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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发生中的可能意义'

方法
!"#"

年
#

月至
!"#C

年
G

月我

院收治的
#"#

例
!

型糖尿病患者#按照是否伴视网膜病变分为无合并症组$

,fCG

%及合并视网膜病变组$

,f$!

#其中单纯期
%E

例#增殖期
#C

例%(健康体检者作为对照$

,f$"

%'

#$#

例受试者均接受临床指标)体质指数$

Z6A

%&空腹血糖&收缩压和舒张压

等*检查#并检测
9F'\Z

及血
JI

&

VI

水平'

结果
!

型糖尿病患者
9F'\Z

高于正常受试者#且合并视网膜病变组高于无合

并症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6

%

"<"#

%(

!

型糖尿病患者血
JI

水平高于正常受试者#且合并视网膜病变组高于无合并症组#

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6

%

"<"#

%(正常受试者
VI

水平高于
!

型糖尿病患者#且合并视网膜病变组低于无合并症组#差异均

具有统计学意义$

6

%

"<"#

%'与单纯期视网膜病变患者相比#增殖期视网膜病变患者
9F'\Z

及血
JI

&

VI

变化趋势更明显

$

6

%

"<"#

%'

结论
!

型糖尿病患者存在
9F'\Z

及血
JI

&

VI

水平的改变#且合并视网膜病变患者改变更明显'

!关键词"

!

!

型糖尿病(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微量白蛋白尿(纤维蛋白原(血红蛋白类

!!

!中图分类号"

!

T$EB<!&

!!!

!文献标志码"

!

'

!!!

!文章编号"

!

"!$EFEBGW

$

!"#$

%

"%F"!E%F"C

@8++,1.728-85/2.;,72*+,72-8

0

.7?

4

A27?[L#SQ.-/;188/F;

#

H;1,:,192-

0

.72,-79A27?7

40

,E/2.;,7,9

3,112769

Y9K)/

#

59>X+-F4+2

O

#

QAM.02

#

gV'@5L-FL/2

O

"

?+

H

)17,+27/4@

H

L7L)3,/3/

O8

#

KL)2

O

L)-V/;

H

-7)3

#

5+(/2*6-3-7)1

8

6+*-()392-:+1;-7

8

#

5L)2

O

L)-!""C%%

#

KL-2)

!!

)

#;97+.*7

*

!

<;

=

,*72:,

!

Q/+[

H

3/1+7L+(3-2-()3;-

O

2-4-()2(+/401-2+,-(1/)3I0,-201-)

$

9F'\Z

%

)2*I3//*4-I1-2/

O

+2

$

JI

%

)2*L+,/

O

3/I-2

$

VI

%

3+:+3;-21+7-2/

H

)7L

8

/4

H

)7-+27;N-7L7

8H

+!*-)I+7+;,+33-70;

$

Q!?6

%

<>,7?8/9 J1/,.)2<!"#"7/

5+

H

<!"#C

#

)7/7)3/4#"#Q!?6

H

)7-+27;NL/N+1+71+)7+*-2/01L/;

H

-7)3N+1++21/33+*-27L-;;70*

8

<'((/1*-2

O

7/NL+7L+1

(/,I-2+*N-7L1+7-2/

H

)7L

8

7L+

H

)7-+27;N+1+*-:-*+*-27/!

O

1/0

H

;

!

2/2F(/,

H

3-()7-/2

O

1/0

H

$

CG();+;

%

)2**-)I+7-((/,I-2+*

N-7L1+7-2/

H

)7L

8O

1/0

H

$

?TF(/,

H

3-()7-/2

O

1/0

H

$!();+;

#

%E

H

)7-+27;N-7L2/2F

H

1/3-4+1)7-:+?T)2*#!();+;N-7L

H

1/3-4+1)7-:+

?T

%

<A2)**-7-/2

#

$"L+)37L

8

;0I

R

+(7;N+1++21/33+*);(/271/3;<'337L+

H

)17-(-

H

)27;N+1++[),-2+*4/1Z6A

#

4);7-2

O

I3//*

O

30(/;+

#

)2*I3//*

H

1+;;01+<QL+01-2)1

8

9F'\Z3+:+3)2*I3//*JI

"

