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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糖水平%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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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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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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妊娠期糖尿病$

],0

&是指在妊娠期间首次发现或发生的

糖代谢紊乱#是妊娠期常见的并发症#严重影响胎儿发育和母

亲健康#其病因尚不明确)有研究显示
],0

患者同型半胱氨

酸$

+̀

I

&水平高于正常妊娠者#提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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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与
],0

发生*

发展有关#但尚存较大争议'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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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度除受营养因素影响

外#还受遗传因素的影响)亚甲基四氢叶酸还原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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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调节叶酸代谢的关键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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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其常见的突变位点#基因

多态性改变可降低酶活性而导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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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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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态

性改变是否可增加
],0

发病风险#暂未见报道)本研究分析

了血清
+̀

I

水平及
0?̀ W(.233?

基因型分布情况#探讨了

其与
],0

的关系#旨在为
],0

的防治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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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A#A

!

一般资料
!

选择
"%!'

年于广东省中山市博爱医院接受

产检的孕妇
"!7

例#孕
"7

!

"1

周#排除妊娠前糖尿病*高血压*

肝肾疾病等病史)

],0

诊断参照国际糖尿病与妊娠关系研究

协会
"%!!

年发布的相关标准!空腹血糖
$#!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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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用
3$

H

葡萄糖后
!E

血糖
!%#%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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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

血糖
1#$L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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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

任意一项即诊断为
],0

)

"!7

例孕妇分为
],0

组
&!

例#年

龄$

"1#$&87#$%

&岁#正常妊娠孕妇$对照组&

!"'

例#年龄

$

"1#!$87#%&

&岁)

A#B

!

方法

A#B#A

!

基因检测
!

采用棉拭子采集受检者口腔黏膜上皮细

胞#

,)*

提取采用硅胶吸附法#基因多态性检测采用荧光定量

聚合酶链反应#仪器及试剂购自美国
*PY

公司)

A#B#B

!

+̀

I

及血糖检测
!

受试对象禁食
!"E

后次晨空腹采

集静脉血
"L[

用于检测血清
+̀

I

和空腹血糖%服用
3$

H

葡

萄糖后#分别于
!

*

"E

采集静脉血检测血糖水平%所有检测在

抽血后
!E

内完成)检测仪器采用德国西门子公司
*,>

VY*"7%%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

I

检测采用酶循环法#试剂购

自浙江伊利康公司)血糖检测采用己糖激酶法#试剂购自上海

科华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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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_-__!&#%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计

量资料以
F8>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两独立样本
!

检验%计数资

料以百分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相关性分析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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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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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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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

果

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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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与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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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水平比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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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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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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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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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高于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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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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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与空腹血糖相关性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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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空腹血糖呈正相

关#相关系数为
%#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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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频率及等位基因频率分布比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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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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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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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程立子#女#主管技师#主要从事辅助生殖及生殖医学实验研究)



两组间基因型频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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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位基

因频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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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频率及等位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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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率分布(

*

#

4

$)

组别
*

基因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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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基因型患者
+̀

I

水平比较
!

??

型基因携带者
+̀

I

水平为$

&#2&8%#&7

&

"

L@/

"

[

#高于
..

型基因携带者$

1#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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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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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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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型基因携带者
+̀

I

水平

为$

&#!%8!#23

&

"

L@/

"

[

#与
..

型基因携带者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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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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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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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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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与
],0

相关性
!

+̀

I

是蛋氨酸代谢的中间产物#

在体内主要有
'

种代谢途径)$

!

&再甲基化途径!

+̀

I

接受
$>

甲基四氢叶酸提供的甲基#重新合成蛋氨酸#该过程需叶酸和

维生素
P

!"

的辅助)$

"

&转硫化途径!

+̀

I

在维生素
P

2

辅助下#

转化为半胱氨酸#最终形成丙酮酸*硫酸和水)$

'

&细胞内
+̀

I

释放到细胞外!细胞内蛋氨酸水平过高时#

+̀

I

可直接释放到

血液循环中)

过往研究表明#

+̀

I

可能与
],0

的发病有关#但结论仍

颇有争议)

*D@=;

等'

"

(发现#糖尿病患者
+̀

I

水平明显升高%

孙亚惠'

'

(的研究证实#

],0

患者
+̀

I

水平明显高于正常妊娠

者)本研究结果显示#

],0

患者
+̀

I

水平高于正常妊娠者#

且
+̀

I

水平与空腹血糖水平呈正相关$

"

&

%#%$

&#与上述研究

结果相符#说明血清
+̀

I

水平与
],0

关系密切#

+̀

I

可作为

],0

病情监测的指标#反映血糖控制情况)也有学者持不同

观点)黄翠波'

7

(的研究显示#

],0

患者
+̀

I

水平与正常妊娠

者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各研究结论不一致#可

能与样本数量*环境和遗传因素等有关#尚待进一步证实)

],0

患者
+̀

I

水平升高的原因尚不明确#可能为!$

!

&

],0

患者血糖升高#引起过度排尿#使得叶酸*维生素
P

!"

和

维生素
P

2

等排泄增多#影响
+̀

I

代谢#

+̀

I

在体内蓄积%$

"

&

妊娠期母体和胎盘分泌抗胰岛素激素增加#胰岛素抵抗引起

+̀

I

水平升高#而
+̀

I

水平升高又通过抑制
P

细胞分泌胰岛

素而导致血糖水平升高)两者互为因果#互相影响#因此
+̀

I

水平升高可能是促进
],0

发生*发展的病理基础'

$>2

(

)

+̀

I

水平升高可导致妊娠高血压*神经管畸形*唐氏综合征等妊娠

相关疾病发病率增加'

3

(

)补充叶酸是降低
+̀

I

水平的有效方

法'

1

(

)因此#

],0

患者除应及早进行血糖干预外#还应补充叶

酸以降低
+̀

I

水平#避免不良妊娠结局的发生)

C#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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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多态性与
+̀

I

及
],0

相关性
!

+̀

I

水平主

要受营养和遗传两方面因素的影响)

0?̀ W(

基因突变引起

的基因缺陷或酶活性降低是导致
+̀

I

升高的重要原因'

&

(

)

0?̀ W(

是参与
+̀

I

代谢的关键酶#可催化
$

#

!%>

亚甲基四氢

叶酸转化为
$>

甲基四氢叶酸#后者可促进
+̀

I

转化为蛋氨酸)

0?̀ W(

基因有多种突变类型#以
.233

位点突变最为多见)

ZGLA<

等'

!%

(以分娩过唐氏综合征患儿的女性和
$%

例未生育过

唐氏综合征患儿的女性为研究对象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

.233

基因
.?

杂合型突变可使酶活性下降
'$4

#

??

纯合型突

变更可使酶活性下降
3%4

)酶活性降低可导致
+̀

I

向蛋氨酸

转化受阻#使
+̀

I

在体内蓄积而升高'

!!

(

)本研究发现#

],0

患者与正常妊娠者
.233?

基因型分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提示
.233?

多态性可能是
],0

遗传危险因素)进一

步分析显示#

??

型基因携带者
+̀

I

水平明显高于
..

型基因

携带者$

"

&

%#%$

&#证实基因多态性改变可显著影响
+̀

I

水

平#

0?̀ W(.233?

基因多态性可通过影响血清
+̀

I

水平而

与
],0

相关)

综上所述#

+̀

I

与
],0

密切相关#

0?̀ W(.233?

基因

多态性可能通过影响
+̀

I

水平而影响
],0

的发生*发展)因

此#检测
0?̀ W(.233?

基因多态性有助于早期个性化干预

+̀

I

水平#进而干预
],0

的病程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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