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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当今临床仍缺少一本关于药物致药源性肝肾功能损害的、系统的、最新研究专著。
因此，《药源性肝肾损害及其防治对策》的如期出版，将使其相关领域的研究内容更丰富，并可为临
床广大医务工作者及其研究者提供此方面的最新信息，将对药物的选择与合理用药提供帮助。

　　《药源性肝肾损害及其防治对策》收集常用药物548种，其中西药404种，中药144种，并系统介绍
了药物致药源性肝肾功能损害、药源性流行病学、临床表现等内容，特别侧重于发病机制、诊断和防
治对策的阐述，其中来源于药典的品种均在药品名称标题后加“*”注明。

本专著是一本全新的涉及药物药源性肝肾损害的药物治疗学著作，这也是《药源性肝肾损害及其防治
对策》最显著的特点，完全有别于其他药物治疗学书籍。
希望《药源性肝肾损害及其防治对策》能在临床合理用药方面为广大医务工作者提供帮助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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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第二节药源性肝损害的免疫机制药物成分一般为小分子物质，不引发免疫反应。
药物或其活性代谢产物与内源性蛋白质共价结合形成免疫复合物，正常情况下，机体对此类复合物具
有免疫耐受，但是当肝细胞被破坏、死亡或出现炎症反应时，免疫复合物释放到细胞外，可诱发免疫
反应，导致炎症反应和肝脏毒性。
肝脏内存在大量的大分子细胞，可充当载体蛋白与药物或其代谢产物发生结合，引起人体对半抗原载
体或载体的特异性免疫应答从而诱发肝损害。
免疫介导性肝损害即可通过产生特异性抗体激发体液免疫，也可通过抗体依赖细胞毒作用或其他机制
，激发细胞免疫，或者同时激发两条途径共同作用。
典型药物为氟烷类麻醉药。
免疫机制介导的肝损害通常是不可预测的，其发生和程度均与用药剂量和疗程无关且其无法在实验动
物模型上得到复制。
免疫介导的肝损害仅发生在某些人或人群，或有家族性。
此类肝损害具有明显的免疫异常指征，还可有肝外组织器官损害的表现，如常合并发热、皮疹、关节
痛等肝外表现。
血清学检查有嗜酸性粒细胞增多、循环免疫复合物阳性、非特异性的自身抗体阳性、免疫反应启动延
迟。
第三节肝细胞损害免疫与非免疫的联合机制在药源性肝损害中，免疫机制和非免疫机制可同时发生，
但是却没有统一定论。
主要的理论支持有：健康细胞只表达新鲜抗原而不受免疫系统攻击，只有当细胞受损时才发生免疫攻
击；库普弗细胞可降低某些肝脏毒性物质。
提示库普弗细胞在某些药源性肝损害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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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药源性肝肾损害及其防治对策》是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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