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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血液流变学指标在糖尿病病情评估中的诊断价值

张珊珊#

!杨
!

磊)

"

#=

平顶山学院医学院!河南平顶山
?<;(((

'

)=

平顶山市第一人民医院!河南平顶山
?<;(((

$

!!

摘
!

要"目的
!

分析血浆黏度&全血黏度&红细胞比容以及红细胞沉降率等指标在糖尿病病情评估中的诊断作用%方法
!

选

取平顶山市第一人民医院
)(#!

年
#

月到
)(#<

年
#)

月收治的
<!

例糖尿病患者为试验组!再选取同期来平顶山市第一人民医院

体检的健康者
<(

例作为对照组!检测并对比两组的血浆黏度&全血黏度&红细胞比容以及红细胞沉降率等指标!采用
*D

&

A9JAM

回

归分析血浆黏度&全血黏度&红细胞比容以及红细胞沉降率等指标与糖尿病的相关性!评价以上相关指标在糖尿病病情评估中的

诊断价值%结果
!

试验组患者的血浆黏度&全血高切黏度&全血低切黏度&红细胞比容以及红细胞沉降率均明显高于对照组!以上

指标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

$%相关分析结果显示!血浆黏度&全血黏度&红细胞比容以及红细胞沉降率等指标均与

糖尿病呈正相关"

!

#

(=(!

$%结论
!

血浆黏度&全血黏度&红细胞比容以及红细胞沉降率等指标可作为糖尿病的诊断指标!具有

一定的临床诊断价值%

关键词"血浆黏度'

!

全血黏度'

!

红细胞比容'

!

红细胞沉降率

!"#

!

#(=:"<"

"

@

=A990=#<;:B?#:(=)(#;=#"=(?$

文献标识码"

1

文章编号"

#<;:B?#:(

"

)(#;

$

#"B);;;B(:

!!

糖尿病作为临床上常见疾病受到世界关注#有关调查研究

数据显示#糖尿病的发病率呈显著上升趋势#可能与人们生活

方式和饮食习惯的改变有关#使患者的健康和生活质量受到极

大威胁(

#

)

*糖尿病不能被彻底根治#需要长期依赖药物或者胰

岛素进行治疗#随着病程的延长#患者容易出现血管性病变'糖

尿病肾病以及糖尿病足等并发症#可能危及患者的生命#因此#

需要尽早采取措施治疗并发症(

)

)

*血液流变学指标是研究血

液及其有形成分流动性'变形性'聚集性的变化规律及其在医

学中应用的科学#临床上多种疾病的发生'发展均与血液流变

学相关指标具有一定的联系(

:

)

*血液流变学指标主要包括血

浆黏度'全血黏度'红细胞比容'红细胞沉降率'纤维蛋白原'红

细胞聚集指数以及红细胞变形指数等指标#本研究为探索血浆

黏度'全血黏度'红细胞比容以及红细胞沉降率等指标与糖尿

病的关系#选取了部分糖尿病患者和健康者#对两组研究对象

上述指标进行比较#分析这些指标对糖尿病评估的诊断价值*

A

!

资料与方法

A=A

!

一般资料
!

选取平顶山市第一人民医院
)(#!

年
#

月到

)(#<

年
#)

月收治的
<!

例糖尿病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研究#

+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0JX*ET'IO

!

.MJDTIN)(#;

!

3DF=:$

!

6D=#"



作为试验组*纳入标准!符合
#"""

年世界卫生组织糖尿病诊

断标准#具有多饮'多食'多尿以及体质量减轻等症状*

<!

例

试验组中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平均$

<)=$_?=#

%

岁&再选取同期来平顶山市第一人民医院体检的健康者
<(

例

作为对照组#其中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平均

$

<:=!_?=<

%岁&排除合并有严重的肝'肾功能不足#心血管疾

病#免疫类疾病#血液类疾病#以及肿瘤类疾病的病例*

A=B

!

方法及观察指标
!