VIN+1+)3;/*+7+1,-2+*<!,96179 QL+01-2+9F'\Z3+:+3

/4Q!?6

H

)7-+27;N);;-

O

2-4-()273

8

L-

O

L+17L)27L)7-2L+)37L

8

;0I

R

+(7;

#

)2*7L)7-2?TF(/,

H

3-()7-/2

O

1/0

H

N);;-

O

2-4-()273

8

L-

O

L+17L)27L)7-27L+2/2F(/,

H

3-()7-/2

O

1/0

H

$

)336

%

"<"#

%

<D3);,)JI3+:+3-2Q!?6

H

)7-+27;N);;-

O

2-4-()273

8

L-

O

L+17L)2

7L)7-2L+)37L

8

;0I

R

+(7;

#

)2*7L)7-27L+?TF(/,

H

3-()7-/2

O

1/0

H

N);;-

O

2-4-()273

8

L-

O

L+17L)27L)7-27L+2/2F(/,

H

3-()7-/2

O

1/0

H

$

)336

%

"<"#

%

<VI3+:+3-2L+)37L

8

;0I

R

+(7;N);;-

O

2-4-()273

8

L-

O

L+17L)27L)7-2

H

)7-+27;N-7L7

8H

+!*-)I+7+;

#

)2*7L)7-27L+

?TF(/,

H

3-()7-/2

O

1/0

H

N);;-

O

2-4-()273

8

3/N+17L)27L)7-27L+2/2F(/,

H

3-()7-/2

O

1/0

H

$

)336

%

"<"#

%

<K/,

H

)1+*N-7L7L+2/2F

H

1/3-4+1)7-:+?T

H

)7-+27;

#

7L+(L)2

O

+;/401-2+9F'\Z)2*I3//*JI

"

VI-27L+

H

1/3-4+1)7-:+?T

H

)7-+27;N+1+;-

O

2-4-()273

8

O

1+)7+1

$

6

%

"<"#

%

<@8-*16928- 91-2+9F'\Z3+:+3)2*I3//*JI)2*VI3+:+3;)1+(L)2

O

+*-2

H

)7-+27;N-7L7

8H

+!*-)I+7+;

,+33-70;

#

)2*7L+(L)2

O

+;)1++:+2

O

1+)7+1-27L/;+(/,

H

3-()7+*N-7L*-)I+7-(1+7-2/

H

)7L

8

<

)

$,

4

A8+/9

*

!

7

8H

+!*-)I+7+;,+33-70;

(

*-)I+7-(1+7-2/

H

)7L

8

(

,-(1/)3I0,-201-)

(

4-I1-2/

O

+2

(

L+,/

O

3/I-2;

)

'()*.5+(6-36+*92-:

#

!"#$

#

%&

$

%

%!

!E%F!E&

*

!!

近年来随着经济发展和生活方式的改变#我国糖

尿病发病率不断增加)

#

*

#糖尿病主要危害在于各种慢

性并发症'其中#糖尿病视网膜病变$

*-)I+7-(1+7-2/

H

F

)7L

8

#

?T

%是最常见的糖尿病慢性并发症之一#病理

+

%E!

+



书书书

　　 　

　　 　 　　　 　 　　　 　

第二军医大学学报
!

!"#$

年
%

月#第
%&

卷

改变主要体现在基底膜增厚&微血管瘤形成&内皮细

胞增生&新生血管增殖等#其致盲率极高#严重威胁糖

尿病患者的生活质量乃至生命安全)

!F%

*

'目前#尚未

揭示其致病机制#且临床
?T

治疗手段十分有限#探

讨
?T

的危险因素并早期采取预防措施显得十分必

要'因此#本研究着重探讨尿微量白蛋白$

01-2+

,-(1/)3I0,-201-)

#

9F'\Z

%排出量及血纤维蛋白原

$

4-I1-2/

O

+2

#

JI

%和血红蛋白$

L+,/

O

3/I-2

#

VI

%在
?T

发生过程中的可能意义#为后续研究奠定基础'

(

!

资料和方法

#<#

!

一般资料
!"#"

年
#

月至
!"#C

年
G

月我院收

治的
#"#

例
!

型糖尿病$

Q!?6

%患者#其中男
&B

例#

女
%C

例(平均年龄$

CE<&!d&<$#

%岁(平均糖尿病病程

$

#&<G%d$<"E

%年'所有病例均符合
XV@#GGG

年的

糖尿病诊断标准#

?T

的诊断及分期依据
!""!

