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
!!

著!

+

型糖尿病和糖尿病肾病患者相关检验指标的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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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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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
+

型糖尿病"

:+XP

$和糖尿病肾病"

XY

$患者相关检验指标的变化趋势%方法
!

检测
')*

例
:+XP

患者

的尿微量清蛋白"

P"9&A

$&血糖和肾功能等指标!再将其按尿
P"9&A

排泄率分为
2

组"单纯
XP

组&早期
XY

组和临床
XY

组$!对

结果进行比较和分析%结果
!

单纯
XP

组患者的年龄小于早期
XY

组和临床
XY

组"

B

$

(/(-

$%尿
P"9&A

和尿蛋白阳性率以临

床
XY

组最高!

2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B

$

(/(-

$%单纯
XP

组和早期
XY

组之间血糖指标差异不显著!临床
XY

组显著高于单

纯
XP

组和早期
XY

组"

B

$

(/(-

$%单纯
XP

组尿素"

S>=$

$和肌酐"

E>

$水平明显低于早期
XY

组和临床
XY

组!

2

组间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B

$

(/('

$%结论
!

XY

越重!患者尿
P"9&A

&血糖和肾功能指标就越高!尿蛋白和尿糖阳性率也越高!肾功能受损的趋

势也越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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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微量清蛋白%

P"9&A

'的出现能否说明糖尿病%

XP

'患者

肾脏已经受到损害"尿
P"9&A

出现以后是否会发展为大量蛋

白尿"进而出现肌酐等指标升高而最终导致肾衰"尚存在较多

争议)

'

*

#糖尿病肾病%

XY

'是
XP

最常见的慢性并发症之一"

早期
XY

的特征微量清蛋白尿有所增加"逐步进展为大量清蛋

白尿而导致临床
XY

#微量清蛋白尿是
XY

早期的临床表现"

也是诊断
XY

的主要依据"其评价指标主要为尿
P"9&A

的排

泄率#为了解在本院诊治的
+

型糖尿病%

:+XP

'患者
XY

的

发病情况和
XY

患者是否最终导致肾衰"以便为临床更好地治

疗提供客观的实验依据"笔者作了
:+XP

及
XY

患者的尿
P"

9&A

(血糖和肾功能等指标的变化趋势分析"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病例来源于
+('4

年
''

月至
+('-

年
'(

月在

本院内分泌科住院诊治的
:+XP

患者"根据+中国
+

型糖尿病

防治指南%

+('(

版',进行确诊#根据研究需要"选择本院初诊

为
:+XP

"且临床资料及本文所需观察指标数据齐全的患者作

为研究对象"共
')*

例"其中男
,(

例"女
,*

例"年龄
24

"

,+

岁#根据
+4@

尿
P"9&A

排泄率将这些患者分为
2

组)

+

*

!尿
P"

9&A

排泄率
$

2(#

B

$

+4@

为单纯
XP

组"共
,'

例%男
2*

例"女

44

例'&尿
P"9&A

排泄率
'

2(

"$

2((#

B

$

+4@

为早期
XY

组"

共
-5

例%男
2(

例"女
+5

例'&尿
P"9&A

排泄率
'

2((#

B

$

+4@

为临床
XY

组"共
+*

例%男
'2

例"女
'4

例'#

?/@

!

方法
!

本研究观察指标有
+4@

尿
P"9&A

(空腹血糖

%

O&;

'(餐后
+@

血糖%

+@O&;

'(血清尿素%

S>=$

'(肌酐%

E>

'和尿

酸%

S9

'"采用
F10@= "̂,((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检测&全血糖化

血红蛋白%

[A9'0

'采用
Pi+(((̂ :

糖化血红蛋白分析仪检

测&嘱患者留取晨尿"用
[-((

尿分析仪检测尿十项%包括尿蛋

白和尿糖"其中
'c

及
'c

以上示为阳性'#这些指标的检测均

在疾病确诊后并未作相应治疗前进行"日常各项指标的检测均

用广东省临床检验中心提供的质控品对这些指标进行质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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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

月第
2*

卷第
'4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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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

L

+(')

!

