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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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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血脂的变化&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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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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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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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其中!

9$+[

组按
0̂99

试验方式分为葡萄糖组
$(

例和馒头组
(%

例$按用药情况分为未用药组
$H

例'仅

用降糖药组
%2

例和降糖降脂药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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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按空腹血脂分为血脂正常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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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和异常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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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分别进行静脉采血!在生化分析仪上检测葡萄糖"

0DB

%'三酰甘油"

90

%'胆固醇"

9.

%'高密度脂蛋白胆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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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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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化学发光仪上检

测胰岛素"

YG_

%&采用
_-__$$&'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各时间点间的变化采用
"Ĝ 1"

检验!各组指标间差

异采用
_G]

检验&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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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和对照组在
0̂99

期间的
0DB

和
YG_

的变化均呈现先升高再降低的趋

势!其中
9$+[

组的峰值出现在餐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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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组的峰值出现在餐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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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两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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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血脂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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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0̂99

试验方式'用药情况'空

腹血脂水平是否异常分组后!

*

个时间点各项血脂指标的组内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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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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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9

试验方式'用药情况'空腹血脂水平是否异常等对
0̂99

期间血脂水平的影响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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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高血糖*高血脂和高血压人群数量日趋增

多&有研究表明'

*'F

$

('F

的糖尿病$

+[

%患者有

血脂异常(

#

)

&糖尿病患者空腹血脂正常不能代表餐

后血脂正常(

$

)

'人体大多数时间是处于非空腹状态

的&中国(

%

)

*美国(

*3(

)和欧洲(

H

)的最新研究或指南'开

始建议将非空腹血脂检测纳入常规检查项目&口服

葡萄糖耐量试验$

0̂99

%是糖尿病的确诊试验'按试

验方式分为葡萄糖餐和馒头餐'两者对血糖代谢影响

相似'但对血脂水平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别尚无明确结

论且相关文献较少(

23)

)

&本研究比较了不同
0̂99

的

试验方式*用药情况以及空腹血脂水平的
$

型糖尿病

$

9$+[

%患者'

0̂99

试验中血脂水平的变化'旨在

探讨患者饮食*用药情况等分析前阶段因素对血脂检

测的影响&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取在浙大一院就诊者且诊断明确

的
9$+[

患者
2)

例'男
*(

例*女
%%

例'平均年龄

$

(Hd#%

%岁'

\[Y

为$

$*&8Hd%&2*

%

X

R

"

C

$

'收缩压为

$

#%Hd#)

%

CC ,

R

'舒张压为$

)'d#%

%

CC ,

R

'病程

为$

*&)dH&(

%年'其中
$*

人有糖尿病遗传史'

$*

人有

糖尿病并发症'

$8

人合并有高血压'

##

人合并有高血

脂&上述患者入选时均符合以下标准!$

#

%

#888

年世

界卫生组织糖尿病专家委员会对糖尿病的诊断标准+

$

$

%

#882

年美国糖尿病学会对
9$+[

的鉴别诊断标

准+$

%

%无甲状腺功能减低症*肾病综合征*尿毒症*系

统性红斑狼疮*库欣综合征+$

*

%近
#

月内未使用过糖

皮质激素*利尿剂*受体阻滞剂等药物&另外'将
%%

例常规体检结果正常的肾移植捐赠者纳入研究作为

对照组'男
#'

例*女
$%

例'平均年龄$

($d##

%岁'

\[Y

为$

$$&')d#&8%

%

X

R

"

C

$

'收缩压为$

#$*d##

%

CC

,

R

'舒张压为$

)'d2

%

CC ,

R

&本研究经浙江大学医

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所有纳入研

究者签署知情同意书&

>&?

"

仪器与试剂
"

血清葡萄糖$

0DB

%*三酰甘油

$

90

%*胆固醇$

9.

%*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D3.

%*

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D+D3.

%的检测均使用罗氏公

司的试剂'载脂蛋白
"#

$

"

4

@"#

%及载脂蛋白
\

$

"

4

@\

%采用上海申索佑福公司的试剂'用
2H''3$#'!