两组研究对象均于清晨空腹抽取静脉

血
!Q*

#采用重庆天海公司生产的
'3%5)(:(

型全自动血液

流变分析仪检验血浆黏度'全血黏度'红细胞比容'红细胞沉降

率等指标#对两组研究对象的以上指标进行比较#分析这些指

标与糖尿病的相关性#并评价以上相关指标在糖尿病病情评估

中的诊断价值(

?B<

)

*

A=C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5+55##=!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两组

患者的血浆黏度'全血黏度'红细胞比容'红细胞沉降率等指标

以
H_D

表示#采用
>

检验#利用
+IEN9D0

相关分析各指标与糖

尿病的相关性#以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B

!

结
!!

果

B=A

!

两组血浆黏度'全血黏度'红细胞比容'红细胞沉降率指

标比较
!

试验组患者的血浆黏度'全血高切黏度'全血低切黏

度'红细胞比容'红细胞沉降率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

计学意义$

!

#

(=(!

%*见表
#

*

表
#

!!

两组血浆黏度)全血黏度)红细胞比容)

!!!

红细胞沉降率的比较%

H_D

&

指标 试验组$

.\<!

%对照组$

.\<(

%

> !

血浆黏度$

Q+E

+

9

%

)=#<_(=): #=!$_(=(" !=")<

#

(=(!

全血高切黏度$

Q+E

+

9

%

<=?!_(=!# ?=#)_(=:$ <=!$)

#

(=(!

全血低切黏度$

Q+E

+

9

%

##=:)_#=!? <=)$_#=)" ;=!:)

#

(=(!

红细胞比容$

>

%

:$=$<_!=<) )?=?!_:=)$ ?="$:

#

(=(!

红细胞沉降率$

>

%

)(=)#_:=#) $=#?_)=#: $=:)<

#

(=(!

B=B

!

血浆黏度'全血黏度'红细胞比容'红细胞沉降率与糖尿

病的相关性
!

血浆黏度'全血黏度'红细胞比容'红细胞沉降率

均与糖尿病呈正相关$

!

#

(=(!

%#见表
)

*

表
)

!!

血浆黏度)全血黏度)红细胞比容)红细胞

!!!

沉降率等指标与糖尿病的相关性

指标 相关系数
!

血浆黏度
(=$;)

#

(=(!

全血高切黏度
(=<!:

#

(=(!

全血低切黏度
(=;?)

#

(=(!

红细胞比容
(=!?$

#

(=(!

红细胞沉降率
(=?<)

#

(=(!

C

!

讨
!!

论

!!

根据国内相关文献报道#糖尿病患者的血液流变学指标与

健康者比较会明显升高#血液黏稠度会增加(

;

)

*糖尿病患者血

液流变学指标发生明显变化与发病过早以及患病时间过长有

关#其异常程度与糖尿病病情的发展速度呈正相关#同时血液

流变学发生异常后会导致并发症的出现#危及患者的生命安全

(

$B"

)

*糖尿病患者血液黏稠度升高的同时影响血液循环#导致

微循环发生障碍#进而造成糖尿病血管性病变(

#(

)

*糖尿病患

者血糖和血脂水平增高#血液中的有形成分增加#血液相对浓

缩#导致血液黏度升高*血液黏度升高使红细胞老化时极易发

生集聚#致使心'脑血管缺血缺氧#导致其他并发症的发生(

##

)

*

红细胞的变形能力和红细胞的聚集性'血浆黏度改变都能使血

液黏度增高(

#)

)

*糖尿病患者血液中磷脂量减少#红细胞膜上

胆固醇与磷脂的比值增大#表现为红细胞变形性下降#由于血

液成分变化#红细胞氧离解度下降#造成低氧血症(

#:

)

*血细胞

比容与血液黏度有密切关系#当血细胞比容大于
?(>

时#血液

黏度显著升高#同时引起红细胞膜弹性下降#而红细胞膜弹性

对于对微血管血液流动和组织脏器的灌注均具有重要作

用(

#?

)

*本研究为验证血液流变学指标对糖尿病诊断及病情评

估的作用价值#选取部分糖尿病患者和健康者作为研究对象#

两组研究对象的血浆黏度'全血黏度'红细胞比容'红细胞沉降

率等指标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

%&根据
*D

&

A9JAM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血浆黏度'全血黏度'红细胞比容'红细胞

沉降率等指标均与糖尿病呈正相关$

!

