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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治疗肾内科疾病临床效果分析 

宋 平 

江西省宜春市高安市中医院  江西宜春 

【摘要】目的 分析在治疗肾内科疾病采用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的临床效果。方法 选取 2023 年 4 月至

2024 年 5 月在我院肾内科收治的 52 例患有各类肾脏疾病患者作为观察对象。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组 26
例。对照组采用常规治疗，观察组采用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对比两组患者的临床效果及肾功能指标情况。

结果 经过治疗后，观察组患者治疗总有效率高于对照组，肾功能指标改善程度更为显著，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

义（P<0.05）。结论 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在治疗肾内科疾病中有显著治疗效果，还能改善肾功能指标。其临

床应用为肾内科疾病的治疗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手段，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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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efficacy analysis of angiotensin-converting enzyme inhibitors in the treatment of renal dise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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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angiotensin-converting enzyme inhibitors in the treatment 
of renal diseases. Method 52 patients with various kidney diseases admitted to the Nephrology Department of our hospital 
from April 2023 to May 2024 were selected as the observation subjects. Randomly divided into a control group and an 
observation group, with 26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conventional treatment, while the observation 
group received angiotensin-converting enzyme inhibitors. Compare the clinical outcomes and renal function indicators 
between two groups of patients. Results After treatment,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improvement of renal function indicators was more significant, with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0.05). Conclusion Angiotensin converting enzyme inhibitors have significant therapeutic effects in the treatment of 
renal diseases and can also improve renal function indicators. Its clinical application provides an effective means for the 
treatment of renal diseases and has important clinical signific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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肾脏疾病是临床上较为常见的疾病类型，其发病

机制复杂，对患者的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造成了严重

影响。近年来，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在肾内科疾病

的治疗中得到了广泛应用。通过抑制血管紧张素转换

酶的活性，减少血管紧张素Ⅱ的生成，从而发挥多种对

肾脏有益的作用[1]。本研究旨在分析血管紧张素转换酶

抑制剂治疗肾内科疾病的临床效果，为临床治疗提供

参考依据。具体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选取 2023.4-2024.5 月在我院肾内科收治的各类肾

脏疾病患者 52 例，且所有患者确诊肾内科相关疾病；

且符合相应的诊断标准；无妊娠或哺乳期妇女；近期内

没有使用过其他影响肾功能的药物；无血管紧张素转

换酶抑制剂过敏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男 8 例，女 5
例，57.46±2.11)岁，观察组（男 7 例，女 6 例，56.78
±3.12）岁。两组患者一般资料对比（P>0.05）。 

1.2 方法 
观察组采用常规治疗。口服阿司匹林肠溶片 80-

300mg/d,1 次/d。观察组采用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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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患者实际情况，给予相应的药物。开托普利片，口

服 2.5mg/d,2-3 次/d。盐酸喹那普利片，口服 10mg/d,1 次

/d。西拉普利片，口服 2.5mg/d,1 次/d。盐酸贝那普利片，

口服 10mg/d,1 次/d。两组患者治疗周期都为 15 日。 
1.3 观察指标 
治疗效果：根据患者临床症状、肾功能改善情况，

分为显效、有效、无效。 
肾功能指标：检测治疗后血肌酐、尿素氮水平，评

估肾功能变化。采用全自动生化分析仪进行检测，检测

方法严格按照试剂盒说明书操作。 

1.4 统计学分析 
使用 SPSS24.0 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P＜

0.05 表示数据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临床治疗效果对比 
通过两组数据对比，观察组临床治疗效果高于对

照组（P<0.05）。见表 1 
2.2 两组患者肾功能指标对比 
通过两组数据对比，观察组肾功能指标优于对照

组（P<0.05）。见表 2 
表 1  两组患者临床治疗效果对比 [例，(%)]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观察组 26 15（57.69） 10（38.46） 1（3.85） 25（96.15） 
对照组 26 9（34.62） 14（53.85） 3（11.54） 23（88.46） 
χ2 - 10.708 4.765 4.163 4.163 
P - 0.001 0.029 0.041 0.041 

