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妊娠期糖尿病$

&()

'是指正常育龄妇女在妊娠

期间首次发生或被检出的糖尿病(近年来
&()

的发

病率在全世界范围均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发展中国家

上升幅度更大(

&()

是目前公认的与胎儿发育过

度*生长迟缓*早产*流产*新生儿呼吸窘迫综合征等

多种不良妊娠结局存在着密切的关联的疾病)严重者

可直接威胁孕妇及胎儿的生命%

*

&

(

&()

是一组以胰

岛素抵抗程度进行性增加*胰岛
#

细胞分泌功能渐进

性受损*肝脏糖原异生逐步增加*多伴有过度肥胖为

特征的慢性进展性综合征%

+

&

(目前研究发现)血清趋

化素在糖脂代谢异常的发生*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

用%

%

&

(本研究旨在探讨血清趋化素*纤维蛋白原

$

]E;

'和
(:

二聚体$

(:(8756

'水平变化在
&()

中的

应用价值(现报道如下(

E

"

资料与方法

E-E

"

一般资料
"

参照
+/**

年美国糖尿病学会

$

=(=

'公布的诊断标准%

%

&

)选择
+/*J

年
*

月至
+/*G

年
0

月)在上海市浦东新区妇幼保健院产科门诊初诊

的孕
+,

%

+G

周诊断为
&()

的孕妇
%//

例作为观察

组)选择同期产检的
%//

例血糖水平正常的孕妇作为

对照组(排除标准!$

*

'妊娠期间任意一次未按照时

间节点完成产前检查与门诊随访($

+

'孕前即有
*

型

或
+

型糖尿病病史)或本次妊娠产检诊断为糖尿病合

并妊娠)或存在慢性全身性疾病$轻度哮喘或慢性高

血压除外'及其他代谢性疾病($

%

'胎儿在足月$孕

周
%

%J

周'前死亡($

,

'双胎或多胎($

.

'分娩时失

访)无法了解分娩结局(

E-F

"

试剂与仪器
"

空腹血糖$

]$&

'*总胆固醇$

K<

'*

高密度脂蛋白$

V("

'*低密度脂蛋白$

"("

'*三酰甘

油$

K&

'采用雅培
PG///

生化仪及其配套试剂检测(

空腹血清胰岛素$

]E!'

'采用雅培
8+///

自动发光免

疫分析仪及其配套试剂检测(血清趋化素采用上海

酶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人趋化素$

<VD)

'

D"E'=

试

剂盒检测(血浆纤维蛋白原$

]E;

'*

(:(

二聚体$

(:

(8756

'采用
'K=&b'K=<C7

F

2P@

血凝仪及其配套

试剂检测(所有实验室检测项目均严格按照试剂说

明书操作(

E-G

"

样本采集
"

研究对象的年龄*身高*孕前体质

量*产前体质量均由产科门诊收集*整理+新生儿身

长*新生儿体质量等数据由新生儿室提供+本实验室

根据所收集的资料计算得到孕前体质量指数$

;)E

'*

胰岛素抵抗指数$

Vb)=:E#

'(受检者在
+,

%

+G

周

产检时)空腹使用真空促凝采血管抽取静脉血标本

,-/7"

)

*/H77CB

"

"

的枸橼酸钠抗凝管抽取静脉血

标本
*-G7"

(

E-H

"

统计学处理
"

所有数据采用
'$''+.-/

软件进

行统计分析(本实验结果中计量资料满足正态分布)

以
4Z=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检验+计量资料不满足

正态分布时)以中位数和四分位数%

G

$

!

+.

%

!

J.

'&表

示)采用非参数秩和检验+计数资料以%

+

$

c

'&表示)

采用
!

+ 检验+各指标诊断效能的评估采用受试者工

作特征曲线 $

#b<

曲线'分析(以
!

$

/-/.

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F

"

结
""

果

F-E

"

+

组研究对象的实验室检查结果
"

根据本研究

设定的排除标准及其他原因造成的实验数据缺失情

况)最终收集到观察组共计
+J.

例)对照组共计
+0G

例(

+

组的孕前
;)E

*

]$&

*

]E!'

*

Vb)=:E#

*

]E;

*

(:(8756

*血清趋化素等指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年龄*

K&

*

K<

*

V("

*

"("

等指标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各项实验室检测指标

的比较见表
*

(

表
*

""

+

组各项实验室检测指标比较(

G

#

!

+.

%

!

J.

$)

项目 观察组$

+h+J.

' 对照组$

+h+0G

'

!