#

(=(!

%*有研究结果

表明#

)

型糖尿病组患者全血低切黏度'全血中切黏度'全血高

切黏度'血浆黏度'血细胞比容'红细胞聚集指数'红细胞变形

指数'红细胞刚性指数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与本研究结果相近(

#!

)

*表明血浆黏度'全血黏度'红细

胞比容'红细胞沉降率等指标可作为糖尿病患者的诊断指标#

并可评估糖尿病的病情#这与我国很多的研究结果相符#需要

进一步在临床上实践#提高糖尿病的诊断及预防血管性病变的

发生*

参考文献

(

#

) 刘明旭#孙才#包颖
=

糖尿病肾病患者血清胱抑素
-

和尿

微量白蛋白的测定(

X

)

=

中国误诊学杂志#

)(#(

#

#(

$

<

%!

#)$;B#)$$=

(

)

) 蒋振兴#王毓#丁玖乐#等
=

血氧水平依赖
'4%

评估糖尿

病肾病肾功能损伤的研究(

X

)

=

磁共振成像#

)(#!

#

<

$

;

%!

!)?B!)$=

(

:

) 冉鹏程#刘玉品#刘波#等
=:(C8DFOBL'4%

评价丹参注射

液对大鼠对比剂肾病的护作用!与病理对照研究(

X

)

=

中

国医学影像技术#

)(#?

#

:(

$

#)

%!

#;$$B#;"#=

(

?

) 李树法#欧亚萍#张喜#等
=

贵阳市糖尿病住院患者死亡原

因分析(

X

)

=

中国老年学杂志#

)(##

#

:#

$

#)

%!

):)!B):);=

(

!

)

6ISX+

#

'AOOFIJD04X

#

bFITI8

#

IJEF=199I99A0

&

JKI

P

NIVB

EFI0MI

#

QD0AJDNA0

&

E0OQE0E

&

IQI0JDLMKND0AMUAO0I

G

OA9B

IE9IA0

P

EJAI0J9SAJKOAETIJI9MDQ

P

ENIOSAJKJKD9ISAJKB

DRJOAETIJI9A0

&

I0INEF

P

NEMJAMI

(

X

)

=2AETIJ'IO

#

)((;

#

)?

$

?

%!

:<?B:<"=

(

<

)

'ENJ

G

0DV51

#

5KI9JEUDVE'3

#

bRJ

G

NA0E%'

#

IJEF=4DFIDL

MANMRFEJA0

&

E0

&

AD

&

I0AMLEMJDN9A0OAETIJAMUAO0I

G

OA9IE9I

(

X

)

=3I9J04D991UEO'IO6ERU

#

)(#:

$

)

%!

:!B?)=

(

;

)

YDR,Y

#

gKR

&

I7Y

#

gKR,,

#

IJEF=̀LLIMJ9DLFE9IN

P

KDJDB

MDE

&

BRFEJAD0D09INRQE0

&

AD

P

DAIJA0B#

#

E0

&

AD

P

DAIJA0B)

#

E0B

&

AD

P

DAIJA0B#

"

E0B

&

AD

P

DAIJA0B)NEJAD

#

E0O9DFRTFIE0

&

AD

P

DAIJA0

NIMI

P

JDNCAIB)FIVIF9A0J

GP

I)OAETIJAM

P

EJAI0J9SAJK

P

NDB

FALINEJAVIOAETIJAMNIJA0D

P

EJK

G

(

X

)

=%0JX.

P

KJKEFQDF

#

)(#?

#

;

$

?

%!

<?$B<!:=

(

$

) 糖尿病肾病患者血清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和血管生成素
B)

的测定及临床意义(

X

)

=

中国老年学杂志#

)(#?

#

:?

$

!

%!

#)<(=

+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0JX*ET'IO

!

.MJDTIN)(#;

!

3DF=:$

!

