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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 　在慢性特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的治疗中 ,当患者不能耐受或对传统治疗比如皮质激素 、免

疫球蛋白以及脾切除等疗效不佳时 ,能刺激血小板生成增多的药物为患者提供了另外一条治疗途径。第一

代血小板刺激药物由于使用后在患者体内产生内源性 TPO中和抗体 ,使患者发生继发性血小板减少而被停

止临床试验 ,第二代药物罗米司亭和艾曲波帕在临床试验中能够安全增加和维持对传统治疗抵抗患者的血

小板数量 ,并且没有内源性中和抗体产生。文中详细介绍了两药分子结构特点 、作用机制 、药动学 、疗效评价

以及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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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Inthetreatmentofidiopathicthrombocytopenicpurpura, newlydevelopedagentsthatcanstimu-

lateplateletproductionofferanalternativetreatmentstrategywhenpatientscouldnottolerateorhaveainsufficient

responsetotraditionaltherapiessuchascorticosteroids, immunoglobulinandsplenectomy.Thefirstgenerationof

thrombopoieticagentswasdiscontinueddevelopmentowingtoneutralizingauto-antibodiescross-reactingwithendog-

enousTPO, whichcancausesecondarythrombocytopeniainpatients.Inclinicaltrials, second-generationthrombo-

poietin-receptoragonists, eltrombopagandromiplostim, safelyincreaseandmaintainplateletproductioninpatients

withrefractorydisease, withoutdevelopingauto-antibodiesagainstTPO.Thisarticleintroducedthemoleculecon-

structionfeatures, mechanismofaction, pharmacokinetics, clinicalefficacyandsafetyofthetwodrugs.

[ Keywords] 　chronicidiopathicthrombocytopenicpurpura(CITP);romiplostim;eltrombopag;molecule

construction;mechanism;clinicalefficacy;safety

　　慢性特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chronicidio-

pathicthrombocytopenicpurpura, CITP)传统治疗手

段是使用激素或免疫抑制剂 ,但由于严重的不良反

应使应用受到限制 ,人们在不停探索能直接刺激血

小板生成的药物 ,第一代药物由于使用后产生内源

性血小板生长素(thrombopoietin, TPO)中和抗体使

血小板数量下降而被停止临床试验 ,第二代药物罗

米司亭与艾曲波帕在临床试验中表现出较高的反

应率和良好的耐受性 ,美国 FDA于 2008年 8月和

11月分别批准罗米司亭与艾曲波帕用于 CITP的

治疗 ,它们都通过作用于 TPO受体来刺激血小板

的生成 ,与第一代相比具有更高的安全性
[ 1]
。本

文查阅了国外上市以来的临床资料 ,介绍 ITP发病

机制 、治疗概况以及血小板刺激药物结构改进与

发展历程 ,并就两药物分子结构特点 、作用机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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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动学 、临床疗效以及安全性等进行综述 。

