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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危糖尿病患者血清微量元素和脂肪因子的

异常变化与血糖水平的相关性分析!

张
"

宇!刘
"

丽

"定州市人民医院检验科!河北定州
'<-'''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高危糖尿病患者血清微量元素和脂肪因子的异常变化与血糖水平的相关性%方法
"

选取
*')&

年
)

月至
*')<

年
)

月该院收治的高危糖尿病患者
)'&

例作为研究组!另选同期来自该院体检健康者

<,

例作为对照组%采用美国伯乐公司
!:>="HA1=)'

糖化仪测定空腹血糖"

$US

$!采用
W

K

DE?FHW

K

H4J

三电极直

流等离子体
=

原子发射光电直读光谱仪测定血清锌'硒'铜'锰水平!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测定"

(6RW#

$双抗体夹心

法检测血清脂联素和人网膜素
)

%结果
"

研究组
$US

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3

$#研究组血清

锌'硒'锰水平低于对照组!而铜水平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3

$#研究组脂联素和人网膜素
)

水

平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3

$#微量元素锌'硒'锰与
$US

呈负相关!而铜与
$US

呈正相关#脂

肪因子脂联素和人网膜素
)

与
$US

呈负相关%结论
"

高危糖尿病患者血清微量元素锌'硒'铜'锰和脂肪因子

脂联素和人网膜素
)

存在异常!且与血糖水平存在一定关联%

关键词"高危糖尿病#

"

微量元素#

"

脂肪因子#

"

血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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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法分类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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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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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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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糖尿病是常见的一种疾病%且为目前严重威胁人

类生命安全的三大基础疾病之一%同时也为全球范围

内最为严重的一种公共卫生问题&

)=*

'

(近年来%糖尿

病发病率呈不断上升趋势%严重影响人们身心健康和

生活质量&

-

'

(糖尿病高危人群数量处于较高水平%常

合并一种或多种糖尿病发生危险因素&

,=3

'

(研究报道

显示%血清微量元素和脂肪因子的异常变化与糖尿病

发生机制密切相关&

&=<

'

(故本研究旨在探讨高危糖尿

病患者血清微量元素和脂肪因子的异常变化与血糖

水平的相关性(现报道如下(

F

"

资料与方法

F+F

"

一般资料
"

选取
*')&

年
)

月至
*')<

年
)

月本

院收治的高危糖尿病患者
)'&

例#研究组$(入组标

准!#

)

$糖尿病危险积分表#

1"W

$积分不低于
8

分+

*

8<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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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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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第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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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危糖尿病患者血清微量元素和脂肪因子的异常变化与血糖水平的相关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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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美国糖尿病学会高危糖尿病空腹血糖受损

#

R$S

$

)''

!

)*3I

5

"

A6

%

*CR$S),'

!

*''I

5

"

A6

+

#

-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

/Zd

$

R$S))'

!

)*3I

5

"

A6

%

*CR$S),'

!

*''I

5

"

A6

+#

,

$患者年龄
,'

!

.'

岁+#

3

$经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核且通过批准+#

&

$签订

知情同意书者(排除标准!#

)

$合并肝肾功能不足+

#

*

$精神疾病+#

-

$急性感染性疾病(入组的
)'&

例患

者中%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平均

#

&-+,3̀ &+,<

$岁%平均体质量#

&&+,.̀ ,+-3

$

O

5

(另

选同期来自本院体检健康者
<,

例作为对照组%其中

男
,3

例)女
*8

例%年龄
,*

!

<8

岁)平均#

&*+38̀

&+-*

$岁%平均体质量#

&&+)-̀ ,+3)

$

O

5

(两组一般资

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3

$%具有可比性(

F+G

"

方法

F+G+F

"

血糖测定
"

采用美国伯乐公司
!:>="HA1=)'

糖化仪测定空腹血糖#

$US

$(

F+G+G

"

微量元素测定
"

入组研究对象均于清晨空腹

采集外周静脉血
-I6

%以离心半径
)3EI

%转速
-'''

F

"

I:4

%离心
)*I:4

%分离血清%采用
W

K

DE?FHW

K

H4J

三

电极直流等离子体#美国贝克曼公司$

=

原子发射光电

直读光谱仪测定血清锌)硒)铜)锰水平(

F+G+H

"

脂肪因子测定
"

入组研究对象均于清晨空腹

采集外周静脉血
-I6

%以离心半径
)3EI

%转速
-'''

F

"

I:4

%离心
)*I:4

%分离血清%置于
P*'\

下保存待

测(脂肪因子包括脂联素)人网膜素
)

%采用酶联免疫

吸附测定#

(6RW#

$双抗体夹心法检测脂联素和人网

膜素
)

水平%人脂联素
(6RW#

试剂盒购于上海岚派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人网膜素
)(6RW#

试剂盒购于上

海江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H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统计学软件
WUWW**+'

分析%

计量资料采用
<

检验%微量元素和脂肪因子与
$US

采

用直线相关分析%

!

%

'+'3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G

"

结
""

果

G+F

"

两组
$US

水平比较
"

研究组
$US

水平

&#

3+8-̀ '+,3

$

II>L

"

6

'高于对照组&#

3+)<`'+-.

$

II>L

"

6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3

$(

G+G

"

两组血清微量元素变化比较
"

研究组血清锌)

硒)锰水平低于对照组%而铜水平高于对照组%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

%

'+'3

$(见表
)

(

表
)

""

两组血清微量元素变化比较$

I D̀

#

I

5

(

6

%

组别
.

锌 硒 铜 锰

研究组
)'& )+*)̀ '+*, '+'<̀ '+') )+-8̀ '+*& '+'3̀ '+')

对照组
<, )+3'̀ '+-* '+),̀ '+'- )+),̀ '+). '+),̀ '+'-

< &+8.&, **+-<*- <+**8, *.+<&,,

!