年龄$岁'

+0-HJ

$

+,

%

%/

'

+0-.J

$

+,

%

%/

'

/-%/0J

孕前
;)E

$

R

1

"

7

+

'

+*-%G

$

*H-+%

%

+*-+%

'

+/-.0

$

*G-%0

%

++-+.

'

/-//*J

]$&

$

77CB

"

"

'

.-/*

$

,-+0

%

.-..

'

,-*0

$

%-,J

%

,-0,

'

$

/-//*

]E!'

$

F

7CB

"

"

'

H%-*G

$

J*-J/

%

*/J-J/

'

0*-%+

$

,H-G

%

J,-H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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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

%-+G

'

+-%,

$

+-*+

%

+-.,

'

$

/-//*

]E;

$

1

"

"

'

,-0J

$

%-,0

%

.-JJ

'

%-,H

$

+-00

%

,-+0

'

$

/-//*

(:(8756

$

'

1

"

7"

'

*-G.

$

*-0,

%

+-/J

'

*-./

$

*-%/

%

*-J*

'

$

/-//*

血清趋化素$

9

1

"

7"

'

.-JJ

$

+-G0

%

J-..

'

%-+G

$

*-JJ

%

,-++

'

$

/-//*

K&

$

77CB

"

"

'

%-+/

$

+-+0

%

%-JJ

'

%-/.

$

+-+,

%

%-..

'

/-*H+*

K<

$

77CB

"

"

'

0-/%

$

.-+G

%

0-GH

'

0-/0

$

.-++

%

0-G*

'

/-J%..

V("

$

77CB

"

"

'

*-.%

$

*-%/

%

*-J0

'

*-.H

$

*-%.

%

*-JH

'

/-**+%

"("

$

77CB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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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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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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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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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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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F

"

#b<

曲线分析
"

将
+

组研究对象的
]E;

*

(:(8:

756

*血清趋化素实验数据进行
#b<

曲线分析)其特

征性参数见表
+

(以血清趋化素*

]E;

*

(:(8756

为自

变量)建立
"C

1

83@8P

回归分析模型)通过模型中的概

率值拟合联合检测的
#b<

曲线显示)其联合检测的

曲线下面积为
/-G0H

$

H.cB#

!

/-G%H

%

/-GHH

'(血清

趋化素*

]E;

*

(:(8756

联合检测的曲线下面积明显大

于单项检测$

!

$

/-//*

')见图
*

(

F-G

"

+

组研究对象的不良妊娠结局
"

收集所有研究

对象的妊娠结局情况)其中羊水过多*胎膜早破*早

产*巨大儿*

;

族链球菌感染等不良妊娠结局在
+

组之

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见表
%

(

表
+

""

#b<

曲线评价趋化素'

]E;

'

(:(8756

单项

"""

检测诊断价值的参数

指标 曲线下面积 标准差
! H.cB#

血清趋化素
/-0HH /-/++

$

/-//* /-0..

%

/-J,+

]E; /-J+J /-/++

$

/-//* /-0G.

%

/-J0G

(:(8756 /-J0G /-/+/

$

/-//* /-J+G

%

/-G/J

表
%

""

+

组不良妊娠结局比较#

+

$

组别
+

羊水过多 胎膜早破 早产 巨大儿
;

族链球菌感染 先兆子痫 新生儿呼吸窘迫征

观察组
+J. +, ** *H %, . , +

对照组
+0G . % 0 % * * /

!

+

*+-0, ,-,G 0-J, +J-/% *-,, /-J0 /-,G

! /-///. /-/%.% /-/**+

$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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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体在遭受病原微生物侵袭或某些抗原性异物

进入时)人类免疫系统会被激活)此时体内具有免疫

功能的细胞会产生聚集现象)而体内这种引导白细胞

移动*聚集的物质被称为趋化素)也称为趋化因子%

,

&

(

趋化素在免疫应答*免疫防御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

用)其实质是一种小分子蛋白质)目前研究较多的趋

化因子包括白细胞介素*肿瘤坏死因子*生长因子等(

本研究所指的趋化素是一种新报道的脂肪因子)这一

因子在单纯性肥胖*

+

型糖尿病*

&()

及代谢综合征

等疾病的发生*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目前已引发

临床越来越多的关注和越来越深入的研究(

趋化素主要分布于脂肪组织和肺部)有少量表达

于肝脏*心脏(已有研究表明)脂肪组织异常增加的

患者发生
+

型糖尿病的风险是脂肪组织正常人群的

.

