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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型糖尿病患者糖化血红蛋白 尿微量清蛋白及血脂水平的检测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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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目的　探讨２型糖尿病患者糖化血红蛋白（ＨｂＡ１ｃ）水平与尿微量清蛋白及血脂水平的相关性。方法　选取２０１２年

确诊的２型糖尿病患者１２０例，据 ＨｂＡ１ｃ的测定结果将纳入研究者分为两组，Ａ组：ＨｂＡ１ｃ＜６．５％，共６０例；Ｂ组：ＨｂＡ１ｃ≥

６．５％，共６０例。分别检测两组患者 ＨｂＡ１ｃ、尿微量清蛋白、血脂水平。结果　与Ａ组比较，Ｂ组尿微量清蛋白、总胆固醇（ＴＣ）、

三酰甘油（ＴＧ）、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ＬＤＬＣ）水平升高（犘＜０．０５），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ＨＤＬＣ）水平降低（犘＜０．０５）。结论　

当 ＨｂＡ１ｃ≥６．５％时，２型糖尿病患者的尿微量清蛋白、ＴＣ、ＴＧ、ＬＤＬＣ水平明显升高，提示糖尿病并发症发生的风险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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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型糖尿病的发病率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并且仅有１／４

的患者血糖控制达标。随着病程的延长，２型糖尿病患者会出

现多种并发症，如微血管病变、神经病变及动脉粥样硬化等［１］。

糖尿病肾病是２型糖尿病的一种严重的慢性并发症，与血脂水

平的变化关系密切［２］。尿微量清蛋白的检测能够帮助临床医

生判断患者肾功能损伤的程度，并在肾损伤可逆阶段就能够检

出其水平异常。美国糖尿病学会推出的２００７版亚太地区糖尿

病防治指南中明确指出糖化血红蛋白（ＨｂＡ１ｃ）是国际公认的糖

尿病监控“金标准”［３］。由于ＨｂＡ１ｃ、尿微量清蛋白及血脂三者

与２型糖尿病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本研究旨在探讨三者的相

关性，以期为２型糖尿病的诊断和治疗提供参考依据。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２０１２年１～１２月于眉山市仁寿县人民

医院住院或门诊已确诊的２型糖尿病患者１２０例，诊断标准符

合１９９７年美国糖尿病学会糖尿病诊断标准：空腹血糖大于７．０

ｍｍｏｌ／Ｌ和（或）餐后血糖大于１１．１ｍｍｏｌ／Ｌ，年龄２４～７２岁，

平均６２．２５岁，其中男性５６例、女性６４例。排除标准包括以

下几点：（１）严重肝肾功能不全的患者；（２）有急慢性感染性疾

病的患者；（３）有继发性高血压的患者；（４）一般情况不稳定的

患者；（５）患其他影响糖代谢的疾病的患者。根据国际糖尿病

联盟制定的糖尿病患者 ＨｂＡ１ｃ水平应低于６．５％的控制目标，

将糖尿病患者分成两组，Ａ组：ＨｂＡ１ｃ＜６．５％，共６０例；Ｂ组：

ＨｂＡ１ｃ≥６．５％，共６０例
［４］。两组间年龄及性别进行统计学分

析，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基线资料一致，具有可比性。

１．２　仪器与试剂　总胆固醇（ＴＣ）、三酰甘油（ＴＧ）、高密度脂

蛋白胆固醇（ＨＤＬＣ）、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ＬＤＬＣ）的检测采

用北京九强公司试剂，通过日立 ＨＩＴＡＣＨＩ７１８０生化分析仪

进行测定；ＨｂＡ１ｃ的检测采用的免疫抑制比浊法试剂（ＲＯ

ＤＯＸ公司）；尿微量清蛋白采用德灵ＢＮ１００特定蛋白分析仪

及配套试剂进行测定。

１．３　方法　所有患者均于夜间禁食１２ｈ后采集空腹肘静脉

血标本进行 ＨｂＡ１ｃ及临床生化、血流变指标的测定；收集晨尿

检测尿微量清蛋白浓度。

１．４　统计学处理　所有数据均使用ＳＰＳＳ１３．０统计软件包进

行统计学处理，计量资料用狓±狊表示，两组间比较用狋检验，

犘＜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与Ａ组（ＨｂＡ１ｃ＜６．５％）比较，Ｂ组（ＨｂＡ１ｃ≥６．５％）的

