５５．７） ７．６３２ ０．００６
Ｃ１ｑ沉积 　７（６．８） ８（１３．１） ２．１２５ ０．１４７
ＦＲＡ沉积 ５１（４９．５） １９（３１．１） ３．９１９ ０．０４９
ＨＢｓＡｇ／ＨＢｃＡｇ沉积 　４（３．９） ４（６．６） ０．５８５ ０．４４５
新月体 ５４（５２．４） ２３（３７．７） ３．３６２ ０．０６９
袢坏死 ２７（２６．２） ２（３．３） １４．９３６ ＜０．００１
内皮细胞增生 ６２（６０．２） ２８（４５．９） ３．１８３ ０．０７６
肾小球炎症细胞浸润 １５（１４．６） ３（４．９） ３．６８５ ０．０５７
肾小球硬化 　７（６．８） ９（１４．８） ２．７６９ ０．０９８
球囊粘连 　３（２．９） ２（３．３） ０．０１７ ０．８９６
间质纤维化 　６（５．８） １１（１８．０） ７．８２６ ０．００６
肾小管管型 　９（８．７） １８（２９．５） １２．８１０ ＜０．００１
肾小管炎症细胞浸润 １３（１２．６） ２２（３６．１） １３．４１７ ＜０．００１

３　讨论

ＨＳＰＮ是指在过敏性紫癜患儿病程中（多数
６个月内）出现血尿和（或）蛋白尿［１２］，其与ＩｇＡＮ都
是儿童最常见的肾小球疾病，并且是儿童时期慢性

肾脏病之一［１３］。两者临床突出表现均为血尿或伴

不同程度的蛋白尿，病理表现均为肾小球系膜区有

ＩｇＡ为主的免疫球蛋白沉积和系膜增生［１４］，其内在

关系备受国内外学者关注，但在儿童中两者关系研

究不多。

本研究中ＨＳＰＮ和ＩｇＡＮ患儿均以男性多见，且
在发病年龄上相似，均在学龄前和青春期起病，与欧

倩等［１５］报道一致。ＨＳＰＮ和 ＩｇＡＮ临床表现存在某
些共性，如两者都是血尿明显的肾小球疾病，可伴或

不伴不同程度的蛋白尿。本研究发现两者的尿蛋白

量无明显差别，均以中、重度蛋白尿居多，但 ＩｇＡＮ
临床分型更重，以血尿和蛋白尿型、肾病综合征型为

主，且较ＨＳＰＮ更易出现肉眼血尿。本研究还发现
ＩｇＡＮ患儿的血肌酐及胆固醇含量较 ＨＳＰＮ患儿增
高，提示ＩｇＡＮ在临床表现及肾功能损伤上较 ＨＳＰＮ
严重。

ＩｇＡＮ和ＨＳＰＮ在肾脏病理改变上极为相似，难
以区分，免疫荧光都以肾小球系膜区有显著的颗粒

状ＩｇＡ沉积为特征，同时可表现为系膜增生和新月
体形成；电镜以系膜区大片电子致密物沉积为特征。

张小芬等［１６］报道 ＨＳＰＮ肾小球沉积物中大多包含
ＩｇＧ，而 ＩｇＡＮ肾小球沉积物中大多不含 ＩｇＧ而含
ＩｇＭ，两者在免疫病理类型分布上的差别明显，提示
二者免疫发病机制有别。本研究显示ＨＳＰＮ患儿和
ＩｇＡＮ患儿光镜病理表现 ＩｇＡ、ＩｇＭ、ＩｇＧ的沉积无明
显差别，但ＨＳＰＮ较ＩｇＡＮ更易出现ＦＲＡ沉积，ＩｇＡＮ
较ＨＳＰＮ更易出现Ｃ３沉积。曾有研究认为，ＩｇＡ或
免疫复合物主要通过旁路途径，其次通过植物凝集

素途径激活补体，而过量的补体激活导致肾损

害［１７］。陈香美［１８］提出，肾小球内凝血纤溶障碍导

致慢性进展性肾损伤的机制除与微血栓的形成引起

肾小球缺血性损伤之外，肾小球内ＦＲＡ的沉积对肾
小球内皮细胞具有直接的生物学作用，其中包括干

预细胞外基质代谢调控系统，且ＦＲＡ沉积能够促进
肾脏炎症细胞积聚；从病理的角度看，ＦＲＡ沉积可
引起肾小球内皮细胞增生、水肿，进一步可能与新月

体形成和肾小球硬化有关。因此推测两者在发病机

制上可能存在部分不同，ＩｇＡＮ肾脏损害更应关注补
体系统激活，而 ＨＳＰＮ的肾脏损害不能忽视凝血纤
·８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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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障碍［１９］。周长华等［２０］认为 ＨＳＰＮ是免疫复合物
介导的血管炎，起病时肾小球毛细血管受累较早，而

ＩｇＡＮ免疫复合物先沉积于系膜区，随之侵及系膜旁
区，继而引起毛细血管受累，因此ＩｇＡＮ起病隐匿。

本研究发现肾脏病理表现中，ＩｇＡＮ组肾间质纤
维化等慢性化病变程度高于 ＨＳＰＮ组，而 ＨＳＰＮ组
有显著的毛细血管袢改变，其袢坏死发生率明显高

于ＩｇＡＮ组，呈一急性病理过程，理论上有逆转可能
性，故积极治疗可有较好的预后，与叶世武等［２１］报

道一致。本研究结果示 ＩｇＡＮ患儿肾小管间质损伤
较ＨＳＰＮ患儿重，且更易出现肾小管管型、肾小管炎
症细胞浸润。俞蕾等［２２］及沈茜等［２３］发现有肾小管

萎缩、间质纤维化病变患儿预后较差，肾小管－间质
病变程度与预后之间具有较好的相关性。因此推测

ＩｇＡＮ患儿肾小管间质损害较重可能是其预后较
ＨＳＰＮ差的原因之一。

综上可知，ＨＳＰＮ和 ＩｇＡＮ患儿虽有很多相似，
但在临床、病理、预后等方面仍存在较多差别，ＩｇＡＮ
在临床表现、肾功能损伤上较为严重，且肾脏病理中

ＨＳＰＮ较 ＩｇＡＮ更易出现 ＦＲＡ沉积，ＩｇＡＮ较 ＨＳＰＮ
更易出现 Ｃ３沉积；ＩｇＡＮ肾小管间质损伤较 ＨＳＰＮ
严重。这些差异不支持两者为同一疾病的假说，两

者可能为两种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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