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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呈增高型#基础值明显增高且峰值延迟#倒置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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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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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对照组的
_J

8

释放曲线逐渐降低#典

型组'倒置组的
_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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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放曲线呈增高型#基础值明显增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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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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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胰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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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分泌#是体内主要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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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激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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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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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泌#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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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可促进
_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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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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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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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放曲线是评价胰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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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功能的经典

实验#但口服葡萄糖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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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释放曲线少有报道*本组观察的

健康对照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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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放曲线呈低平微向下凹的曲线#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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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从进食至胃排空的整个糖代谢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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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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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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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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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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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呈负相关*健康者在睡眠状态的

午夜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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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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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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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拮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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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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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

达到峰值并呈正相关#两者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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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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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氧刺激交感神经兴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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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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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对照组#但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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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因#此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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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_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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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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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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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指标相关性与空腹基本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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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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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置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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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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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

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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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倒置组患者体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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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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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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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却不能完全抑制
_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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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释放#可能体

内还存在其他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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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放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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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升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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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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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

无法

抑制
_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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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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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上升#显著高于空腹
_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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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可能因为

个体差异#

&6#F_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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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高幅度不同#

_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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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部分地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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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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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与
2F/_

呈负相关#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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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显示出负相关的趋势#但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可能由于倒置组患者
+0

状态较轻#加之

日间活动改善缺氧状态#

5F+>=

与
5F/_

'

5F_J

8

均呈负相

关#

5F_J

8

与空腹
_J

8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而
5F/_

则显著

低于
1/_

#说明此
5F_J

8

与空腹处于同一水平#但
5F_J

8

与

5F/_

却不相关#

_J

8

完全受到抑制#

5F+>=

的生理浓度及效

应却远大于空腹状态#因此降解
/_

的效果加强#出现
_̀""

曲线的倒置*

综上所述#健康者
_J

8

只参与
1/_

的调节#餐后的
_J

8

处

于相对被抑制状态&而
"2V[

患者的
_J

8

不但参与
1/_

的调

节#还参与了餐后
/_

的代谢#其作用在糖代谢的后期被抑制*

从本研究的数据分析#典型组
_J

8

在
26&F

时相点功能受到抑

制#而倒置组
_J

8

在
&6#F

时相点即受到部分抑制#表明典型

组的
_J

8

参与糖代谢的时间段比倒置组长*显然#

_J

8

在

"2V[

的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是促使
/_

增高并维持其

高水平的重要因素#如何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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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高
_J

8

血症进行对抗

性治疗#将是今后关注的热点(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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