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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具代表性的日本透析设施  



慢性透析患者人数的推移 2013年年末 
慢性透析患者人数 

314,180名  
（较前年增加4,137名） 



各年龄层的导入患者人数、死亡患者人数的推移 
近年来，导入透析治疗
的患者人数未见增加。 
死亡人数一直随着高龄
化进展呈增长趋势，但 
近几年也变得较为平稳。 



DOPPS 4 (2011) Time on dialysis, by country 
The top and bottom of the boxes above indicate the 25th and 75th percentiles of the distribution. The horizontal line within 

the box indicates the median (50th percentile), and the diamond indicates the mean. Vertical lines extend to the 5th and 95th percentiles. 



血液透析相关的医疗器械 



血液透析器 

 根据清除对象物质β2-MG的清除率细分为以下5种 
 Ⅰ型  10mL/min以下 
 Ⅱ型  10mL/min以上～30mL/min以下 
 Ⅲ型  30mL/min以上～50mL/min以下 
 Ⅳ型  50mL/min以上～70mL/min以下 
 Ⅴ型  70mL/min以上 
 ※保险报销额取决于上述分类和膜面积 

 
 其他可根据特定多层平板型、血液渗滤器进行区分 



 无重复使用，均为一次性使用 
 高透水性（超高通量）透析器为主体 

不同治疗方法（新分类）和血液透析器性能分类的关系（采用体外循环实施透析疗法＊） 

括号内数字为在同一行内合计值中所占的百分比。 
＊：包括院内血液透析、血液透析滤过、血液滤过、血液吸附透析、家庭血液透析 



血液回路 

 无重复使用，均为一次性使用 
 

 不是根据每型透析装置，而多为
根据医疗设施的要求对产品进行
小改良(少量多品种)→为了应对
紧急状况并保证业务持续性，在
使用者团体等的推动下出现改正
倾向 
 

 高压蒸汽灭菌法为主流 
 

 生产工厂逐步移至海外，主要在
东南亚地区等处进行生产 



①由单人用透析装置构成 
     1名患者使用1台装置 
 
    

②由中央供液方式构成 
＝Central Dialysis fluid Delivery System (CDDS)     

 
→在日本为主流（大约占90％） 

血液透析的模式 



①由单人用透析装置构成的系统 
・RO水通过水处理装置被输送至单人用透析装置 
・工作人员将透析原液A、B灌入单人用透析装置 

水处理装置 

透析液调控室 
(机械室) 

透析室 

A B 



② CDDS (Central Dialysis fluid Delivery System) 

水处理装置 

B原液溶解装置 

A原液溶解装置 

透析室 

透析液调控室 
(机械室) 

透析液 

多人用透析液 
供給装置 

透析用监测装置 



提供纯净透析液的必要性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FOR HEMODIALYSIS AND RELATED 

THERAPIES 

 

ISO 13958:2009, Concentrates for haemodialysis and related therapies 

ISO 13959:2009, Water for haemodialysis and related therapies 

ISO 11663:2009, Quality of dialysis fluid for haemodialysis and related 

therapies 

ISO 26722:2009, Water treatment equipment for haemodialysis applications 

and related therapies 

ISO 23500:2011, Guidance for the preparation and quality management of 

fluids for haemodialysis and related therapies 



前稀释On-line HDF为主流 
 (占全体的72%) 
 
置换液量多 
 (采用前稀释法时平均为40L) 

On-line HDF（联机血液透析滤过）的普及 

不同HDF的稀释方法 

HDF患者人数的推移 



话题、课题、未来的展望 



日本拥有众多透析患者，医疗机关如何应对？ 

伴随患者的高龄化，日间血液透析患者的比率出现增加 
→必须采取更高效的透析运营模式 



自动化功能 ー从治疗准备阶段至治疗结束ー  



各年份导入患者及各年末患者平均年龄的推移 

2013年年末 
导入患者的平均年龄 

68.7岁(+0.6岁) 
 
全体患者的平均年龄 

67.2岁(+0.3岁)  
  

 
 
 



据推测，日本的透析患者人数将在大约10年后 
升至顶峰，然后转为减少 

S. Nakai, K.Wakui, K.Yamagata, K.Iseki, Y Tsubakihara . Prediction of dialysis patients in Japan based on Japanese Society for 
Dialysis Therapy Registry , Journal of  Japanese Society for Dialysis Therapy, 45(7) 2012, 599-613. 



透析设施示例 –车站旁的透析诊所- 





透析设施示例 – 邻接照护设施的透析诊所-  



总结和建议 

 日本的透析患者已超过30万人，每家医疗机关平均要承担70
名以上的透析患者，因此要求各透析设施拥有更高效的运营
模式。 
 

 日本采用独特的中央供液方式，可提供得到高度净化的透析
液并方便管理，因此无论是从临床角度还是从经济学角度来
看，都可称之为一种出色的透析方法。 

 
 必须构建并完善适合高龄患者以及可开展多样化治疗的透析

医疗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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