型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测定&

YG_

采用西门子公司试

剂'用
"+1Y".5>=ON7f-

化学发光仪测定&

>&@

"

方法

>&@&>

"

记录基本信息
"

记录所有纳入研究者的姓

名*性别*年龄*身高*体质量*体质量指数$

\[Y

%*收

缩压*舒张压*试验方式*病程*用药情况*遗传史*抽

烟喝酒'有无糖尿病并发症*高血压*高血脂或其他疾

病&对调查者进行培训'由同一人完成所有受试者的

一般资料调查和收集&

>&@&?

"

0̂99

及指标检测
"

0̂99

分为两种方式'

$

#

%葡萄糖餐!将
)$&(

R

一水葡萄糖粉冲泡于
%''CD

温水'$

$

%馒头餐!医院定制的
#''

R

面粉馒头&患者

在
(CK>

之内喝"吃完'从第一口开始计时'采集
'I

$空腹%*

#I

*

$I

和
%I

的静脉血'以
*'''7

"

CK>

的转

速离心
)CK>

'检测其血清葡萄糖$

0DB

%*胰岛素

$

YG_

%*甘油三酯$

90

%*胆固醇$

9.

%*高密度脂蛋白

胆固醇$

,+D3.

%*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D+D3.

%*载

脂蛋白
"#

$

"

4

@"#

%及载脂蛋白
\

$

"

4

@\

%的水平&检

验项目操作按实验室标准操作规程严格执行&

0DB

的检测方法为己糖激酶比色法+

90

为甘油磷酸氧化

酶法偶联
97K>Q57

反应法+

9.

为胆固醇氧化酶法+

,+D3.

和
D+D3.

为均相酶学比色法+

"

4

@"#

和

"

4

@\

为免疫比浊法+

YG_

为直接化学发光技术$两点

夹心法%&

>&@&@

"

分组
"

9$+[

组按
0̂99

方式分为葡萄糖

组
$(

例和馒头餐组
(%

例+按用药情况分为未用药组

$H

例'仅用降糖药组
%2

例和用降糖降脂药组
#(

例+

按空腹血脂是否正常分为
%H

例空腹血脂正常组

$

90

%

#&2CC@6

"

D

且
9.

%

(&$CC@6

"

D

且
D+D3.

%

%&*CC@6

"

D

%和
*$

例异常组$

90

'

#&2CC@6

"

D

或

9.

'

(&$CC@6

"

D

或
D+D3.

'

%&*CC@6

"

D

%

>&A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_-__$$&'

软件进行统计分

析&用
_IO

4

K7@3;K6X

检验进行正态性检验'正态分布

的计量资料以
3dH

表示+各个时间点之间的变化采

用
@>53VO

P

*$+U*

检验'各组指标间差异的比较采

用
_G]

检验+组间计量资料的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

检

验+

I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0̂99

期间的检测结果变化
"

对照组
#I

的

0DB

和
YG_

达到最高'

9$+[

组
$I

的
0DB

和
YG_

达到最高&

9$+[

组
90

*稳态模型评估胰岛素抵抗

指数$

,^["3Y/

%高于对照组'

,+D3.

和
"

4

@"#

低

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I

%

'&'#

%&而对照

组和
9$+[

组组内的
'

*

#

*

$

和
%I

各时间点之间各

项血脂水平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I

&

'&'(

%&

见表
#

&

?&?

"

按试验方式*用药情况*空腹血脂异常分组后的

比较
"

各组各时间点间的组内血脂水平比较'差异均

#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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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统计学差异$

I

&

'&'(

%'见表
$

&其中有
2

例

$

#8&*F

%空腹血脂正常的患者'出现餐后血脂异常'

分别是
$

例餐后
%

次
90

均异常'

*

例餐后仅有
#

次

90

异常'

#

例餐后有
#

次
9.