Q1&/2*

!

Y1/'4

#

基金项目"广东省江门市科技局科技计划项目%江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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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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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阮国梅"女"主管检验技师"主要从事临床医学检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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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

本文计量资料以
IT=

表示"采用方差分析

与两两比较的
L

检验%

Y=M#$8"W=;&7

法'进行均值比较&计数

资料以例数%

'

'和百分率%

3

'表示"采用
!

+ 检验#以
B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使用
Ĥ HH+'/(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

处理#

@

!

结
!!

果

@/?

!

各组年龄(尿
P"9&A

均值和尿蛋白(尿糖阳性率比较
!

单纯
XP

组患者的年龄小于早期
XY

组和临床
XY

组"差异均

有统计学意义%

B

$

(/(-

'&而早期
XY

组年龄稍小于临床
XY

组"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B

'

(/(-

'#尿蛋白阳性率在单纯

XP

组仅
,/)3

"在早期
XY

组有
+2/*3

"在临床
XY

组高达

5+/)3

"

2

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B

$

(/('

和
B

$

(/(-

'#

尿糖阳性率在临床
XY

组亦达
,'/-3

"与单纯
XP

组比较有

统计学意义%

B

$

(/('

'#见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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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组血液指标检测均值比较
!

O&;

(

+@O&;

和
[A9'0

水

平在单纯
XP

组和早期
XY

组中差异不显著"而临床
XY

组这

2

项指标显著高于单纯
XP

组和早期
XY

组"差异均有统计学

意义%

B

$

(/('

和
B

$

(/(-

'#

S>=$

和
E>

水平在单纯
XP

组

明显低于早期
XY

组和临床
XY

组"而早期
XY

组又明显低于

临床
XY

组"

2

组之间差异有高度统计学意义%

B

$

(/('

'#

S9

水平以临床
XY

组最高"与单纯
XP

组有高度统计学意义

%

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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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组年龄(尿
P"9&A

水平和尿蛋白(

!!!

尿糖阳性率比较

组别
'

年龄%岁'

尿
P"9&A

%

#

B

$

+4@

'

尿蛋白阳性率

)

'

%

3

'*

尿糖阳性率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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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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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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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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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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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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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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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

5+/)

'

A<

++

%

,'/-

'

A

!!

注!与单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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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比较"

$

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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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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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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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比

较"

<

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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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组血液指标比较$

IT=

%

组别
' O&;

%

##1&

$

V

'

+@O&;

%

##1&

$

V

'

[A9'0

%

3

'

S>=$

%

##1&

$

V

'

E>

%

%

#1&

$

V

'

S9

%

%

#1&

$

V

'

单纯
XP

组
,' ''/,T+/5 ')/-T2/, 5/2T+/' -/*T'/* )5/*T'-/4 2+'/-T'('/'

早期
XY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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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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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2--/,T''4/4

临床
XY

组
+* '4/'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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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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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与单纯
XP

组比较"

$

B

$

(/(-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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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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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早期
XY

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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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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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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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XP

是一种常见病(多发病"是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世界

性公共卫生问题#而
XY

是
XP

的主要并发症之一"也是
XP

致残和致死的主要原因之一)

2

*

#对于
XP

和
XY

患者一些相

关指标的变化情况"也有些学者进行过探讨#如施亚男等)

4

*选

择
:+XP

合并
XY

的患者
'((

例(无并发症的患者
'4(

例"比

较
+

组各项指标的变化"采用
V1

B

%7?%0

回归模型分析各因素与

XY

关联的比值比%

H#

'及
5-3

可信区间%

2*

'"结果发现
+

组

患者的年龄(病程(收缩压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B

$

(/('

'&

V1

B

%7?%0

回归模型显示"年龄
'

*(

岁的
H#]+/5+

"