%

'+'3

%

'+'3

%

'+'3

%

'+'3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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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脂肪因子变化比较$

I D̀

%

组别
.

脂联素#

"

5

"

6

$ 人网膜素
)

#

4

5

"

I6

$

研究组
)'& <+&-̀ )+3& *)&+<*̀ )-+*)

对照组
<, ),+,3̀ *+<. *&,+*.̀ )8+<,

< *)+'&,8 )8+,&.<

!

%

'+'3

%

'+'3

G+H

"

两组脂肪因子变化比较
"

研究组脂联素和人网

膜素
)

水平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3

$(见表
*

(

G+I

"

微量元素)脂肪因子与血糖相关性分析
"

微量

元素锌)硒)锰与
$US

呈负相关%而铜与
$US

呈正相

关(见表
-

(脂肪因子脂联素和人网膜素
)

与
$US

呈负相关(见表
,

(

表
-

""

微量元素与血糖相关性分析

微量元素
$US

; !

锌
P'+)<-

%

'+'3

硒
P'+*)8

%

'+'3

铜
'+'8,

%

'+'3

锰
P'+'<-

%

'+'3

表
,

""

脂肪因子与血糖相关性分析

脂肪因子
$US

; !

脂联素
P'+'.,

%

'+'3

人网膜素
) P'+'&-

%

'+'3

H

"

讨
""

论

""

高危糖尿病患者通常合并有高血压)糖脂代谢异

常及不良饮食习惯等诱导因素%但对其向糖尿病进展

过程作用机制尚未明确&

.=8

'

(近年来研究报道显示血

清微量元素异常与糖尿病病情发展密切相关&

)'

'

(有

研究报道显示%糖尿病患者血清锌水平下降%可能造

成糖尿病分解代谢亢进&

))

'

(硒具有类似胰岛素作用%

能够激活
E#TU

磷酸二酯酶)促进葡萄糖转运及刺激

核糖体
W&

蛋白的磷酸化作用%且认为硒具有促进糖

代谢)降低血糖及改善糖尿病症状作用&

)*

'

(糖尿病患

者血清铜水平上升%认为其原因可能是由于糖尿病分

解代谢亢进%对含铜氧化酶需要量上升%以及肠道吸

收代偿性上升&

)-

'

(锰是机体维持正常生理代谢必不

可少的一种微量元素%而高危糖尿病患者锰水平明显

低于健康者(本研究结果表明%研究组血清锌)硒)锰

水平低于对照组+而铜水平高于对照组%且微量元素

锌)硒)锰与
$US

呈负相关%铜与
$US

呈正相关(

近年来研究报道显示%高危糖尿病患者血清脂联

素水平低于健康人群(脂联素水平异常均经不同作

用机制和途径诱导
$US

水平上升%从而增加糖尿病

发生风险&

),

'

(其中脂联素可影响胰岛素分泌%具有减

轻体质量)调节糖代谢及抗动脉粥样硬化等多种生物

学活性%且随着脂联素水平逐渐下降%胰岛素分泌不

断下降%使
$US

水平异常上升%最终诱发糖尿病(本

研究结果表明%研究组脂联素水平低于对照组%且脂

联素与
$US

呈负相关(人网膜素
)

近年来新发现的

一种脂肪因子%对其具体作用尚不十分明确(人网膜

素
)

被证明主要是由脂肪组织特异分泌的一种多肽

类激素%具有多种生物学功能%与斑块)炎症)脂糖代

谢)肥胖及代谢综合征等危险因素密切相关(故而%

推测人网膜素
)

可能参与糖尿病动脉粥样硬化的病

理生理过程(人网膜素
)

具有加强胰岛素信号转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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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

月第
-8

卷第
)

期
"

R4?X6HNTDA

!

XH4@HF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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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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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蛋白激酶
!

磷酸化的作用%在胰岛素刺激下能够

提高人体内脏及皮下脂肪细胞对葡萄糖的摄取%即脂

肪细胞胰岛素敏感性上升(有研究显示%染色体

)

Q

**

!

*-

是
*

型糖尿病发生的一个重要区域%而人网

膜素
)

基因也恰好处于此区域(故而认为人网膜素
)

可能与
*

型糖尿病发生密切相关(有研究报道显示%

血清人网膜素
)

变化是糖脂代谢紊乱的标志之一%且

在糖耐量受损的肥胖人群中%血清人网膜素
)

与胰岛

素敏感)体脂肪指数及体质量指数密切相关&

)3

'

(本研

究结果表明%研究组人网膜素
)

水平低于对照组%且

人网膜素
)

与
$US

呈负相关(

综上所述%高危糖尿病患者血清微量元素锌)硒)

铜)锰和脂肪因子脂联素和人网膜素
)

存在异常%且

血清锌)硒)锰)脂联素和人网膜素
)

与
$US

呈负相

关%而铜与
$US

呈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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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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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

建立帕米尔高原地区塔吉克族健康成人血常规的参考区间!更好地为该地塔吉克族人群临

床诊断和治疗服务%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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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生活在平均海拔
,'''I

帕米尔高原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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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塔吉克族健康成人进行血常规

检测!将研究对象按性别分组!对各项参数做统计学分析!得出各项参数的参考值范围%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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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参数!除平均红细胞容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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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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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数'血红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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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细胞压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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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细胞平均血红蛋

白量"

T[Z

$'平均血红蛋白浓度"

T[Z[

$检测水平均高于女性!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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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

建立

了帕米尔高原地区塔吉克族健康成年男'女血常规参考区间!为该地区相关疾病的诊断'预后'判断和健康评估

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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