%

G

倍%

.

&

(所以肥胖造成的脂肪组织异常增加能够

诱导趋化素分泌的增多)大量增加的趋化素可以激活

胰岛素信号转导通路)降低脂肪组织对于胰岛素的敏

感性%

0

&

)也可以通过增加蛋白激酶
;

上游
E#':*

丝氨

酸磷酸化水平)降低下游磷脂酰肌醇激酶等信号分子

的活性)进而影响胰岛素信号%

J

&

)导致胰岛素抵抗症

状的加重)

&()

患者与病态肥胖患者同样存在着胰

岛素抵抗现象(本研究所选的对象中)

+

组研究对象

的孕前
;)E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表明体内趋化素的

量与体质量之间存在密切的关联)体质量的增加可以

导致趋化素分泌量的增加(

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的
]$&

*

]E!'

*

Vb)=:

E#

等指标均明显高于对照组)由于
&()

患者随着孕

周的增加)胰岛素抵抗也不断增加)从而导致胰岛素

的分泌量相对不足)使乳糜颗粒*极低密度脂蛋白中

的
K&

降解过程受阻)造成血清
K&

指标升高(同时

脂肪有氧氧化增强)大量的乙酞辅酶
=

不能进入三羧

酸循环氧化而合成
K<

)血浆
K<

水平也随之升高)且

升高的水平与
E#

程度呈正相关)随着
E#

的不断加

重)糖脂代谢更加紊乱)

K&

水平进一步显著升高(本

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与对照组
"("

*

V("

*

K&

和

K<

测定值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可能与本研究选择的

对象例数不够多或者样本选择条件过于严苛*地区人

群差异等因素有关(

妊娠期妇女由于其特殊的生理变化)造成了脂肪

组织的大量增加)脂肪细胞分泌趋化因子和脂肪细胞

因子的总量也随之明显增加)这些趋化因子促进了肥

胖患者体内糖代谢紊乱的某些关键步骤%

G

&

)推测趋化

素可能参与了
&()

患者的糖*脂代谢紊乱的起始过

程)具体的调节机制需进一步研究(由于趋化素的作

用)机体对葡萄糖的摄取量也不断增加)使患者的胰

岛素分泌更加紊乱(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的胰岛

素分泌及
Vb)=:E#

的对数值均与对照组之间存在

明显差异(

妊娠期大多数凝血因子水平及活性均增加%

H

&

)大

部分孕妇处于高凝状态)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的

]E;

*

(:(8756

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这一现象可能与

&()

患者体内异常增多的趋化素有关)趋化素的大

量分泌可引起
]E;

和
(:(8756

水平的升高及血小板

的聚集)大量血小板被激活后)孕妇呈现血液黏度不

断增加的趋势)随着孕周的不断增加这一趋势更加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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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最后造成大量组织凝血活酶的释放)形成较为严

重的血栓前状态(但是
]E;

和
(:(8756

作为监测指

标)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

#b<

曲线分析显示)血清趋

化素*

]E;

*

(:(8756

三者联合检测的曲线下面积明显

大于单项检测(因此)血清趋化素的升高应当得到更

多的关注)尤其是要注意其与
]E;

*

(:(8756

的联合检

测)发现有血栓栓塞可能的孕妇应及时采取抗凝治

疗)以预防更严重的不良妊娠结局的发生(

既往研究表明)

&()

患者的子代将来患代谢综

合征及血管相关疾病的风险都相应增加(

&()

是糖

尿病的特殊类型)当
&()

患者血糖增高时)其胎儿血

糖升高的水平与母体血糖升高水平成正比)妊娠后期

直接刺激胎儿的细胞增生*肥大)刺激胰岛素分泌量

增多)最终造成胎儿高胰岛素血症)对胎儿各脏器的

生长发育及内分泌带来一系列的临床问题(本研究

显示观察组更容易出现诸如羊水过多*胎膜早破*早

产*巨大儿*产后感染等不良妊娠结局)由此推断

&()

子代更易出现一些远期并发症(

H

"

结
""

论

""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及农村人口融入城

市生活后消费水平的快速提升)人们日常的能量摄入

大量增加)直接导致了肥胖患者的迅速增多)在妊娠

的早*中期)根据实验室筛查的血清趋化素*

]E;

与
(:

(8756

等指标)做好这部分
&()

患者的孕期健康宣

传和教育工作)使其妊娠期内控制饮食并适度增加运

动量)对于
&()

患者早日控糖达标)改善
&()

的妊

娠不良结局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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