年悉尼

国际眼科学术会议制定的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国际

临床分级标准#排除高血压&青光眼&眼外伤等疾病引

起的眼底病变'所有患者均为慢性糖尿病#排除原发

性肾脏疾病&肿瘤或自身免疫性疾病&急性感染性疾

病&严重心脑血管疾病等'所有入选患者均无糖皮质

激素和免疫抑制剂应用史'所有患者均使用胰岛素

控制血糖浓度'记录所有患者临床一般资料#包括年

龄&病程&吸烟史&身高&体质量&血压等'

#<!

!

患者分组 根据患者视网膜病变病情分组!无

并发症组
CG

例#其中男
!&

例#女
!%

例#平均$

$%<&d

E<%C

%岁#空腹血糖水平为$

B<$#d#<$B

%

,,/3

"

\

(

!

型

糖尿病并发
?T

组
$!

例$单纯期
%E

例#增殖期
#C

例%#所有患者均经临床确诊#其中男
%#

例#女
!#

例#

平均年龄$

$C<#dB<GE

%岁#空腹血糖水平为$

E<#Bd

!<C%

%

,,/3

"

\

'此外还设有正常对照组#健康人
$"

例#其中男
!B

例#女
!%

例#平均年龄$

$$<!d&<G%

%

岁#对照组所有人员均无心脏病&高血压#临床检测

排除糖尿病#所有研究对象均无明确心&肝&肺及肾

脏等疾病#无传染病或恶性肿瘤等'

%

组间年龄&性

别等参数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具有可比性'

#<%

!

观察指标的测定

#<%<#

!

血压及体质指数的检测 记录
%

组受试者

年龄&病程#并均安排测体质量&身高&体质指数

$

Z6A

%#

Z6Af

体质量$

P

O

%"身高的平方$

,

!

%'测

定
%

组受试者右上肢血压
!

次#记录收缩压和舒张

压#取平均值'

#<%<!

!

9F'\Z

水平测定 受试者在收集标本之前

避免运动#收集尿液#采用免疫透射法测定尿中

9F'\Z

水平$

>+

H

L3/,+7+1#"")2)3

8

;+1

仪%'

#<%<%

!

血中
JI

#

VI

水平测定 抽取
%

组受试者静脉

血#抗凝处理#离心或静置后分离血浆#

#

份采用全自

动生化分析仪$美国雅培公司%和配套试剂&质控产品

检测
VI

水平(另
#

份用于检测
JI

的表达水平#采用

K3)0;;

方法#在
5

8

;,+[FK'$%"

血液凝固仪上检测#所

用试剂来自美国
?)*+Z+L1-2

O

公司'

#<%<C

!

血清中脂联素和肿瘤坏死因子
(

水平检

测 采用
M\A5'

试剂盒$

6)1P+7

公司#美国%标准

程序检测血清脂联素$

)*-

H

/2+(7-2

#

'D>

%和肿瘤坏

死因子
(

$

Q>JF

(

%的表达水平#所用酶标仪为
5\Q<

5

H

+(71)

产品'

#<C

!

统计学处理 采用
5D55#B<"

软件进行分析#

计量资料采用
#

5d(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

检

验#

5

H

+)1,)2

相关分析
9F'\Z

&

JI

&

VI

与
?T

发生

是否存在相关性#检验水准$

!

%为
"<"$

'

E

!

结
!

果

!<#

!

%

组受试者临床指标的比较 结果$表
#

%表

明!空腹条件下#糖尿病患者血糖浓度高于正常对照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6

%

"<"$

%(糖尿病患者收缩压

和舒张压均高于正常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6

%

"<"$

%(但是
Z6A

在
%

组受试者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糖尿病患者血
Q>JF

(

水平明显高于正常对照组#而

并发
?T

组患者表达水平远高于无并发症组#差异均

具有统计学意义$

6

%

"<"$

%(而血清
'D>

水平随疾病

进展逐渐下降#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6

%

"<"$

%'

表
(

!

&

组受试者临床指标的比较

B.;(

!

@83

0

.+298-85*12-2*.12-/2*,9;,7A,,-&

C

+86

0

9

#

5d(

A2*+[

>/1,)3

O

1/0

H

$

,f$"

%

?6

H

)7-+27;

>?T

O

1/0

H

$

,fCG

%

?T

O

1/0

H

$

,f$!

