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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视黄醇结合蛋白检测对
,

型糖尿病患者早期肾功能损伤诊断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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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

"泸州医学院附属医院检验科!四川泸州
(8(***

#

!!

摘
!

要"目的
!

应用受试者工作特征"

#\.

#曲线评价血清视黄醇结合蛋白"

#/:

#检测在
,

型糖尿病"

',PT

#早期肾功能损

伤中的应用价值$方法
!

将
1))

例临床确诊为
',PT

的患者按照尿微量清蛋白"

6%7?

#(尿肌酐"

d.>

#比值分为单纯糖尿病组%

早期糖尿病肾病组和临床糖尿病肾病组&另外选取同一时期进行健康体检且合格者作为对照组&比较各组间的差异!同时通过

#\.

曲线评价
#/:

在糖尿病早期肾功能损伤中的诊断价值$结果
!

早期糖尿病肾病组与对照组%单纯糖尿病组比较!

#/:

水平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A*)

#&血清
#/:

的
#\.

曲线下面积为
*A@@*

!灵敏度和特异度分别为
C1A*B

%

9)A,B

$结论
!

#/:

检

测有助于发现糖尿病患者早期肾功能损伤$

关键词"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

!

血清视黄醇结合蛋白&

!

糖尿病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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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肾病是
,

型糖尿病$

',PT

%的主要并发症#也是终

末期肾病的主要病因#其早期常无明显的临床症状和体征改

变#一旦进入临床蛋白尿期则病情将会相当严重)所以糖尿病

肾病尽早发现+尽早治疗一直是临床医生关注的焦点)血清视

黄醇结合蛋白$

#/:

%是血液中视黄醇的转运蛋白#

#/:

可作为

反映肾小球滤过和近端肾小管重吸收功能疾病的早期诊断指

标'

10,

(

)为此笔者检测了
1))

例
',PT

患者的血清
#/:

#以尿

微量清蛋白$

6%7?

%"尿肌酐$

d.>

%比值进行分组#观察各组的

变化#同时用受试者工作特征$

#\.

%曲线评价
#/:

在糖尿病

早期肾功能损伤的临床应用价值#现报道如下)

C

!

资料与方法

CAC

!

一般资料
!

选取
,*1+

年
@

月至
,*18

年
)

月在本院门诊

或者住院部确诊的
1))

例
',PT

患者为研究对象#其中男
@@

例#女
@C

例#平均年龄$

(,A*)h1*A,(

%岁)

',PT

的诊断均符

合
1999

年世界卫生组织$

;Y\

%关于糖尿病诊断和分型标

准'

+

(

)同时排除原发性高血压+泌尿系感染+肝炎及恶性肿瘤

等相关疾病以及服用肾功能损伤药物)根据中国
',PT

防治

指南$

,*1*

年版%糖尿病肾病的诊断标准'

8

(

#以
6%7?

"

d.>

比

值将患者分成
+

组!$

1

%单纯糖尿病组$即尿蛋白阴性组#男性

6%7?

"

d.>

比值小于
,,6

I

"

I

#女性
6%7?

"

d.>

比值小于
+1

6

I

"

I

%

(*

例&$

,

%早期糖尿病肾病组$即尿微量清蛋白组#男性

6%7?

"

d.>

比值为
,,

&

,,*6

I

"

I

#女性
6%7?

"

d.>

比值为

+1

&

,,*6

I

"

I

%

(*

例&$

+

%临床糖尿病肾病组$即大量清蛋白尿

组#

6%7?

"

d.>

大于
,,*6

I

"

I

%

+)

例)另选择同期本院健康体

检且合格者
8+

例作为对照组#排除肝脏+肾脏+高血压+糖尿病

等疾病#其中男
,*

例#女
,+

例#年龄$

81A,+hCA91

%岁)

CAD

!

方法
!

所有患者用真空采血管采集空腹静脉血
,

&

+

6&

#分离血清后检测
#/:

#同时收集患者晨起尿液
)6&

#低速

离心后
+E

内检测尿
6%7?

和
d.>

)所有检测项目均在西门子

%PUR%,8**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上进行)

d.>

的检测采用酶

法检测#血
#/:

和尿
6%7?

的检测采用免疫比浊法)

6%7?

"

d.>

比值$

6

I

"

I

%

b6%7?

"

d.>̂ CC8**

'

)

(

)

CAE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V:VV1@A*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计量资料以
Kh>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

!

#

*A*)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用
#\.

曲线计算
#/:

对糖尿病

肾病诊断的灵敏度和特异度)

D

!

结
!!

果

DAC

!

#/:

水平和
6%7?

"

d.>

比值的组间比较
!