1　CITP发病机制与治疗概况

1.1　CITP发病机制　CITP也称为免疫性血小板

减少症 ,是由于生成的血小板被破坏和(或)血小板

生成不足而引起的以血小板减少为特征的疾病 ,根

据年龄的不同分为成人或儿童 ,根据症状持续时间

长短分为急性或慢性 ,儿童多为急性 ,而成人通常为

慢性。急性患者 70% ～ 80%不经治疗通常 6个月

内会自愈 ,慢性患者只有 5%会自愈
[ 2]
。 CITP确切

的病因目前尚不明确 ,与患者体内存在特殊的免疫

反应有关 ,这种免疫反应导致患者体内的血小板被

自身的抗体破坏:抗体与血小板结合后 ,被巨噬细胞

识别并吞噬 ,此过程主要发生在脾脏或肝脏 ,自身免

疫抗体的产生主要受 CD
+
4 T辅助细胞以及抗体产

生 B细胞相互作用的影响 ,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

对血小板破坏也有一定作用 。此外 ,患者血小板生

成不足也是患病重要原因之一
[ 1]
。

1.2　CITP治疗概况　CITP目前的治疗手段主要

有:使血小板免遭破坏或增加患者体内血小板数量 ,

一线或二线治疗主要是使生成的血小板免遭破坏和

清除 ,一线治疗包括给予皮质激素或静脉注射免疫

球蛋白 ,通常使用的皮质激素为强的松 ,剂量为 1 ～

2mg·kg
-1
·d

-1
,疗程长短根据血小板的反应而定。

2/3的患者在给药 7 ～ 10d内症状会完全或部分缓

解 ,但大部分患者在减量后复发 ,只有 20% ～ 40%

的患者有持续的缓解。在患者对皮质激素没有反应

或不能耐受或需要迅速升高血小板的情况下 ,可选择

静脉注射免疫球蛋白 ,标准剂量为 1mg·kg
-1
·d

-1
,疗

程 1 ～ 2d,血小板在注射 d1开始上升 ,但 3 ～ 4周内

回落。对 Rh+的患者可选择静脉注射抗-D免疫球

蛋白 ,剂量为 50 ～ 80μg·kg
-1
·d

-1
。二线治疗:ITP患

者患病持续时间超过 6周并且有严重血小板减少(血

小板 <10×10
9
·L

-1
),没有出血症状 ,或者患病持续

时间 3个月 ,对一线治疗没有或只有部分反应 ,血小

板在 10×10
9
～ 30×10

9
·L

-1
之间 ,可以考虑脾切除 ,

70%左右的患者对脾切除有完全反应。 25% ～ 30%

的患者对于一线治疗和脾切除没有反应 ,可应用免疫

抑制剂 ,临床上使用的有硫唑嘌呤 、环孢素 A、环磷酰

胺 、利妥昔单抗等 ,但患者对免疫抑制剂的疗效与耐

受性还缺乏临床证据 ,有待进一步考证
[ 2]
。

2　血小板刺激药物结构改进与发展

一线和二线治疗都是通过抑制免疫反应来减少

血小板清除与破坏 ,但当这些治疗手段无效或患者

不能耐受时 ,只有通过增加患者体内血小板数量来

缓解症状 ,由于输注血小板费用高 ,引起并发症多 ,

所以寻求能直接刺激血小板生成增多的治疗药物显

得尤为重要。第一代研制出 TPO受体激动剂包括

重组人血小板生成素(rhTPO)以及巨核细胞生长因

子 ,即截短的聚乙烯 TPO分子 (PEG-rHuMGDF)两

个药物 。rhTPO是从哺乳动物中国仓鼠卵巢细胞提

取分离得来 ,与人体内源性的 TPO有着相同的氨基

酸序列 ,而 PEG-rHuMGDF由大肠杆菌分离纯化制

成 ,随后的临床试验对两药进行了评估 ,由于 PEG-

rHuMGDF使用后发现在少数健康志愿者(13/535)

以及少数化疗患者体内(4 /650)产生内源性 TPO中

和抗体而使血小板数量下降 ,两个药物在 1998年被

停止了临床试验
[ 3]
。

第二代刺激血小板生成药物从 TPO拟肽的分

离开始 ,这种拟肽从噬菌体呈现文库中被成功分离 ,

它与内源性 TPO不具有同源性 ,所以没有免疫源

性 ,不会因免疫反应导致内源性 TPO中和抗体产

生 ,但是与 rhTPO具有同等效力
[ 4]
。为了增加这种

拟肽在体内的稳定性及延长药物半衰期 ,人们对其

结构进行了改进。首先 ,它必须对蛋白酶和肽酶稳

定而不被水解 ,为此对 N末端乙酰化或 C末端酰胺

化 ,或通过双硫键成环作用来增加对蛋白酶水解的

稳定性
[ 5]
;第二是延长药物半衰期 ,目前通常采用

两种方法:一是拟肽与聚乙二醇(PEG)或血清蛋白

比如人血清白蛋白(HSA)结合来增加药物半径 ,从

而阻止肾脏对药物的滤过来延长半衰期;二是采用

Fc融合蛋白技术 ,即免疫球蛋白 (Ig)可结晶片段

(fragmentcrystallizable, Fc)与拟肽融合生成 Fc-肽融

合蛋白来延长半衰期
[ 6]
。进一步的研究认为 Fc-肽

融合后半衰期延长的原因可能与 Fc与其新生受体

FcRn结合时的 pH依赖以及 Fc融合蛋白形成同二

聚体有关
[ 7]
。第二代刺激血小板生成药物发展历

程中 , 2008年具有里程碑意义 , 2008年 8月 FDA批

准罗米司亭(romiplostim, AMG-531)用于对传统治

疗(一线治疗)没有充分反应的 CITP治疗 , 11月又

批准艾曲波帕 (eltrombopag, SB-497115)用于 CITP

二线治疗
[ 1]
。罗米司亭采用 Fc融合蛋白技术制

成 ,为 Fc-肽类融合蛋白 ,它由 4个 TPO拟肽通过多

聚甘氨酸共价与含有两个双硫键的人 IgG1к-重链的

Fc恒定区融合而成 ,而艾曲波帕为非肽类 TPO类似

物 ,它是合成的小腙分子药物 ,也是第一个 FDA批

准用于 ITP治疗的非肽类药物
[ 3]
(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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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艾曲波帕和罗米司亭特点比较
[ 1, 3, 10 -13]