%

JDY+

Z

"$

,,/3

+

\

c#

%

$<%&d"<CB

!

B<E%d#<B%

"

!

E<C#d#<&G

"

Z6A

$

P

O

+

,

c!

%

!!<#$d#<"%

!

!!<C%d#<!$

!

!!<!Ed"<GE

5ZD

#Z

"

,,V

O

#"E<!%d$<&!#!C<BEdC<$&

"

#%"<GEdC<$!

"

Q>JF

(

#

Z

"$

2

O

+

,\

c#

%

%<!&d#<&%

!

$<#Cd#<!%

"

!

#%<BCd!<GE

"

'D>

#

Z

"$

,

O

+

\

c#

##<!%d%<G!

!

&<#$d#<$B

"

!

C<%Bd!<"#

"

?ZD

#Z

"

,,V

O

B#<!%dC<%B

!

BG<$!d%<BG

"

!

BG<%BdC<!&

"

!

JDY

!

J);7-2

OH

3);,)

O

30(/;+

(

Z6A

!

Z/*

8

,);;-2*+[

(

5ZD

!

5

8

;7/3-(I3//*

H

1+;;01+

(

Q>JF

(

!

Q0,/12+(1/;-;4)(F

7/1F

(

(

'D>

!

'*-

H

/2+(7-2

(

?ZD

!

?-);7/3-(I3//*

H

1+;;01+

(

>?T

!

>/2F*-)I+7-(1+7-2/

H

)7L

8

(

?T

!

?-)I+7-(1+7-2/

H

)7L

8

<

"

6

%

"<"$:;2/1,)3

O

1/0

H

<#,,V

O

f"<#%%PD)

+

CE!

+



书书书

　　 　

　　 　 　　　 　 　　　 　

第
%

期
<

顾
!

操#等
<!

型糖尿病视网膜病变与
9F'\Z

及血
JI

&

VI

水平的相关性分析

!<!

!

%

组受试者
9F'\Z

及血
JI

"

VI

水平的比

较 与正常对照组相比#

9F'\Z

在糖尿病患者尿中

含量升高#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6

%

"<"#

%#且在

糖尿病并发
?T

组水平高于无并发症组#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6

%

"<"#

%'糖尿病患者血浆
JI

水平高

于健康对照者#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6

%

"<"#

%#

且在糖尿病并发
?T

组表达水平高于无并发症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6

%

"<"#

%'而
VI

在正常受试

者血液内水平高于糖尿病患者#差异均具有统计学

意义$

6

%

"<"$

%#且其水平在
?T

并发症患者体内低

于无并发症患者$图
#

%'

图
(

!

&

组受试者
[L#SQ

及血
F;

%

H;

水平的比较

F2

C

(

!

@83

0

.+298-856+2-,[L#SQ1,:,1.-/;188/F;.-/H;1,:,192-7?,&

C

+86

0

9

>Y

!

>/1,)3

O

1/0

H

$

,f$"

%(

>?T

!

>/2F*-)I+7-(1+7-2/

H

)7L

8

$

,fCG

%(

?T

!

?-)I+7-(1+7-2/

H

)7L

8

$

,f$!

%

<VI

!

V)+,/

O

3/I-2

(

JI

!

J-I1-2/

O

+2

(

9F'\Z

!

91-2+,-(1/)3I0,-201-)<

""

6

%

"<"#

!!

为探讨尿
9F'\Z

及血
JI

&

VI

水平是否对
?T

进展有影响#进一步比较了它们在单纯期
?T

患者

和增殖期
?T

患者体内水平'结果$表
!

%表明!尿

9F'\Z

含量和血
JI

水平在增殖期
?T

组高于单纯

期
?T

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6

%

"<"#

%(而
VI

水平在单纯期
?T

组高于增殖期
?T

组#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6

%

"<"#

%'

表
E

!

增殖期
R!

及单纯期
R!

患者
[L#SQ

及血
F;

%

H;

的比较

B.;E

!

@83

0

.+298-856+2-,[L#SQ.-/;188/F;.-/H;1,:,192-JR!.-/"JR!

0

.72,-79

A2*+[

?6N-7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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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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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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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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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JI

#

Z

"$

O

+

\

F#

%

C<G&d"<C# $<E!d"<C" &<%&

%

"<"""#

VI

#

Z

"$

O

+

\

F#

%

B<G#d"<BC &<!$d"<!# &<C$

%

"<"""#

!