6D=#"



(

"

)

-KE24

#

bAQ6d

#

YDD0X]

#

IJEF=4DFIDLVE9MRFENI0ODB

JKIFAEF

&

NDSJKLEMJDNA0OAETIJAM0I

P

KND

P

EJK

G

(

X

)

=bAO0I

G

%0J5R

PP

F

#

)(((

#

!$

$

;;

%!

#(?B##)=

(

#(

)许永志#陈彬#刘惠娜#等
=

血清
-

G

9-

'

+̀ 27

'

3̀ c7

检测

在糖尿病肾病诊断及治疗中的意义(

X

)

=

国际检验医学杂

志#

)(#?

#

:!

$

)

%!

#?$B#!#=

(

##

)贾建民#孟菁菁
=

尿微量白蛋白与血清胱抑素
-

的联合检

测在糖尿病肾病早期诊断中的临床意义(

X

)

=

中国卫生检

验杂志#

)(#(

#

)(

$

"

%!

))#(B))##=

(

#)

)杨亦彬#陈泽君#柳飞#等
=10

&

AD

P

DAIJA0B#

在糖尿病鼠肾

脏中的表达及意义(

X

)

=

四川大学学报$医学版%#

)((;

#

:$

$

#

%!

":B"<=

(

#:

)

4AHUEFFE8

#

7DNTI9X'

#

-EDg

#

IJEF=CIQ

P

DNEFNI0EFIWB

P

NI99AD0DLE0

&

AD

&

I0AM

&

NDSJKLEMJDN9E0OJKIANNIMI

P

JDN9

A0IW

P

INAQI0JEFOAETIJI9

!

NDFIDLJKINI0A0BE0

&

ADJI09A0

9

G

9JIQ

(

X

)

=Xd

GP

INJI09

#

)((!

#

):

$

#

%!

#!:B#<?=

(

#?

)郝建军
=

血清胱抑素
-

'尿微量白蛋白在糖尿病早期肾损

害诊断中的应用价值评估(

X

)

=

实验与检验医学#

)(##

#

)"

$

)

%!

#;#B#;)=

(

#!

)

2EVAO5

#

XDK05c

#

XILLINAI9dX

#

IJEF=10

&

AD

P

DAIJA0B)FIVIF9

P

NIOAMJ QDNJEFAJ

G

A0 -b2

P

EJAI0J9

(

X

)

=6I

P

KNDF 2AEF

CNE09

P

FE0J

#

)(#)

#

);

$

!

%!

#$<;B#$;)=

$收稿日期!

)(#;B()B#)

!

修回日期!

)(#;B(!B(#

%

!临床研究!

静脉注射丙种球蛋白对小儿重症手足口病炎症因子的改善作用

赵爱利

"陕西省咸阳市中心医院!陕西咸阳
;#)(((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小儿重症手足口病治疗中静脉注射丙种球蛋白"

%3%c

$对炎症因子的改善作用%方法
!

采用回顾性分析

法!选取该院
)(#?

年
:

月至
)(#!

年
<

月收治的
#)(

例小儿重症手足口病患儿!将患儿分为常规治疗组和
%3%c

治疗组!每组各
<(

例!常规治疗组患儿给予一般治疗和对症治疗!

%3%c

治疗组患儿在常规治疗组治疗的基础上加用
%3%c

治疗%比较治疗前后患儿

炎症因子变化情况%同时选取
<(

例健康体检患儿作为对照组%结果
!

治疗前!常规治疗组和
%3%c

组患儿血液中肿瘤坏死因子
B

&

"

C67B

&

$&

-

反应蛋白"

-4+

$&白介素
B<

"

%*B<

$水平均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但常规治疗组和
%3%c

组患

儿血液中
C67B

&

&

-4+

和
%*B<

水平之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治疗后!

%3%c

组血液中
C67B

&

&

-4+

和
%*B<

水平均显

著低于常规治疗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结论
!

小儿重症手足口病治疗中静脉注射
%3%c

能够有效减少患儿炎症因子

C67B

&

&

-4+

&

%*B<

的生成%

关键词"静脉注射'

!

丙种球蛋白'

!

小儿'

!