项　目　 艾曲波帕(eltrombopag, SB-497115) 罗米司亭(romiplostim, AMG-531)

结构 非肽类 、合成小腙分子药物 肽类 ,为 Fc-肽融合蛋白, Fc结构药物延长半衰期 ,

与 TPO不具同源性

相对分子质量 564.6 29 542

作用机制 作用于 TPO受体 , 作用位点不同于 TPO, 触发 JAK/

STAT信号通路 ,刺激巨核细胞增值与分化

与TPO竞争结合 TPO受体 ,触发 JAK/STAT信号通

路 ,增加巨核细胞倍数与成熟

给药途径 口服 皮下注射

给药剂量 最佳剂量 30～ 75mg, qd 中位剂量 2～ 3 μg· kg-1 ,每周 1次

疗效 qd给药后 7d左右血小板开始上升 , 16d左右达峰值 给药后 5d左右血小板开始上升 ,呈剂量依赖性 ,
12～ 15d达峰值

停药 血小板 2周内回落到基线值 血小板 2周内回落到基线值

中和抗体产生 无 Ⅲ期临床中 1例产生对罗米司亭而非 TPO的中和

抗体 ,但不影响血小板计数

药物消除 游离药物在肝胀代谢 , 与血小板结合的药物通过网状

内皮系统清除

游离药物代谢目前不清楚 ,与血小板结合的药物通

过网状内皮系统清除

骨髓网硬蛋白增加 无 Ⅲ期临床中有 2例患者骨髓网硬蛋白增加

血栓形成 临床试验中没有发现血栓形成 Ⅲ期临床中有 2例患者血栓形成

3　血小板的形成及两药作用机制

血小板生成素受体(TPOR, c-MPL)在干细胞 、

巨核细胞以及巨核细胞前体的表面都有表达 ,刺激

c-MPL能触发两面神激酶 /信号传导及转录激活因

子信号通路(Janusactivatingkinase/signaltransduc-

ersandactivatorsoftranscription, JAK2/STAT5), 引

起基因表达的改变 ,从而促进干细胞向巨核细胞途

径转变的过程 ,人骨髓祖细胞增殖分化使成熟的巨

核细胞形成不断增加 ,最终导致血小板的形成并释

放进入外周循环。罗米司亭的 4个 TPO拟肽含有 4

个 c-MPL结合位点 ,它与体内内源性的 TPO竞争与

c-MPL结合 ,刺激血小板的生成 ,而非肽类的艾曲波

帕能与细胞跨膜区域的 c-MPL相互作用 ,刺激血小

板的生成
[ 1]
。两个药物一个肽类 ,一个非肽类 ,都

是通过作用于 c-MPL来刺激血小板的生成 ,其作用

方式与效果是否完全一样 ,有学者做了这方面的研

究 。Erhardt等
[ 8]
比较了 rhTPO(肽类)与艾曲波帕

在体外对血小板功能的影响 ,发现 rhTPO能激活血

小板磷脂酰肌醇(-3)激酶 /蛋白激酶 B(phosphati-

dylinositol3 kinase/ProteinkinaseB, PI3K/Akt)及

JAK2/STAT-1, -3, -5信号传导通路 ,而艾曲波帕只

能激活 JAK2/STAT-3 , -5信号传导通路 ,对 -1作用

弱 ,对 PI3K/Akt信号传导通路没有影响 , PI3K/Akt

信号传导通路对血小板功能有重要作用 ,所以 rhT-

PO对血小板的聚集等功能产生强烈影响 ,而艾曲波

帕对血小板功能几乎没有影响 ,但两者对巨核细胞

分化等功能的影响几乎一样 ,这可能与两者作用于

c-MPL不同的氨基酸序列位点有关 。 Nishino等
[ 9]