9F'\Z

!

91-2+,-(1/)3I0,-201-)

(

JI

!

J-I1-2/

O

+2

(

VI

!

V)+,/

O

3/I-2

!<%

!

血清
Q>JF

(

"

'>D

水平与临床参数相关性分

析 相关性分析结果$表
%

%显示!

?T

患者尿
9F'\Z

及血
JI

&

VI

水平与
Q>JF

(

&

'D>

表达均正相关

$

6

%

"<"$

%#而与其他临床参数无明显相关$表
%

%'

表
&

!

R!

患者尿
[L#SQ

及血
F;

%

H;

水平与临床参数相关性分析

B.;&

!

@8++,1.728-856+2-,[L#SQ.-/;188/F;.-/H;1,:,19A27?*12-2*.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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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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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讨
!

论

Q!?6

是由基因和环境等多因素间相互作用而

导致的一种慢性疾病#该病特点是患者胰岛
Z

细胞

功能失调#对胰岛素不敏感进而导致血糖水平失调'

临床
!

型糖尿病患者多发各种并发症#其中
?T

是

最为常见的一种合并症'尽管随着科学技术的进

步#在其诊断和治疗上已取得很大进展#但因它极高

的致盲率使得
!

型糖尿病合并
?T

不仅对患者自

身&家庭甚至社会都是一种沉重的负担)

!

*

'

?T

的发

生发展是由糖代谢&脂代谢&细胞因子&炎症反应&遗

传背景等多因素的共同作用所致#各因素间可能存

在共同的发病基础#也可能相互影响'探讨与
?T

相关的高危因素#对于临床早期诊断&治疗和提高患

者生活质量有着重要意义'

Q!?6

合并视网膜病变患者往往伴随尿

9F'\Z

排泄异常现象#且其异常与
?T

发生及进展

程度之间有相关性'

6/L)2

等)

C

*研究发现#尿
9F

'\Z

在
Q!?6

患者中含量与
?T

存在相关性#其含

量越高预示着
?T

进展越严重'本研究发现#尿
9F

'\Z

在糖尿病患者中含量高于健康对照组#合并

?T

的
Q!?6

患者显著高于未合并患者(且
?T

合

并组患者中#

9F'\Z

在增殖期
?T

组患者尿中水平

显著高于单纯期
?T

组'结果提示尿
9F'\Z

含量

与
?T

发生密切相关'

糖尿病是一种慢性炎症疾病#糖尿病的发生会引

起
JI

表达水平改变#进而改变机体凝血系统#损伤血

液纤溶系统功能#最终导致血管硬化和视网膜病变进

展)

$

*

'本研究发现#

JI

在糖尿病患者体内表达水平

高于健康对照组#且合并
?T

组患者水平高于未合并

组#增殖期患者水平高于单纯期患者#提示糖尿病患

者血
JI

水平与
?T

发生&进展密切相关'

糖尿病患者多伴随贫血症状#而导致该现象的

主要因素是促红细胞生成素和铁含量不足'既往研

究)

&FE

*表明#在肝受损程度相同的情况下#糖尿病患

者贫血发病率比非糖尿病患者高
#

#

!

倍#而合并

?T

的糖尿病患者贫血状态更加严重'本研究结果

显示#

!

型糖尿病患者体内
VI

水平低于正常对照

组#且合并
?T

组患者体内
VI

水平显著低于无并

发症组患者#而在增殖期
?T

组患者体内#

VI

水平

下降趋势更明显#提示
VI

水平下降与
?T

发生&发

展密切相关'本研究中#

?T

患者尿
9F'\Z

含量及

血
JI

&

VI

水平与血
'D>

和
Q>JF

(

均正相关#提示

这
%

种因子可能协同参与了
?T

的发生及进展)

G

*

'

综上所述#

!

型糖尿病患者尿
9F'\Z

含量及血

JI

&

VI

含量均发生显著变化#在
?T

合并或增殖期

患者体内#这一变化趋势更加明显'动态检测
!

型

糖尿病患者尿
9F'\Z

含量及血
JI

&

VI

水平#可以

为临床预防
!

型糖尿病合并
?T

的发生&发展提供

重要的指导意义'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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