异常&

表
#

""

受试者
0̂99

期间的结果变化情况#

3dH

$

项目 时间点 对照组
9$+[

组
-

0DB

$

CC@6

"

D

%

'I (&%Hd'&%2 2&2'd$&H(

%

'&''#

#I 2&2)d#&(H #*&%2d%&)$

%

'&''#

$I H&%*d#&*$ #H&()d(&)$

%

'&''#

%I *&*#d#&#2 #*&$*d2&%'

%

'&''#

90

$

CC@6

"

D

%

'I #&#8d'&*H #&2(d'&28

%

'&''#

#I #&#2d'&*% #&2Hd'&)#

%

'&''#

$I #&##d'&** #&22d'&))

%

'&''#

%I #&#%d'&*( #&2)d'&8$

%

'&''#

9.

$

CC@6

"

D

%

'I *&(%d'&)% *&%#d'&8# '&$$#

#I *&*$d'&2H *&$)d'&)2 '&%82

$I *&%2d'&2( *&$Hd'&)H '&(%%

%I *&**d'&22 *&%#d'&8# '&*()

,+D3.

$

CC@6

"

D

%

'I #&$8d'&$2 #&'(d'&%#

%

'&''#

#I #&$2d'&$H #&'(d'&$8

%

'&''#

续表
#

""

受试者
0̂99

期间的结果变化情况#

3dH

$

项目 时间点 对照组
9$+[

组
-

$I #&$2d'&$H #&'*d'&$8

%

'&''#

%I #&$)d'&$( #&'(d'&%'

%

'&''#

D+D3.

$

CC@6

"

D

%

'I $&H'd'&H( $&**d'&2# '&$*$

#I $&($d'&H# $&*$d'&H) '&*%*

$I $&*8d'&H# $&*'d'&H2 '&*8%

%I $&(%d'&H$ $&*$d'&2' '&*$*

"

4

@"#

$

R

"

D

%

'I #&#8d'&#% #&'8d'&#2 '&''#

#I #&#2d'&#$ #&'8d'&#( '&''(

$I #&#Hd'&#% #&'8d'&#( '&'#%

%I #&#2d'&#$ #&#'d'&#H '&'')

"

4

@\

$

R

"

D

%

'I '&)Hd'&$' '&8#d'&$' '&$8H

#I '&)%d'&#8 '&8'd'&#8 '&'8$

$I '&)%d'&#8 '&)8d'&#8 '&'8%

%I '&)%d'&#8 '&8'd'&#8 '&#''

YG_

$

CYB

"

D

%

'I H&28d%&H% 8&((d*&$8 '&''#

#I *)&2*d$$&*'$8&%8d$#&)'

%

'&''#

$I %(&22d$%&(H%)&2$d$(&2$ '&((8

%I #%&2$d#$&8H$(&#*d#8&2) '&''#

,^["3Y/ 'I #&H%d'&8# %&%#d#&8%

%

'&''#

表
$

""

按试验方式%用药情况%空腹血脂异常分组后各时间点间的组内比较#

I

$

项目
试验方式

葡萄糖组 馒头餐组

用药情况

未用药组 仅用降糖药组 降糖降脂药组

空腹血脂

空腹血脂正常组空腹血脂异常组

0DB

%

'&''#

%

'&''#

%

'&''#

%

'&''#

%

'&''#

%

'&''#

%

'&''#

90 '&88$ '&8)) '&8)( '&882 '&82$ '&8)) '&8)(

9. '&)#% '&882 '&8#* '&8)) '&82$ #&''' '&82H

,+D3. '&8*8 '&8)( '&82# '&88' '&8)* '&88) '&8)$

D+D3. '&)*# '&88( '&)8$ '&88* '&882 '&88% '&88$

"

4

@"# '&)H# '&8%8 '&8%# '&8H$ '&2H$ '&88) '&8*2

"

4

@\ '&)$2 '&88( '&)H8 '&8)% '&8)H '&822 '&8)#

YG_

%

'&''#

%

'&''#

%

'&''#

%

'&''#

%

'&''#

%

'&''#

%

'&''#

@

"

讨
""

论

""

血脂检验质量的误差来源于分析前*分析中和生

物学变异'特别易受个体饮食*用药*运动等情况的影

响&中国人群的食物种类*烹饪方式*饮食习惯多样'

难以标准化'故本研究选择统一标准的
0̂99

来观

察糖负荷对血脂水平的影响&表
#

结果显示'

9$+[

组和对照组在
0̂99

期间的
0DB

和
YG_

的变化均

呈现先升高再降低的趋势'表明
9$+[

患者胰岛细胞

受损'

YG_

分泌高峰延迟&同时'

9$+[

患者常伴有

血脂异常'如
90

升高'而
,+D3.