比较了 rhTPO、艾曲波帕及另外一个非肽类 c-MPL

激动剂 NR-101对造血干细胞的影响 ,发现经过 7d

培养 , NR-101能显著增加干细胞的数量 ,是 rhTPO

的 7倍 ,而艾曲波帕与 rhTPO增加干细胞数量相当 ,

同样是非肽类 c-MPL激动剂 ,对干细胞的影响也不

一样 ,他们结构上的差别导致了对干细胞不同的影

响。这些研究都表明 ,两药虽然都作用于 c-MPL,但

它们与 c-MPL的结合位点肯定是不一样的 。

4　药动学

两个随机安慰剂对照的Ⅰ期临床试验研究了罗

米司亭在健康志愿者体内药动学特点
[ 10]
,在第一个

试验中 ,志愿者被分为罗米司亭静脉注射组(n=

12),给药剂量为 0.3 ～ 10μg·kg
-1
,与皮下注射组

(n=20),给药剂量为 0.1 ～ 2μg·kg
-1
,在第二个试

验中 ,分为皮下注射组(n=24),给药剂量为 0.3 ～ 2

μg·kg
-1
,与安慰剂组(n=6),均为单次给药。结果

表明 ,在第一个试验中 ,静脉给药 1 ～ 3d内血小板

开始上升 , 11 ～ 15d后达到峰值 ,而皮下给药 4 ～ 9d

内血小板开始上升 , 8 ～ 20d后达到峰值 ,血小板数

量 28d内回到基线值 。第二个试验中 ,给予 1 μg·

kg
-1
的血小板持续增加时间为 2 ～ 15d,而 2 μg·

kg
-1
为 6 ～ 16d。血药浓度与给药剂量不呈线性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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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而血小板数量的上升则与给药剂量呈剂量依赖