血清ＴＣ、ＴＧ、ＬＤＬＣ水平和尿微量清蛋白水平均高于 Ａ组

（犘＜０．０１），而血清 ＨＤＬＣ水平低于Ａ组（犘＜０．０１），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相关指标比较（狓±狊）

分组 狀 ＴＣ（ｍｍｏｌ／Ｌ） ＴＧ（ｍｍｏｌ／Ｌ） ＨＤＬＣ（ｍｍｏｌ／Ｌ） ＬＤＬＣ（ｍｍｏｌ／Ｌ） 尿微量清蛋白（ｍｇ／Ｌ）

Ａ组 ６０ ５．５２±１．１４ １．８９±０．４１ １．５２±０．５３ ３．２２±０．８４ ３０．３±３．８

Ｂ组 ６０ ６．３１±１．９８ ２．６７±１．２８ １．２７±０．４２ ４．０６±０．９７ １０９．２±４４．９

　　：犘＜０．０１，与Ａ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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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讨　　论

ＨｂＡ１ｃ是处于血红蛋白β链Ｎ端的缬氨酸与葡萄糖发生

的非酶性缩合反应形成的产物。不稳定的席夫碱首先产生，经

过葡糖胺重排反应，形成稳定的铜胺化合物，即 ＨｂＡ１ｃ
［５］。影

响 ＨｂＡ１ｃ长期控制不稳定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其血液浓度过

会高影响红细胞的氧亲和力，导致组织缺氧，造成糖尿病的多

种慢性并发症的发生。同时，ＨｂＡ１ｃ水平的升高会加重心血

管病变和心肌的代谢紊乱，引起心肌广泛灶性坏死等损害，诱

发心力衰竭、心律失常、心源性休克和猝死，加速心脑血管并发

症的形成；如果眼睛内的晶体被糖化，则会引发白内障。此外，

ＨｂＡ１ｃ水平的升高可引起血脂和血黏度增高，由于血糖分子

量较小，单纯血糖增加不会引起血浆和全血黏度的明显改变，

但糖尿病患者长期高血糖引起的脂质代谢紊乱、红细胞内渗透

压改变可导致血浆和全血黏度升高，是心肌梗死、脑卒中死亡

的一个高危因素［６］；糖尿病患者早期肾损伤发生的机制为高血

糖刺激机体产生氧化应激产物ＲＯＳ，造成血管内皮细胞损伤、

细胞间基质增殖等［５］。内皮细胞释放内皮素、Ｐ２选择素使肾

小球毛细血管张力发生变化，引起肾血流动力学改变，使肾小

球处于高过滤状态从而引起肾损伤［７］。ＨｂＡ１ｃ基本可反映患

者近８～１２周的血糖控制情况，不受是否空腹、抽血时间、是否

使用胰岛素等因素的干扰，而餐后及空腹血糖只能监测某一时

间点的血糖水平，易被糖代谢和进食等因素所干扰［８］。世界各

国对于 ＨｂＡ１ｃ水平的控制均有明确指标，美国糖尿病学会建

议 ＨｂＡ１ｃ＜７％，国际糖尿病联盟（ＩＤＦ）建议 ＨｂＡ１ｃ＜６．５％。

目前，我国的控制标准为 ＨｂＡ１ｃ＜６．５％
［９］。

２型糖尿病是一种常见病，近２０年来发病率显著升高，且

发病年龄提前，目前全球２０～７９岁人群中的患病人数约１．５

亿。２型糖尿病患者数排前３位的国家分别是印度、中国和美

国，合计约７０００万。中国糖尿病患病率逐年上升，１９９６年１１

个省市的调查显示３０岁以上人群的患病率达３．２％；１９９８～

２００１年上海的调查显示患病率达１０％。大量研究证实了２型

糖尿病是心血管事件及死亡、脑血管事件及死亡、终末期肾病

及死亡的危险因子。本研究发现，当 ＨｂＡ１ｃ≥６．５％时，纳入

研究人群的ＬＤＬＣ水平明显升高，ＨＤＬＣ水平降低。由于

ＬＤＬＣ水平的增高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的危险因素，其浓度

升高大大增加了心血管事件发生的风险。相反，ＨＤＬＣ水平

同心血管事件的发生呈负相关。

尿微量清蛋白的出现是糖尿病肾病、高血压肾病等的早期

