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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结果显示#男性肠癌发病率明显高于女性#且年龄

多为
3'

!

00

岁*很多研究也显示#男性发病率明显高于女性#

且多为
3%

岁左右(

%

)

#此阶段男性正处于人生鼎盛阶段#社会交

往广泛#思想压力大#工作节奏紧张#加上个人喜好使其不良生

活方式和饮食方面增加了患病风险(

0

)

*有研究指出男性腰臀

比如果大于
'$(

#数字越高#患大肠癌的危险越大*因此#

3'

!

00

岁男性更应注意平常的粪便潜血及转铁蛋白的筛查*

@$?

"

从表
"

可见对照组在正常饮食情况下留取粪便标本#血

红蛋白'转铁蛋白检测均为阳性者占
"$=_

#经随访得知#其中

"

例为肝吸虫卵阳性#

"

例患有痔疮%肠癌患者中结肠癌患者血

红蛋白阳性率为
A&$&_

#转铁蛋白阳性率为
&#$%_

#但联合检

测的阳性率则达
(#$%_

%而直肠癌患者血红蛋白阳性率为

&%$A_

#转铁蛋白阳性率为
A&$0_

#联合检测阳性率则达

(3$=_

#联合检测均大大提高了检测阳性率*血红蛋白免疫法

也有假阴性的出现#原因可能!$

"

&血红蛋白在消化道中受肠内

细菌和消化酶的作用而变形#导致其抗原性降低或消失%$

#

&过

量大出血而导致反应体系中抗原过剩出现前带现象%$

=

&部分

患者血红蛋白与单克隆抗体不匹配而致假阴性*而转铁蛋白

则在肠道内抗菌力强#性质稳定#且其活性持续时间较长#克服

了血红蛋白检测潜血的缺点#但也有少数疾病(

A

)如遗传性无转

铁蛋白血症'各种恶性疾病'炎症为主的多种疾病$如手术'创

伤'心肌梗死'感染等&均可导致转铁蛋白低下#在这些情况下

转铁蛋白单克隆抗体检测结果为阴性*因此#二者联合检测作

为肠癌的初筛试验可在很大程度上提高肠癌检出率*

@$@

"

从表
"

还可见在结肠癌中转铁蛋白对潜血的检出率高于

血红蛋白#而在直肠癌中却恰恰相反#究其原因#可能与其生理

位置有关#在人体肠道中结肠处于直肠的上端#结肠癌出血在

消化道停留时间较长#受到细菌及消化酶作用的时间也较长#

其血红蛋白抗原性降低或消失的概率也就增大#而此时转铁蛋

白却因抗菌力强#性质稳定(

&

)

#弥补了血红蛋白检测潜血的缺

陷#进而阳性率增大%而在直肠癌中#虽然也有出血#但转铁蛋

白阳性率明显偏低#可能与转铁蛋白检测潜血的灵敏度有关#

在血液中血红蛋白和转铁蛋白的比例为
%"$#k"$'

#而在粪便

中的比例为
%$3k"$'

#因此#少量出血转铁蛋白阳性率则明显

偏低#在初筛试验中因为临床症状均不明显#出血量也不多#显

然此时血红蛋白检测潜血更具优势#可见血红蛋白和转铁蛋白

检测潜血的优势与肠道癌所导致出血的位置也有很大关系#但

作为初筛试验#出血位置不具有确定性#故血红蛋白和转铁蛋

白联合检测更能提高肠癌的筛查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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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化血红蛋白与血糖'血脂关系的探讨

郑玉娟!杨胜茹

"天津市第三医院检验科
"

=''#%'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
#

型糖尿病患者"

19

%和糖调节受损者"

XY7

%糖化血红蛋白"

8.!"/

%与空腹血糖"

\,Y

%(餐后
#N

血糖"

#

N,Y

%(血脂的相关性&方法
"

检测健康对照组"

"''

例%(

19

组"

(%

例%(

XY7

组"

AA

例%

8.!"/

(

\,Y

(

#N,Y

(总胆固醇"

7)

%(三酰

甘油"

7Y

%(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81-B)

%(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1-B)

%等!对结果进行
9

检验及相关性分析&结果
"

19

组

8.!"/

(

\,Y

(

#N,Y

(

7Y

(

7)

(

-1-B)

均显著高于健康对照组"

!

#

'$'"

%!

81-B)

低于健康对照组"

!

#

'$'"

%!