和
"

4

@"#

降低'本

研究结果与文献报告一致(

83#'

)

&另外'

9$+[

组和对

照组餐后不同时间点的血脂水平的组内比较'差异均

无统计学意义'与文献报道基本一致(

##

)

&但王丹(

#$

)

发现
$H

例
9$+[

患者
0̂99

进食后血脂较空腹各

指标显著降低$

I

%

'&'(

%'其
90

*

,+D3.

*

D+D3.

*

9.

和空腹相比最大的差值分别是
c'&%)

*

c'&'8

*

c

'&$(

*

c'&(2CC@6

"

D

+蒋培培等(

#%

)对
$)

例健康者的

研究亦表明
0̂99

期间血脂降低'

90

*

,+D3.

*

D+D3.

*

9.

和空腹相比最大的差值分别为
c'&$(

*

c

'&#)

*

c'&#H

*

c'&#)CC@6

"

D

+亦有研究发现
0̂99

进食后血脂水平较空腹各指标显著升高'如魏广玉报

道
*$

例糖尿病患者
0̂99

进食后
90

水平显著升

高'尤其是餐后
$I

升高
'&$#CC@6

"

D

(

#*

)

&这些研究

病例数量非常少'而且差异是按统计学结果来判断

的&如果按生物学变异来计算
90

的参考变化值

$

8(F

%是约
2'F

'即当两次结果变化
&

2'F

时'才有

实际临床意义(

#(3#H

)

&总的来说'餐后血脂变化较小'

可以忽略不计'这与最新的指南建议相符'即常规血

脂检测不需要空腹'当
90

&

(CC@6

"

D

时考虑空腹

标本(

%32

)

&

0̂99

按方式分为葡萄糖餐和馒头餐
0̂99

&

0DB

是小分子'能直接被吸收'而馒头则需经过胃肠

道消化最终以
0DB

的形式被吸收&由表
$

可见'

0̂99

方式的不同对餐后血糖*血脂的变化没有影

响'与文献报道一致(

23)

)

&某些降糖药如二甲双胍具

有独立于降糖之外的调脂作用'通过降糖治疗可以使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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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的
90

*

9.

和
D+D3.

水平显著降低'这提示降糖

治疗可降低血脂'但按用药情况分组后'血脂变化也

无统计学意义&可能原因为'糖尿病患者在
0̂99

前需停药'残余药效甚微'故对餐后血脂的影响较小&

9$+[

组按空腹血脂是否正常组分组后'餐后血脂水

平基本不变'但
#8&*F

的
9$+[

患者出现餐后血脂

异常'这提示有些空腹血脂正常的糖尿病患者可能已

合并有血脂紊乱'仅检测空腹血脂可能会造成了

漏诊&

另外'

9$+[

组和对照组存在性别差异'大样本

的糖尿病调查数据显示
0DB

*

9.

*

D+D3.

水平没有

性别差异(

#2

)

'而且本研究观察
0̂99

期间血脂的动

态变化'属自身对照研究'性别差异不影响研究结果&

本研究还存在以下不足!部分受试者饮食运动习惯不

详*腰围和臀围的信息缺乏'而且本研究仅监测了
%I

内的血脂变化'未监测更长期的动态变化&

A

"

结
""

论

""

0̂99

期间'

9$+[

组和对照组的血脂水平无明

显变化&

9$+[

组按试验方式*用药情况*空腹血脂

异常等情况分组后'各分组的血脂水平变化也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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