性 ,在给予 2μg·kg
-1
单次剂量时 ,达峰时间为 24 ～

36h。在随后对 ITP患者的研究中发现 ,在每周给

药 1次的情况下(剂量 3 ～ 15μg·kg
-1
),达峰时间为

7 ～ 50h(中位值 14h),消除半衰期为 1 ～ 14d(中位

值 3.5d)。

两个独立的随机单剂量的交叉试验评估了艾曲

波帕在健康志愿者体内的药动学特点
[ 11]
。第一个

试验 A分 3期进行:①受试者禁食(前 1 d晚上直

到给药后 4h),给予 2粒 25mg胶囊 。②受试者禁

食 ,给予 2粒 25mg片剂。 ③受试者给予 FDA标准

规定的高脂肪高钙早餐 ,餐后立即给予 2粒 25mg

片剂。第二个试验 B分 5期进行:①受试者禁食 ,

给予 1粒 75mg片剂。 ②受试者给予低脂肪低钙早

餐 ,餐后立即给予 1粒 75mg片剂。 ③受试者给予

高脂肪低钙早餐 ,餐后立即给予 1粒 75 mg片剂。

④受试者给予高脂肪低钙早餐 ,餐前 1h给予 1粒

75mg片剂 。⑤与包含 1 524 mg氢氧化铝及 1 425

mg碳酸镁的液体抗酸剂同服。结果表明 ,所有试验

A, B组中 ,血药浓度达峰时间(Tmax)为 1 ～ 12h(中

位值 4h),消除半衰期(t1/2)为 13.8 ～ 18.8h(中位

值 16h)。在试验 A中 ,给予高脂高钙早餐后口服

艾曲波帕生物利用度显著降低 , AUC和峰浓度

(Cmax)分别比禁食下降 59%和 65%。在试验 B中 ,

艾曲波帕与低钙食物同时服用 ,无论是高脂肪还是

低脂肪 ,都不影响它的 AUC与 Cmax,而当与抗酸剂

同服时 , AUC和 Cmax比禁食下降 70%。此试验表

明:高脂低脂饮食均不影响它的生物利用度 ,而高钙

与抗酸剂则使生物利用度显著降低。艾曲波帕在本

质上是亲脂药物 ,但高脂食物并没有影响它的生物

利用度 ,可能因为它结构中含有酸性成分 ,导致在胃

酸环境中溶解度很低 ,所以高脂食物对它的生物利

用度没有影响 ,同时它是一个联苯基腙衍生物 ,在结

构上与金属螯合剂有相似性 ,能与很多金属离子形

成螯合物 ,从而影响它的生物利用度。

5　临床疗效评价

两个多中心随机安慰剂对照的Ⅲ期临床试验比

较了罗米司亭对慢性 ITP患者的疗效
[ 12]
,患者年龄

均 >18岁 ,最初血小板计数 <30×10
9
·L

-1
,都曾经

接受过皮质类固醇激素(94%)、静脉注射免疫球蛋

白(80%)或脾切除术(50%)治疗 ,但反应不充分。

第一个试验包括 63例脾切除患者(脾切除时间≥4

周),另一个试验包括 62例非脾切除患者 ,他们均

按 2∶1的比例随机分组 ,每周接受皮下注射罗米司

亭或安慰剂 ,时间 24周。罗米司亭初始剂量为每周

1μg·kg
-1
,随后适当调整剂量使血小板计数维持在

50×10
9
～ 200×10

9
·L

-1
之间 ,评价最主要的终点是

患者血小板有持久的反应 ,即在治疗结束的最后 8

周至少有 6周的时间血小板计数 ≥50 ×10
9
·L

-1
。

试验最大剂量不超过 15μg·kg
-1
,试验期间患者可

以使用救护药品 ,但是在最后 8周里只要使用了救

护药品就不能认为血小板有持久的反应 。在第一个

脾切除组试验中 , 42例患者分在罗米司亭组 , 1例因

不良反应 、1例自愿退出试验 , 40例完成试验 , 21例

患者分在安慰剂组 , 2例因死亡退出试验 , 19例完成

试验。在第二个非脾切除组试验中 , 41例患者分在

罗米司亭组 , 2例因不良反应退出试验 , 39例完成试

验 , 21例患者分在安慰剂组 , 1例因不良反应 、2例

自愿退出试验 , 1例怀孕退出试验 , 17例完成试验 。

结果表明 ,在所有罗米司亭组中 ,给药 1周后 25%

患者血小板有反应 ,给药 2 ～ 3周后 50%患者血小

板有反应。在最后 8周 ,第一个脾切除试验组中给

予罗米司亭的患者每周血小板计数在 56 ×10
9
～

85×10
9
·L

-1
之间 ,而非脾切除组给予罗米司亭的患

者每周血小板计数在 63 ×10
9
～ 96 ×10

9
·L

-1
之间 。

脾切除组中 ,给予罗米司亭后血小板有持久反应的患

者比例显著高于给予安慰剂患者比例(38%∶0%, P=

0.001)。非脾切除组中 ,罗米司亭组血小板有持久

反应的患者比例也显著高于给予安慰剂组(61%∶

5%, P<0.001)。评价的第二个结果是血小板暂时

的反应 ,即在试验期间患者血小板没有持久的反应 ,

但是有间断或不间断≥4周时间患者血小板有反

应。在脾切除组中 , 有暂时反应的患者比例为

40%,非脾切除组中 , 有暂时反应的患者比例为

27%。在脾切除组中 ,患者血小板总的反应比例

(持久反应 +暂时反应)罗米司亭与安慰剂对比为

79%∶0(P<0.001),在非脾切除组中 ,患者血小板

总的反应比例罗米司亭与安慰剂对比为 83%∶7%

(P<0.001)。在脾切除组中 ,患者血小板有反应持

续时间罗米司亭与安慰剂对比为 12.3周 ∶0.2周

(P<0.001),在非脾切除组中 ,患者血小板有反应

持续时间罗米司亭与安慰剂对比为 15.2周∶1.3周

(P<0.001)。给予罗米司亭的患者中 ,停药后血小

板反应维持时间较短 , 2周内 73%的患者血小板计

数又降低到 <50×10
9
·L

-1
,只有 8.3%的患者血小

板计数 >50×10
9
·L

-1
且持续时间 >12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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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曲波帕的 Ⅲ期临床试验 ,共有 21个国家 63