8.!"/

与
\,Y

(

#

N,Y

呈显著正相关"

;f'$(%

(

'$0#

%!与
7Y

(

7)

(

-1-B)

有平行升高的趋势!与
81-B)

呈负相关&

19

组
8.!"/

(

\,Y

和
#N,Y

水平与
XY7

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血脂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结论
"

8.!"/

与血糖(血脂联合检

测对糖尿病的预防(诊断(病情控制及并发症的防治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关键词"糖尿病$

"

血红蛋白
!

!糖基化$

"

血糖$

"

血脂异常

!"#

!

"'$=(0(

"

>

$?@@+$"0A=B3"='$#'"#$"'$'%(

文献标识码"

,

文章编号"

"0A=B3"='

"

#'"#

%

"'B"#03B'#

""

糖尿病$

J?I.CHC@4CFF?HM@

#

19

&是病因和发病机制尚未完

全阐明的一种以高血糖为主要标志的内分泌代谢疾病#可引发

人体内糖'蛋白质'脂肪'水和电解质等一系列代谢紊乱综合

征#严重危害人类健康(

"

)

*目前除已确诊为
19

的患者外还

有相当一部分人群各项诊断指标介于正常和
19

诊断标准之

间#被界定为
19

危险增高类型人群#称为糖调节受损$

XY7

&

者#

XY7

被公认为是
19

前期#

19

几乎都要经过
XY7

阶

段(

#

)

*糖化血红蛋白$

5

F

P

/*@

P

FIHCJNC4*

5

F*.?+

#

8.!"/

&可反

映
#

!

=

个月前平均血糖水平#稳定性较好#能反映体内血糖控

制水平#被普遍认为是了解
19

发生'发展'治疗效果的一项指

标(

=

)

*本文通过对不同人群
8.!"/

和血糖'血脂水平的分析

比较#以探讨其在
19

预防'诊断'疗效观察中的意义*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

"

&

19

组及
XY7

组!

#'""

年
%

!

"'

月本院

+

30#"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X+HW-I.9CJ

!

9I

P

#'"#

!

[*F$==

!

<*$"'



内分泌科住院患者
"A#

例经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

;Y77

&#并

根据
"(((

年
e8;19

诊断标准#将空腹血糖$

\,Y

&

$

0$"

44*F

"

-

'餐后
#N

血糖$

#N,Y

&

$

""44*F

"

-

列为
19

组#共

(%

例#其中男
%=

例#年龄
#(

!

A%

岁%女
3#

例#年龄
="

!

A#

岁*

将
\,Y

#

0$"44*F

"

-

'

#N,YA$&

!

""44*F

"

-

列为
XY7

组#

共
AA

例#其中男
=%

例#年龄
#%

!

0(

岁%女
3#

例#年龄
#(

!

0A

岁*$

#

&健康对照组!选择同期本院健康体检者
"''

例#

\,Y

#

0$"44*F

"

-

'

#N,Y

#

A$&44*F

"

-

#其中男
%%

例#年龄
##

!

0&

岁%女
3%

例#年龄
#%

!

0%

岁*

>$?

"

标本采集
"

采集受试者空腹
"#N

后次日
&

!

''

静脉血
#

4-

于乙二胺四乙酸二钾$

217!B]

#

&抗凝管中测定
8.!"/

#

3

4-

于促凝管中
='''G

"

4?+

$离心半径
"=$%/4

&离心
%4?+

分

离血清测定
\,Y

'总胆固醇$

7)

&'三酰甘油$

7Y

&'高密度脂蛋

白胆固醇$

81-B)

&'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1-B)

&等*然后口

服
A%

5

葡萄糖于
#N

后再次采集静脉血于促凝管中
='''

G

"

4?+

$离心半径
"=$%/4

&离心
%4?+

分离血清测定
#N,Y

*

>$@

"

试剂'仪器与方法
"

\,Y

'

#N,Y

采用葡萄糖氧化酶法#

7Y

采用酶法#

7)

采用胆固醇氧化酶法#

81-B)

'

-1-B)

采用

直接测定法*试剂均为北京九强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产品#检测

仪器为
;-9US:#A''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8.!"/

采用离子

交换高效液相色谱法#应用
,X;BT!11"'8.!"/

检测系统及

配套试剂*

>$A

"

统计学处理
"

应用
:U::"A$'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计量

资料以
&Z7

表示#采用
9

检验及相关分析#以
!

#

'$'%

为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检测结果比较见表
"

#相关分析见表
#

*

表
"

""

=

组各项指标检测结果比较#

&Z7

&

检测指标
健康对照组

$

(f"''

&

19

组$

(f(%

&

XY7

组$

(fAA

&

8.!"/

$

_

&

%$='Z'$%= &$''Z"$'&

!