肾脏受损的临床表现。无论哪种疾病引起的尿微量清蛋白都

表明了肾脏固有细胞损伤的发生，肾脏固有细胞的结构发生了

改变，肾脏功能随结构的变化而发生了变化［１０］。尿微量清蛋

白也是整个血管系统改变的征象，并可认为是动脉病变的“窗

口”，因为它是肾脏和心血管系统改变的早期指征［１０］。本研究

显示，当 ＨｂＡ１ｃ≥６．５％时，２型糖尿病患者的尿微量清蛋白、

ＴＣ、ＴＧ、ＬＤＬＣ等指标明显升高（犘＜０．０５）。尿微量清蛋白

的升高说明患者可能发生了早期的肾脏受损，微血管可能发生

病变，并发糖尿病肾病的风险大大增加。而 ＴＣ、ＴＧ、ＬＤＬＣ

的升高进一步促进了并发症的发生。有研究认为血脂异常是

糖尿病慢性并发症发生的危险因素［１］。当 ＨｂＡ１ｃ≥６．５％时，

由于血糖浓度过高，微血管的多种蛋白糖基化过度，可导致肾

小球病变。ＨｂＡ１ｃ的生成增加使得氧合血红蛋白减少，引起

组织缺氧，抑制内皮细胞功能和血管舒张，损伤微血管［１０］。正

常情况下，由于肾小球滤过膜的作用，尿不能通过滤过膜。高

血糖环境下，基底膜胶原蛋白糖基化，血压增高使肾小球滤过

率增加，共同促进了蛋白尿的形成［１１］。因此，尿微量清蛋白的

检测是早期发现肾病最敏感、最可靠的诊断指标。通过尿微量

清蛋白的检测值，结合发病情况、症状以及病史陈述就可以较

为准确的诊断病情。对２型糖尿病患者而言，早期发现微量蛋

白尿显得尤为重要，现有数据显示２型糖尿病患者微量清蛋白

尿的发生率３０％～４０％左右。为此，美国糖尿病学会推荐所

有２型糖尿病患者在初诊断时及以后每年检查微量清蛋白尿，

２００３年的报告中更强调糖尿病肾病的全过程都必须进行治

疗［１２］。

综上所述，当 ＨｂＡ１ｃ＞６．５％时，糖尿病患者患者存在明

显的血脂异常和尿微量清蛋白的升高。因此，在密切监测

ＨｂＡ１ｃ的同时，应该长期、定期检测血脂和尿微量清蛋白，对

于２型糖尿病患者的治疗及预防并发症有着重要的临床意

义［１３１４］。当 ＨｂＡ１ｃ≥６．５％时，对患者进行降低血糖治疗的同

时还应该考虑进行有针对性的降血脂的治疗，以预防心脑血管

并发症的发生。

参考文献

［１］ 楼雪勇．２型糖尿病患者慢性并发症患病率及危险因素分析［Ｊ］．

中国现代医生，２０１１，４９（４）：１２０１２１．

［２］ 杨前勇，聂忠，宋宁燕．早期糖尿病肾病大鼠肾脏线粒体功能及超

微结构变化［Ｊ］．江西医药，２０１０，４５（１１）：１０７８１０８１．

［３］ 潘长玉，田慧，刘国良，等．中国城市中心医院糖尿病健康管理调

查［Ｊ］．中华内分泌代谢杂志，２００４，２０（５）：４２０４２４．

［４］ ＡｒａｋｉＳ，ＨａｎｅｄａＭ，ＫｏｙａＤ，ｅｔａｌ．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ｉｎｍｉｃｒｏａｌｂｕｍｉｎｕｒｉａ

ａｓａｎ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ｆｏｒｒｅｎａｌａｎｄ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ｒｉｓｋｒｅｄｕｃ

ｔｉｏｎ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ｔｙｐｅ２ｄｉａｂｅｔｅｓ［Ｊ］．Ｄｉａｂｅｔｅｓ，２００７，５６（６）：

１７２７１７３０．

［５］ＰｏｐｅＲＭ，ＡｐｓＪＭ，ＰａｇｅｍＤ，ｅｔａｌ．Ｉｍｍｕｎｏｌｏｇｉｃ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ｑｕａ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ＨｅｍｏｌｏｂｉｎＡ１ｃ［Ｊ］．ＣｌｉｎＣｈｅｍ，１９９３，１０（２）：