表 2  两组患者肾功能指标对比（ sx ± ） 

组别 例数 血肌酐（μmol/L) 尿素氮(mmol/L) 
观察组 26 97.35±18.55 7.26±1.82 
对照组 26 112.81±17.63 8.89±1.97 

t - 3.470 3.491 
P - 0.001 0.001 

3 讨论 
肾内科疾病作为临床领域中一类极为关键且复杂

的病症集合，而且，肾脏作为人体重要的排泄和内分泌

器官，其功能的正常维持对于机体的稳态至关重要。然

而，肾内科疾病往往会导致肾脏结构和功能的损伤，进

而引发一系列病理生理变化[2]。给患者的生命健康带来

了严重的威胁与挑战。在肾内科疾病的治疗过程中，传

统的肾内科疾病治疗方法包括饮食控制、对症治疗等，

但这些方法在某些情况下并不能完全满足临床需求，

患者的病情仍可能持续进展或出现药物不良反应[3]。而

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因其独特的药理作用和显著

的临床疗效，逐渐成为了肾内科治疗领域中备受关注

的重要药物之一。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能够通过

对肾素 - 血管紧张素 - 醛固酮系统的精准调节、改善

肾小球血流动力学、减少尿蛋白排泄以及抑制细胞增

殖和肥大等多种作用机制，全方位地对肾脏功能进行

保护和改善[4]。 
对于各种肾内科疾病，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

能够有效降低尿蛋白。其主要机制是通过扩张肾小球

出球小动脉，降低肾小球内压力。在糖尿病肾病中，高

血糖会引起肾小球高滤过状态，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

制剂可以减轻这种异常的滤过，减少蛋白漏出。这有助

于延缓肾脏疾病的进展，因为蛋白尿是肾脏损伤的一

个重要标志物，长期大量蛋白尿会导致肾小管间质损

伤，进而引起肾功能恶化[5-6]。通过减少蛋白尿，血管

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可以保护肾小管和间质，维持肾

脏的正常结构和功能。而且，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

是一类常用的降压药物，在肾内科疾病患者中发挥着

重要的血压调节作用。对于肾性高血压，它能够作用于

肾素 - 血管紧张素 - 醛固酮系统，抑制血管紧张素 I
转换为血管紧张素 II，从而降低外周血管阻力，达到降

压的目的。与其他降压药物相比，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

制剂在降低血压的同时，还能改善肾血流量。因为其扩

张出球小动脉的作用强于入球小动脉，使得肾小球内

的血流动力学得到优化，在有效降低血压的同时，不会

过度减少肾小球灌注，这对于保护肾功能是非常重要

的。在慢性肾脏病的治疗中，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

的应用能够显著延缓肾脏疾病的进展[7]。它可以抑制肾

脏局部的醛固酮系统激活，减少炎症介质的产生和细

胞外基质的积聚。在肾小球硬化和肾小管间质纤维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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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过程中，炎症反应和细胞外基质的异常沉积是关键

环节。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可以降低患者的血肌

酐上升速度，延长患者进入终末期肾病的时间。通过长

期使用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能够有效改善患者

的肾脏预后，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减少透析和肾移植

的需求，减轻了患者的医疗负担和社会经济负担。同时， 
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对肾脏疾病长期预后的改善

也为患者带来了更多的生存希望和更好的生活前景。

还有些肾内科疾病患者往往伴有心血管疾病的高风险。

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可以通过降低血压、减少蛋

白尿等多种方式减轻心脏和血管的负担[8-9]。它能够抑

制血管紧张素 II 对心肌细胞的不良作用，如抑制心肌

肥厚的发生和发展。在肾病综合征患者中，由于血液处

于高凝状态，容易发生血栓和心血管事件。血管紧张素

转换酶抑制剂有助于改善血管内皮功能，减少血小板

聚集，降低心血管疾病的发生风险。 
在使用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治疗前，应仔细

评估患者的肾功能和肾血管情况，对于存在肾动脉狭

窄等高危因素的患者，需要谨慎使用 ACEI，并密切监

测肾功能的变化。如果在治疗过程中发现血肌酐升高

幅度超过基础值的 30%，应及时调整治疗方案，如减

少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的剂量或暂停使用，同时

进一步查找原因，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行处理。同时，药

物剂量的调整也是至关重要的。初始治疗时，应从小剂

量开始，逐渐增加剂量，以达到最佳的治疗效果和最小

的不良反应。在调整剂量过程中，需要密切观察患者的

血压、蛋白尿、肾功能等指标的变化。对于老年患者、

肾功能不全患者以及合并多种疾病的患者，更应谨慎

调整剂量，避免因药物剂量不当导致的不良后果。 
综上所述，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在治疗肾内

科疾病中有显著治疗效果，还能改善肾功能指标。值得

在临床中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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