%$A'Z'$%0

!!%

\,Y

$

44*F

"

-

&

%$"0Z'$33 ($%(Z"$3%

!

%$3&Z'$0&

%

#N,Y

$

44*F

"

-

&

0$30Z'$%3 "=$03Z"$(0

!

($#%Z'$A(

!%

7Y

$

44*F

"

-

&

"$#%Z'$3& #$%3Z"$=0

!

"$&&Z'$0=

!!

7)

$

44*F

"

-

&

3$='Z'$03 %$=&Z"$"%

!

3$A0Z"$'0

81-B)

$

44*F

"

-

&

"$%AZ'$=% "$##Z'$#3

!

"$3'Z'$#=

%%

-1-B)

$

44*F

"

-

&

#$0&Z'$3# =$0%Z"$'3

!

=$#&Z"$''

!!

""

!

!

!

#

'$'"

#

!!

!

!

#

'$'%

#与健康对照组比较%

%

!

!

#

'$'"

#

%%

!

!

#

'$'%

#与
19

组比较*

表
#

""

8.!"/

与各项指标直接相关分析结果#

;

&

组别
\,Y #N,Y 7Y 7) 81-B) -1-B)

健康对照组
'$A" '$=# '$#3 '$3& '$%% '$#(

19

组
'$(% '$0# '$3A '$=( a'$"0 '$=0

XY7

组
'$33 '$'( '$#3 '$#& a'$#0 '$=#

@

"

讨
""

论

8.!"/

含量与红细胞接触的血糖水平'持续时间与细胞

寿命的长短呈正相关#可反映患者过去
#

!

=

个月的血糖平均

水平(

3

)

*

8.!"/

与
\,Y

'

#N,Y

相比#其检测不受进食和用药

等因素的影响#可更客观地反映体内血糖的平均水平和总体变

化趋势#在监测和评价
19

的血糖控制方面有重要意义*本研

究结果显示#

19

组
8.!"/

与
\,Y

呈显著正相关#与国内某

些报道
19

患者
8.!"/

与
\,Y

呈显著直线相关相符(

%B0

)

*

19

组和
XY7

组
#N,Y

'

8.!"/

均显著高于健康对照组#且呈

平行升高趋势#说明餐后血糖升高是引起高
8.!"/

的主因(

A

)

*

本研究结果还显示#

XY7

'

19

组
8.!"/

均高于健康对照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而且
19

组
8.!"/

又明显高于
XY7

组#因此#提早发现
8.!"/

异常有利于
19

的预防*

#''#

年

美国糖尿病协会$

!1!

&将
8.!"/

作为
19

疗效判定的,金标

准-*

8.!"/

具有比
\,Y

更高的诊断灵敏度和特异性#比

;Y77

更为简便'快速#有利于
19

的早期诊断#适合作为
19

的诊断指标而广泛应用(

&

)

*

XY7

组
8.!"/

与健康对照组比

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提示此期患者需要进行早

期干预#因此#对该类人群既要定期监测血糖#也要重视

8.!"/

的检测#从而提高预防和监测
19

的能力*

19

患者常伴血脂代谢异常*本研究结果显示#与健康对

照组比较#

19

组
7Y

'

7)

'

-1-B)

明显升高#

81-B)

明显降

低#与国内文献报道基本一致(

(

)

*

XY7

组
7Y

明显高于健康对

照组$

!

#

'$'%

&#而
19

组与
XY7

组之间血脂水平差异不大#

说明
19

前期即可出现不同程度脂代谢紊乱(

"'

)

*长期高血糖

容易使血红蛋白和长寿组织蛋白发生糖基化和非酶糖化#生成

糖化终产物$

!Y2@

&#

!Y2@

是导致
19

血管并发症的重要因

素*发生脂代谢紊乱的机制还可能与胰岛素抵抗有关#胰岛素

抵抗时胰岛素诱导脂蛋白脂肪酶$

-U-

&作用降低#游离脂肪酸

生成增多#导致
7Y

合成增多%患者高密度脂蛋白水平降低#其

摄取胆固醇的能力降低#导致血液中
7)

水平升高(

""

)

*而

7)

'

7Y

'

-1-B)

升高#

81-B)

下降是
19

发生心'脑血管并发

症的重要原因*

总之#

8.!"/

与血糖'血脂联合检测对
19

的预防'诊断'

病情控制及并发症的防治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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