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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

评价
%

型糖尿病患者同型半胱氨酸"

&(U

#水平对血脂及心肌功能的影响%方法
!

选择
%$#*

年
#

!

#$

月到该

院内分泌科住院的男性
%

型糖尿病患者
#*$

例!分别检测脂代谢功能+三酰甘油"

6I

#$总胆固醇"

6(

#$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

&[L4(

#,$心肌功能+磷酸肌酸激酶"

(T

#$肌酸激酶同工酶"

(T4KV

#$乳酸脱氢酶"

L[&

#$肌红蛋白"

KUX

#,及
&(U

!依据
&(U

水平"

#*

&

97C

'

L

为临界值#将其分为正常组"

.%

例#和增高组"

)/

例#%结果
!

两组患者心肌功能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C_

#",./

!

H

&

$,$#

#!脂代谢功能比较差异也有统计学意义"

C_!,#/

!

H_$,$!

#!但影响不明显"

N1CC:1

跟踪值为
$,)"

&

&7=<CC13

B

跟踪

值为
$,.$

#%结论
!

高
&(U

水平对心肌功能存在影响!但对患者脂代谢影响有限%

关键词"高半胱氨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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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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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同型半胱氨酸$

&(U

%血症由甲硫氨酸代谢障碍所致#

其主要因素分为遗传和环境营养
%

种*

&(U

水平升高被认为

是中风的一个独立危险因素#同时也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等疾

病的危险因子*为评价
&(U

对
%

型糖尿病患者合并冠状动

脉粥样硬化的风险#通过检测
%

型糖尿病患者血清三酰甘油

$

6I

%'总胆固醇$

6(

%'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L4(

%作为患

者脂代谢功能的评价指标&检测磷酸肌酸激酶$

(T

%'肌酸激酶

同工酶$

(T4KV

%'乳酸脱氢酶$

L[&

%'肌红蛋白$

KUX

%作为

心肌功能的评价指标*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

例男性
%

型糖尿病患者来源于
%$#*

年
#

!

#$

月本院内分泌科住院患者#入选标准参照
%$#*

年/

5[5

糖尿病诊疗指南0#即糖化血红蛋白$

&V5#8

%

'

),"-

或空腹

血糖$

ILZ

%

'

.,$997C

"

L

*然后根据张连风等(

#

)调查结果#

我国健康者血浆
&(U

&

#*

&

97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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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按此标准将患者分为正常

组$

.%

例%和增高组$

)/

例%*正常组患者平均年龄$

)*,))h+,

)$

%岁#增高组患者平均年龄$

).,))h+,+$

%岁*采集患者空腹

血#当日测定结果*

?,@

!

仪器与试剂
!

空腹
ILZ

'脂类$包括
6I

'

6(

'

&[L4(

%采

用酶法#

&V5#8

采用免疫透射比浊法#试剂'质控品及校准品

购自上海申能*

&(U

采用酶循环法#试剂'质控品及校准品购

自宁波美康*反映心脏功能的指标包括
(T

'

(T4KV

'

L[&

'

KUX

采用免疫比浊法#试剂'质控品及校准品购自北京九强#

仪器为日立
.#/$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仪器为日立
.#/$

全自

动生化分析仪*

(

肽$

(4N

%采用化学发光法#试剂'质控品及校

准品均购自德国
W78E<

诊断公司#仪器为
R)$#

全自动电化学

发光仪*

?,A

!

方法
!

根据
&(U

水平将
%

型糖尿病患者分为正常组和

增高组#对心肌功能$包括
(T

'

(T4KV

'

L[&

'

KUX

%和脂代谢

功能$包括
6I

'

6(

'

&[L4(

%分别作为
%

个均数向量处理*确

立两组患者心肌功能及脂代谢功能是否存在差异*然后进一

步评价
&(U

水平对存在差异者所起的作用#对
&(U

与心肌

功能所包括的各项指标进行主成分分析*

?,B

!

统计学处理
!

应用
\N\\#/,$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近似正态分布资料以
Oh@

表示#偏态资料以
K

$

jW

%表示#两

组间检测项目按各自检查功能进行比较#采用多元方差分析*

H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两组间各测定项目结果比较

@,?,?

!

两组间多元方差分析结果
!

将两组结果做两均数向量

比较#

&(U

水平对心肌功能的影响有统计学意义$

H

&

$,$"

%*

见表
#

*

@,?,@

!