重症手足口病'

!

炎症因子

!"#

!

#(=:"<"

"

@

=A990=#<;: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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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足口病属于一种急性传染性疾病#诱发因素为肠道病

毒#学前期儿童是高发人群(

#

)

*疱疹出现在手'足'口腔等部位

是其主要临床表现#如果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则极易引

发小儿肺水肿'脑炎'脑膜炎等(

)

)

*近年来#临床研究发现#手

足口病的病理过程中有免疫异常参与#在感染性疾病及自身免

疫相关疾病的治疗中#丙种球蛋白$

%3%c

%在临床得到了广泛

的应用(

:

)

#在小儿手足口病的治疗中具有一定的效果*为了解

小儿重症手足口病治疗中静脉注射
%3%c

对患儿炎症因子的

改善作用#本研究选取
#)(

例小儿重症手足口病患儿进行分

析#现报道如下*

A

!

资料与方法

A=A

!

一般资料
!

选取本院
)(#?

年
:

月至
)(#!

年
<

月收治的

#)(

例小儿重症手足口病患儿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所有患

儿均符合手足口病的相关诊断标准#均具有较差的精神#较快

的心率及呼吸#较高的外周血白细胞计数#均有高血压'高血

糖'呕吐'肢体抖动'出冷汗等临床表现#近
:O

内均有持续高

热不退等临床表现#年龄均在
!

岁以下*排除标准!将有感染

史'心肺疾病史'过敏性家族史等患儿排除在外*将
#)(

例患

儿分为常规治疗组和
%3%c

治疗组#其中
%3%c

治疗组$

.\<(

%

患儿中男
:)

例#女
)$

例#年龄
$

个月至
!

岁#平均$

:=()_

(=$"

%岁&常规治疗组$

.\<(

%患儿中男
:#

例#女
)"

例#年龄
;

个月至
!

岁#平均$

)=:#_(=!<

%岁&同时选取
<(

例健康体检儿

童作为对照组#其中男
:(

例#女
:(

例#年龄
<

个月至
!

岁#平

均$

:=(!_(=;$

%岁*

:

组儿童年龄'性别等一般资料比较#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具有可比性*

A=B

!

方法
!

常规治疗组患儿接受一般治疗及对症治疗#对患

儿退热#进行营养支持#对患儿水电解质及酸碱平衡进行维持#

如果患儿有并发症发生#则给予其有针对性的治疗#对高热惊

厥进行积极的预防&如果患儿合并细菌感染#则对其应用抗菌

药物&如果患儿有中枢神经症状#则对患儿应用甘露醇#以促进

其颅压的降低#并对患儿应用
(=)!Q

&

"$

U

&

+

O

%地塞米松#

)O

为
#

个疗程*

%3%c

治疗组患儿在接受一般治疗及对症治疗基

础上给予
%3%c

治疗#对患儿应用
)

&

"

U

&

%3%cj!>

葡萄糖#

:

O

为
#

个疗程#依据患儿的实际病情共治疗
#

!

)

个疗程*

A=C

!

观察指标
!

在患儿入院时'治疗后
:O

分别采集患儿的

静脉血
)Q*

送检#采用上海西塘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试剂

盒#运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对患儿的肿瘤坏死因子
&

$

C67B

&

%'

白细胞介素
<

$

%*B<

%及
-B

反应蛋白$

-4+

%水平进行检测#严格

按照试剂盒说明书上的操作步骤进行检测(

?

)

*

A=D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统计软件
5+55)(=(

分析数据#计量

资料以
H_D

表示#多组间比较采用方差分析#进一步两两比较

采用
*52B>

检验&两组间比较采用两独立样本
>

检验#检验水

准
&

\(=(!

#以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B

!

结
!!

果

B=A

!

治疗前
:

组患儿
C67B

&

'

-4+

和
%*B<

水平比较
!

治疗

前#常规治疗组和
%3%c

治疗组患儿血液中
C67B

&

'

-4+

和
%*B

<

水平均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但常

规治疗组和
%3%c

治疗组患儿血液中
C67B

&

'

-4+

和
%*B<

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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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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