２６０２６３．

［６］ ＴｕｒｎｅｒＲ，ＣｕｌｌＣ，ＨｏｌｍａｎＲ．ＵｎｉｔｅｄＫｉｎｇｄｏｍ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ｄｉａｂｅ

ｔｅｓｓｔｕｄｙ１７：ａ９ｙｅａｒｕｐｄａｔｅｏｆａ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ｔｒｉａｌｏｎ

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ｃｃｏｎｔｒｏｌｏｎ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ｎｏｎ

ｉｎｓｕｌ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ｄｉａｂｅｔｅｓｍｅｌｌｉｔｕｓ［Ｊ］．ＡｎｎＩｎｔｅｒｎＭｅｄ，１９９６，１２４

（１Ｐｔ２）：１３６１４５．

［７］ ＧｅｒｓｔｅｉｎＨＣ．Ｇｌｙｃｏｓｙｌａｔｅｄｈｅｍｏｇｌｏｂｉｎ：ｆｉｎａｌｌｙｒｅａｄｙｆｏｒｐｒｉｍｅ

ｔｉｍｅａｓａ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ｒｉｓｋｆａｃｔｏｒ［Ｊ］．ＡｎｎＩｎｔｅｒｎＭｅｄ，２００４，

１４１（６）：４７５４７６．

［８］ＳｅｌｖｉｎＥ，ＭａｒｉｎｏｐｏｕｌｏｓＳ，ＢｅｒｋｅｎｂｌｉｔＧ，ｅｔａｌ．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ｇｌｙ

ｃｏｓｙｌａｔｅｄｈｅｍｏｇｌｏｂｉｎａｎｄ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ｄｉｓｅａｓｅｉｎｄｉａｂｅｔｅｓｍｅｌｌｉ

ｔｕｓ［Ｊ］．ＡｎｎＩｎｔｅｒｎＭｅｄ，２００４，１４１（６）：４２１４３１．

［９］ 纪立农．从ＡＤＡ２０１０新指南看 ＨｂＡ１ｃ在糖尿病诊断和筛查中

的重要作用［Ｊ］．中国糖尿病杂志，２０１０，１８（３）：１６１１６３．

［１０］ＳｅｌｖｉｎＥ，ＣｒａｉｎｉｃｅａｎｕＣＭ，ＢｒａｎｃａｔｉＦＬ，ｅｔａｌ．Ｓｈｏｒｔｔｅｒｍｖａｒｉａｂｉｌｉ

ｔｙｉｎ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ｏｆｇｌｙｃｅｍｉａａｎｄ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ｔｈｅ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ｄｉａｂｅｔｅｓ［Ｊ］．ＡｒｃｈＩｎｔｅｒｎＭｅｄ，２００７，１６７（１４）：１５４５１５５１．

［１１］寻治铭，李珊．糖尿病肾病患者血糖化血红蛋白与尿微量清蛋白

变化的相关性分析［Ｊ］．继续医学教育，２０１２，２６（９）：５１５２．

［１２］ＫｒｉｓｈｎａｍｕｒｔｉＵ，ＳｔｅｆｆｅｓＭＷ．Ｇｌｙｃｏｈｅｍｏｇｌｏｂｉｎ：ａｐｒｉｍａｒｙｐｒｅｄｉｃ

ｔｏｒｏｆ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ｒｒｅｖｅｒｓａｌｏｆ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ｍｅｌｌｉｔｕｓ［Ｊ］．ＣｌｉｎＣｈｅｍ，２００１，４７（７）：１１５７１１６５．

［１３］赵绪英，刘慧芳．尿微量清蛋白糖化血红蛋白与糖尿病早期肾损

伤的关系［Ｊ］．实用医技杂志，２００７，１４（２３）：３１７４３１７５．

［１４］王琼，唐伟，陈继辉．糖化血红蛋白和尿微量清蛋白联合检测对糖

尿病肾病的早期诊断意义［Ｊ］．临床和实验医学杂志，２００８，７（４）：

９１．

（收稿日期：２０１４０５０８）

·６３３２·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２０１４年９月第３５卷第１７期　ＩｎｔＪＬａｂＭｅｄ，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４，Ｖｏｌ．３５，Ｎｏ．１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