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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改善之健康照護處置 

  透析患者最常見的死因為心律不整和心臟驟停（圖一），並非與血脂異常相關
的心血管疾病。因此，我們依據 Cochrane 的結論（主要參考文獻＿１）修正現行
治療準則和評量標準如下：（1）在評估透析病患心血管併發症風險時，不需定
期追蹤膽固醇和三酸甘油脂，且其檢測不須列入評量標準；（2）接受透析後才
發生高血脂的病患不建議使用 statins；（3）若透析患者在開始維持性透析前已
經服用 statins，則繼續使用。 

 

圖一：透析患者死亡原因，美國腎臟資料登錄系統（USRDS）， 2012－2014 

 

 

實證內容 

  Statins 類藥物在不同類型的臨床試驗中都被證實能夠降低心血管疾病死亡率，
但是使用於透析病患時，其效果卻不顯著。４D 臨床試驗（佐證文獻＿１）將患
有第二型糖尿病且接受血液透析的病人分組至服用 atorvastatin 或安慰劑，結果發
現前者比後者的低密度脂蛋白膽固醇有明顯降低，但兩組的心因性死亡、非致死
性心肌梗塞以及非致死性中風的發生並無明顯差異，而服用 atorvastatin 者反而有
更高的致死性中風。AURORA（佐證文獻＿2）研究 rosuvastatin 用於血液透析病
人的治療效果，也得到與 4D 相似的結果。SHARP 研究（佐證文獻＿３）將慢性
腎病受試者分為服用 simvastatin 加 ezetimibe 與安慰劑兩組後，若僅比較血液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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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的心因性血管疾病的死亡率與心血管事件的發生率，結果仍無明顯差異。最
後，Cochrane 的分析結果（主要參考文獻＿１）亦顯示 statins 並不會減少透析患
者的重大心血管事件與死亡率。 
 

論述 

  本文參考的三個大型試驗與 Cochrane 的分析都指出，在已透析的病患上開始使
用 statins，雖能減少低密度脂蛋白膽固醇，卻不能降低心因性死亡率，且反而將
病患曝露於不必要的藥物副作用中。因此，2013 美國心臟病學院/美國心臟醫學
會（ACC/AHA）對於已接受血液透析病患使用 statins 作出＂無所建議＂的結論；
2013 年的 KDIGO（Kidney Disease：Improving Global Outcomes）與 2016 年歐洲心
臟醫學會（ESC）的血脂治療指引，皆不建議接受透析後才發生高血脂的病患使
用 statins。 

我國腎臟醫學會於 102 年所制定的《血液透析及腹膜透析訪視作業評量標準》
（圖二）及《透析訪視作業評量表》（圖三）中規定，每三個月需檢驗膽固醇及
三酸甘油脂，此項規範實為低效益的醫療行為，因為即使在透析病人中檢測出新
發生的高血脂，給予 statins 治療也無法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風險。 

 

圖二：血液透析及腹膜透析訪視作業評量標準（取自附件 1） 

 

 

圖三：透析訪視作業評量表（取自附件２） 

 

 

  再者，按照健保給付規定（圖四），門診醫師開立降血脂藥物時就該追蹤抽
血檢查，透析單位重複檢驗只是浪費醫療資源。 
  綜合以上，我們認為透析單位不需定期檢驗血脂，其檢測不須列入透析評量
標準；透析患者若在開始透析前已在服用 statins，則繼續使用且於門診追蹤檢查
即可。 



 

圖四：全民健康保險藥品給付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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