',PT

各组

#/:

水平与对照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A*)

%&单纯

糖尿病组+早期糖尿病肾病组及临床糖尿病肾病组之间
#/:

水平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A*)

%#见表
1

)

DAD

!

相关性分析
!

在糖尿病肾病患者中#以
6%7?

"

d.>

比值

*

@)*1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1)

年
8

月第
+(

卷第
C

期
!

R5=S&4?T<K

!

%

G

>"7,*1)

!

U37A+(

!

$3AC



为自变量#

#/:

为应变量进行直线相关分析)结果显示

6%7?

"

d.>

比值与
#/:

呈正相关$

5b*A8*(

%)

表
1

!!

各组血清
#/:

检测结果比较$

Kh>

%

组别
* #/:

$

6

I

"

&

%

6%7?

"

d.>

$

6

I

"

I

%

单纯糖尿病组
(* 8*A(*h18A(9

"

11AC+h(A+(

早期糖尿病肾病组
(* 8)A))h1(A)@

"-

(,A@(h81

#

C(

"-

临床糖尿病肾病组
+) )CA88h,1A8C

"-$

18@)A,,h1+1CA+

"-$

对照组
8+ +1A81h)A11 1*A+88h(A+(

!!

"

!

!

#

*A*)

#与对照组比较&

-

!

!

#

*A*)

#与单纯糖尿病组比

较&

$

!

!

#

*A*)

#与早期糖尿病肾病组比较)

DAE

!

#/:

的
#\.

曲线
!

#/:

诊断糖尿病肾病的诊断临界值

$

2O=3HH

值%为
8*A9) 6637

"

&

#灵敏度为
C1A*B

#特异度为

9)A,B

#

#\.

曲线下面积$

%d.

%为
*A@@*

#见图
1

)

图
1

!!

#/:

用于糖尿病肾病诊断的
#\.

曲线

E

!

讨
!!

论

!!

糖尿病肾病是糖尿病主要微血管并发症之一#也是终末期

肾功能衰竭的主要原因之一)其早期的临床症状和体征的改

变常不明显#但后期进入临床蛋白尿期时则对患者身体的影响

相当严重)有报道称糖尿病肾病患者占糖尿病患者死亡者的

(*B

以上'

(

(

)故早期诊断并积极治疗糖尿病肾病一直是临床

医生关注的焦点)临床常用的肾功能指标$如尿素氮和
d.>

%

往往需要肾小球滤过率下降至正常的
)*B

以上才会增高#这

些项目难以早期发现肾损伤)

e><

J

等'

@

(报道#糖尿病肾病患

者早期阶段血清
#/:

水平升高#早于糖尿病肾病患者肾功能

改变)

#/:

是一种相对分子质量约为
,1̂ 1*

+ 的单链蛋白质#

主要由肝细胞合成#广泛分布于人血清和尿液中)

#/:

半衰

期约为
1CE

#是一种快速转运蛋白#正常情况下#

#/:

与视黄

醇结合形成
#/:0

视黄醇复合物$

E3730#/:

%#

E3730#/:

与甲状

腺素转运蛋白结合形成大分子复合物#剩下的游离
#/:

可通

过肾小球滤过#并被肾近曲小管重吸收然后分解)

#/:

稳定

性强#血压和
:Y

对其影响较小)当肾脏疾病导致肾脏滤过功

能降低时#血液中
#/:

在体内蓄积#浓度即可升高)

6%7?

与
d2>

的排出量因受共同的影响因素而产生一定

的波动#但在个体中
6%7?

"

d.>

比值一般比较稳定)本研究

以
6%7?

"

d.>

比值作为糖尿病肾病的诊断分组标准#

6%7?

"

d.>

比值是一种测量简便+准确+可靠的早期诊断糖尿病肾病

的指标'

C

(

)观察
6%7?

"

d.>

比值能更准确地判断糖尿病早期

肾损伤#从而可以避免单独观察某一个指标所产生的片面性)

本研究显示#早期糖尿病肾病组
#/:

水平与对照组+单纯糖尿

病组及临床糖尿病肾病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A*)

%)

#/:

与
6%7?

"

d2>

呈正相关&随着肾功能损伤越来越

严重#血清
#/:

水平越来越高#说明
#/:

有可能是糖尿病肾

病发生+发展的病理基础之一)血清
#/:

在诊断早期糖尿病

肾脏损伤时的
#\.

曲线下面积为
*A@@*

#灵敏度为
C1A*B

#

特异度为
9)A,B

#说明
#/:

对早期糖尿病肾脏损伤的诊断价

值较高)

综上所述#血清
#/:

是一种良好的诊断早期肾功能损伤

的理想指标#如果结合其他检测项目#对临床医生在诊断

',PT

早期肾功能损伤中具有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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