5-32*

为

'/2'

"

)/-'

"病程
'

'(

年的
H#]2/22

"

5-32*

为
'/*5

"

)/')

"

舒张压
'

5(##[

B

的
H#]+/+2

"

5-32*

为
'/()

"

4/)5

"低

密度脂蛋白
'

2/)4##1&

$

V

的
H#]+/,-

"

5-32*

为
'/')

"

*/(2

"这些指标均为
:+XP

合并
XY

的独立危险因素%

B

$

(/(-

'#赵晓慧)

-

*将
*4

例
:+XP

患者根据
+4@

尿
P"9&A

排

除率分为正常蛋白尿组
+,

例(早期
XY

组
+)

(蛋白尿组
+(

例"

另设健康对照组
-(

例"分析单项指标和各指标联合检测对

XY

诊断的灵敏度和特异度"结果显示
XP

患者
O&;

(尿
S>=$

(

E>

(

S9

(

#

+"

微球蛋白%

#

+"PO

'(

[A9'0

及尿
P"9&A

显著高于

健康对照组%

B

$

(/(-

'"除
#

+"PO

外"早期
XY

组和蛋白尿组

上述指标均明显高于健康对照组%

B

$

(/(-

'"各指标联合检测

对
XY

诊断的灵敏度高达
5*/)3

"明显高于每一项单项检测#

李孟兰等)

)

*将
'))

例
:+XP

患者分为
XP

组和早期
XY

组"

另取同期体检者
-(

例为对照组"分别测定同型半胱氨酸

%

[0

L

'(胱抑素
E

%

E

L

7"E

'(

[A9'0

及尿
#

+"PO

等指标"对结果

进行比较分析"结果发现
E>

外"

XP

组与早期
XY

组其余各项

指标均高于对照组"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B

$

(/(-

'"

除
[A9'0

外"早期
XY

组其余各项指标均高于
XP

组"组间比

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B

$

(/(-

'#在
XP

组中"血清
[0

L

(

E

L

7"

E

(尿
#

+"PO

和全血
[A9'0

的阳性率分别为
+4/(3

(

2(/+3

(

+'/53

(

*4/(3

"而在早期
XY

组中分别为
-'/43

(

)(/(3

(

-+/,3

(

,,/)3

#蔡理)

*

*将确诊为
XY

的患者
'+(

例根据病程

长短分组"

&

期组%病程
$

'

年"

2+

例'(

$

期组%病程
'

"$

-

年"

+,

例'(

'

期组%

-

"$

'(

年"

2(

例'(

(

期组%病程
&

'(

年"

2(

例'"另取同期体检者
2(

例为对照组"结果发现不同病程组

患者
[0

L

和
E

L

7"E

水平均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B

$

(/(-

'"且随着病程的延长其血清中的
[0

L

(

E

L

7"E

水平均

呈现逐步上升的趋势"同一病程组患者
[0

L

和
E

L

7"E

的阳性

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B

'

(/(-

'#

笔者则是根据
+4@

尿
P"9&A

排泄率大小将
:+XP

患者

分为
2

组"旨在了解
:+XP

和
XY

患者一些相关指标的变化

趋势#从本文的结果来看"单纯
XP

组患者的年龄小于早期

XY

组和临床
XY

组%

B

$

(/(-

'"而早期
XY

组年龄稍小于临

床
XY

组"可见
XY

的发病随着年龄的增大有一定的变化#尿

P"9&A

排泄率在临床
XY

组的均值高达
-)2/4#

B

$

+4@

"而在

早期
XY

组只有
*)/(#

B

$

+4@

"其结果证实了微量清蛋白尿是

XY

早期的临床表现"也是诊断糖
XY

的主要依据)

,

*

#尿蛋白

阳性率在单纯
XP

组仅
,/)3

"在早期
XY

组只有
+2/*3

"在

临床
XY

组高达
5+/)3

"这种阳性率不仅可将本文
2

组病例区

分开来"而且也证实了周继生等)