各测定项目两组间单变量比较结果
!

见表
%

*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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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型糖尿病患者按
&(U

水平分组后血代谢功能及心肌功能多变量检验结果比较

项目
脂代谢功能

N1CC:1

跟踪
d1Ĉ2YL:9DA: &7=<CC13

B

跟踪
W7

?

最大根

心肌功能

N1CC:1

跟踪
d1Ĉ2YL:9DA: &7=<CC13

B

跟踪
W7

?

最大根

数值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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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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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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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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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糖尿病患者按
&(U

水平分组后血代谢功能及心肌功能多变量检验结果比较

项目
脂代谢功能

N1CC:1

跟踪
d1Ĉ2YL:9DA: &7=<CC13

B

跟踪
W7

?

最大根

心肌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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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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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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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大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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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糖尿病患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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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分组后血代谢功能及心肌功能测定结果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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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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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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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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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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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成分分析
!

将
&(U

与心肌功能所包括的
(T

'

(T4

KV

'

L[&

'

KUX

进行主成分分析#结果见表
!

*

表
!

!!

成分矩阵8

成分
(T (T4KV L[& KUX &(U

# $,/$* $,).. $,)%# $,../ $,*$+

% c$,!%* c$,!+/ c$,$.# c$,%// $,/")

!!

8

!已提取
%

个成分*

A

!

讨
!!

论

既往有研究表明#

&(U

水平升高可增加冠状动脉疾病危

险度(

%4*

)

*本研究通过检测
%

型糖尿病患者血清
&(U

水平并

根据
&(U

水平将
#*$

例患者分为正常组和增高组#分别检测

患者脂代谢功能$包括
6I

'

6(

'

&[L4(

%'心肌功能$包括
(T

'

(T4KV

'

L[&

'

KUX

%'

(4N

'空腹
ILZ

及
&V5#8

*按
&(U

水

平分组#多变量分析结果表明#

%

型糖尿病患者脂代谢功能尽

管
N1CC:1Y2

等
*

种检验结果显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H

&

$,$"

%#但由于其
N1CC:1

跟踪值$

$,)"

%和
&7=<CC13

B

跟踪值

$

$,.$

%较为接近#说明
&(U

水平对脂代谢功能的整体效应作

用并不大#有统计学意义但不明显#即其影响有限*而心肌功

能则因
&(U

水平的分组对其影响有统计学意义$

N1CC:1

跟踪

值为
$,!%

#

&7=<CC13

B

跟踪值为
$,*.

#

H

&

$,$"

%*说明
&(U

水

平对
%

型糖尿病患者的心肌功能存在影响#即高
&(U

水平对

心肌功能可造成一定损害*

血脂通常作为临床实验室用于评价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疾

病的重要风险因素#而心肌酶作为急性冠状动脉损害的常规检

测指标*换言之#高血脂与心肌功能的损害存在着一定因果关

系*本研究结果显示#

&(U

水平对脂代谢整体效应不明显#而

对心肌功能检查结果影响明显#从因果关系角度分析#说明

&(U

是独立于血脂风险因素之外#可能对心肌功能产生损害

的风险因子*单变量比较表明#

&(U

对脂代谢的主要影响是

&[L4(

#

&(U

增高组患者
&[L4(

水平低于正常组*而对心

肌功能的影响主要是
KUX

#

&(U

增高组患者
KUX

水平高于

正常组*

&(U

对
(4N

的影响#两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H

(

$,$"

%*

为进一步探索
&(U

水平对
%

型糖尿病患者心肌功能的

影响#本研究尝试将
&(U

与心肌功能所包括的
*

个标志物进

行主成分分析#结果表明#

(T

'

(T4KV

'

L[&

'

KUX

主要由第

一公因子解释#表示心肌功能状况*而
&(U

主要由第二公因

子解释#不能反映心肌功能状况$表
!

%*尽管对于
&(U

用于

心血管疾病的预防'诊断和治疗还存在争议(

"4)

)

#但作者认为#

&(U

与血脂一样#是一种可能导致心肌功能损害的风险因子#

且独立于血脂之外*虽然难以独立承担起作为心肌损害的诊

断指标#但由于
&(U

对血管内皮的毒性作用(

.4/

)

#同时与血脂

有协同作用及和多种并发症相关(

+4#$

)

*因此#观察其水平变化

可以作为
%

型糖尿病患者血管病变发生之前的预防或采取适

当干预措施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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