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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期#肾脏已发生不可逆的病理改变#如果能在病理改

变初期给予干预治疗#可防止或延缓临床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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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早期高血压性肾损伤的灵敏指标'有学

者认为
O3!*[

检测对
`U

肾脏病变的早期诊断具有价值#

在
`U

患者的尿常规检查中#一旦出现
O3!*[

持续阳性#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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