5

*学者认为
XY

通常表现为大

量蛋白尿的观点#尿糖阳性率在临床
XY

组达
,'/-3

"在早

期
XY

组达
-5/23

"在单纯
XP

组亦达
4)/53

"可见
XP

患者

都可能使肾小球基底膜受损致使通透性改变而使葡萄糖进入

尿液中#

O&;

(

+@O&;

和
[A9'0

水平在单纯
XP

组和早期
XY

组中差异不显著"而临床
XY

组这
2

项指标显著高于单纯
XP

组和早期
XY

组%

B

$

(/('

和
B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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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来评价肾脏功能#本研究中"

XY

组的
FĜ

水平明显高于

YE

组"并伴随病情的加重"

FĜ

水平也明显升高#

PP̂ "+

为肾脏中活性较强的基质金属酶"可以协调机基

膜正常新陈代谢"其表达异常时"机体中的
(

型胶原表达和降

解平衡被打破"结果机体出现细胞外基质的降解(肾小球硬化

和肾小管间质纤维化#研究显示"

PP̂ "+

表达异常时"能诱导

肾小球系膜细胞转变为炎症表型并快速增殖"部分细胞外基质

出现沉积"导致机体肾小球硬化的发生#同时通过
IQ

型胶原

降解基底膜"破坏肾小球细胞与基质间正常结构"诱导并重塑

肾小球细胞外基质)

'(

*

#本研究中"

XY

各组的
PP̂ "+

水平明

显低于
YE

组"并且伴随尿清蛋白水平的升高"

PP̂ "+

水平明

显下降"这与以往研究一致)

'(

*

"因此"

PP̂ "+

可以作为
XY

的

诊断指标#

本研究显示"

YO9V

与
E

L

7E

(

FĜ

呈正相关"与
PP̂ "+

呈负相关"并伴随
XY

病情的发展"

YO9V

(

E

L

7E

(

FĜ

及

PP̂ "+

水平发生明显的变化#同时本研究还针对
XY

患者

YO9V

(

E

L

7E

(

FĜ

及
PP̂ "+

这
4

项指标单独检测或联合检

测对
XY

早期诊断的临床价值进行了比较"结果显示"

Y9

组(

P9

组和
EY

组的四项指标联合检测的阳性率分别为
))/(3

(

,-/*3

(

5+/(3

"与不同时期单项
YO9V

(

E

L

7E

(

FĜ

及
PP̂ "

+

的阳性率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B

$

(/(-

'"这说明
4

项

指标联合检测敏感性明显优于
YO9V

(

E

L

7E

(

FĜ

及
PP̂ "+

单项检测"且与肾脏的损害程度及
XY

的进展相平行"结合

YO9V

与
E

L

7E

在早期
XY

患者的敏感性"采用联合检测血清

中
4

项指标"能明显提高
XY

的早期诊断阳性率"提高诊断准

确性"为早期治疗和预防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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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P

发展为临床
XY

时患者血糖的变化也最大#单纯

XP

组
S>=$

和
E>

水平明显低于早期
XY

组和临床
XY

组"而

早期
XY

组又明显低于临床
XY

组"

S9

水平也以临床
XY

组

最高#

S>=$

(

E>

和
S9

均是传统的肾功能检测指标"这
2

项指

标升高提示肾功能受损"故这些结果表明
XY

患者均有肾功能

受损的趋势"但以临床
XY

组更明显#

综上所述"

:+XP

和
XY

患者相关检测指标的变化趋势是

XY

越重"则尿
P"9&A

(血糖和肾功能检测值升得越高"尿蛋白

和尿糖阳性检出率也越高"发展成肾功能受损的趋势也越明

显#由于
XY

起病隐匿"早期症状不明显"一旦进入临床
XY

期"其病变往往呈不可逆发展#因此"早期发现并早期治疗

XP

患者对延缓肾功能的恶化(提高生活质量和延长寿命非常

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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