个中心的 114例患者参加
[ 13]
,患者平均年龄 48岁

(19 ～ 84岁),血小板计数均 <30×10
9
·L

-1
,按 2∶1

的比例分为艾曲波帕组(n=76)与安慰剂组(n=

38),疗程为 6周 ,这些患者都曾接受过其他治疗 ,

其中 ,艾曲波帕组和安慰剂组中接受皮质激素的患

者分别为 57(75%)和 29例(76%),接受静脉注射

免疫球蛋白的患者分别为 36(47%)和 13例

(34%),曾接受利妥昔单抗治疗的患者分别为 17

(22%)和 8例(21%),接受过脾切除术的患者分别

为 31(41%)和 14例(37%)。首要的试验终点是在

d43血小板数量增加到≥50×10
9
·L

-1
患者的比例 ,

患者由于血小板计数 >200×10
9
·L

-1
而终止试验的

认为是有反应 ,由于其他原因(比如自愿退出 、缺乏

疗效 、不良反应等)而终止试验的认为没反应 ,给药

初始剂量为艾曲波帕 50mg,口服 , qd,对开始治疗 3

周内没反应的患者剂量增加到 75 mg。安慰剂组

中 , 1例患者由于血小板计数 >200×10
9
·L

-1
、2例

由于不良反应 、5例其他原因而终止试验 , 治疗组

中 , 18例患者由于血小板计数 >200×10
9
·L

-1
、3例

由于不良反应 、 3例其他原因而终止试验 ,共有 82

例患者(治疗组 52例 ,安慰剂组 30例)完成了 6周

的临床试验。结果表明 ,治疗组与安慰剂组分别有

59%和 16%的患者血小板计数≥50×10
9
·L

-1
,两组

比较有显著性差异(P<0.000 1);治疗组与安慰剂组

血小板平均计数分别为 69×10
9
·L

-1
和 18×10

9
·L

-1
,

在 34例剂量增加到 75mg的患者中 , 10例有反应。

治疗停止后血小板在 2周内逐渐回到基线值 ,两组

在出血以及其他不良反应发生频率上没有差异 。

艾曲波帕对丙型肝炎引起的血小板减少的治

疗:一项多中心的随机 Ⅱ期临床试验中
[ 14]
, 74例丙

型肝炎患者参加试验 ,其血小板计数在 20×10
9
～

70×10
9
·L

-1
之间 , 患者被随机分为艾曲波帕 30,

50, 75mg组以及安慰剂组 , qd给药 ,疗程 4周 ,试验

终点为血小板计数≥100×10
9
·L

-1
,随后是 12周的

抗病毒治疗。结果表明 ,在 4周治疗后 ,艾曲波帕

30, 50, 75mg组及安慰剂组中 ,分别有 75%, 79%,

95%和 0的患者血小板计数≥100 ×10
9
·L

-1
(P<

0.001),完成随后 12周抗病毒治疗的患者分别为

36%, 53%, 65%和 6%。血小板减少是慢性肝病患

者(chronicliverdisease, CLD)常见的并发症 ,据统

计 76%的 CLD患者会发生血小板减少症 ,很多因素

如血小板挤伤扣留 、丙型肝炎引起的骨髓抑制 、干扰

素的抗病毒治疗以及 TPO的水平和活性降低等被

认为与这一并发症有关 ,以往的刺激 TPO药物如白

(细胞)介素类由于严重的促炎症反应使应用受到

限制 ,艾曲波帕良好的耐受性为患者开辟了另外一

条治疗途径
[ 15]
。

对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MDS)患者的治疗:一

项 44例 MDS患者参加的 Ⅱ期临床试验中
[ 16]
,患者

血小板计数 <50×10
9
·L

-1
,患者接受 3周 ,每周 1

次的罗米司亭皮下注射 ,剂量 300 ～ 1 500μg,有 18

例患者对治疗有反应 。

6　安全性

在临床试验中 ,患者对罗米司亭表现出良好的

耐受性 ,最常见的不良反应为头痛 、疲劳 、鼻衄 、关节

痛 、头晕 、失眠 、肌痛 、肢体痛等
[ 10, 12, 16]

,在 Ⅲ期临床

试验中 2例患者罗米司亭治疗结束后有血栓形成 ,

其中 1例采用乙酰水杨酸治疗 ,最终由于颅内出血

死亡 , 2例患者骨髓网硬蛋白增加 , 1例患者产生对

罗米司亭中和抗体
[ 12]
,所有临床试验都没有发现产

生对内源性 TPO的中和抗体
[ 10, 12, 16]

。患者对艾曲

波帕也有良好的耐受性 ,主要的不良反应有头痛 、鼻

咽炎 、恶心 、腹泻 、总蛋白增加 、呕吐 、关节痛 、疲劳 、

转氨酶升高等 ,没有血栓形成及骨髓网硬蛋白增加

的报道
[ 11, 13-14]

,在Ⅲ期试验中 ,除恶心 、呕吐与安慰

剂相比有差异外 ,其他不良反应与安慰剂比较并没

有差异
[ 13]
。两个药物停药后应注意监测患者由于

血小板降低引起出血的风险。

7　结语

CITP在工业国家发病率为 1/100 000 ～ 10/100 000,

和传统的治疗手段比较 ,临床试验中患者对罗米司

亭与艾曲波帕表现出较高的反应率及良好的耐受

性 ,两个药物的批准上市 ,为不能耐受一线治疗以及

对治疗不敏感的 CITP患者带来了希望 ,两个药物长

期的疗效以及对年龄低于 18岁的患者的疗效还有

待于临床进一步观察
[ 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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