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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

探讨常规生化检测对糖尿病患者的临床价值%方法
!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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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糖尿病患者进行丙氨酸氨基转

移酶"

9/:

$'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

93:

$'

,

#

谷氨酰转移酶"

,

#Z:

$'碱性磷酸酶"

9QR

$'总胆红素"

:UV/

$'直接胆

红素"

PUV/

$'血糖"

ZCB

$'尿素"

UB

$'肌酐"

*<

$'尿微量清蛋白"

I9C5

$'总胆固醇"

:*4Y/

$'三酰甘油"

:Z

$检测%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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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相关性肝功生化异常的发生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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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肾功生化异常的发生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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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或几项轻度到中度增高!并且肝功生化异常患者的血脂水平及其异常率

明显高于肝功能正常组%结论
!

糖尿病患者相关性肝'肾功能受损较为常见!肝肾功能应作为糖尿病患者常规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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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是一种糖+脂+蛋白质代谢紊乱的慢性病#主要表现

为人体血液中糖分含量居高不下从而引起多饮+多食+多尿+乏

力等症状#控制不好将引发人体循环系统+神经系统等病变#进

而引发高血压+心脏病+肾病+脑中风+失明+双足溃烂等并发

症)因此糖尿病被称为疾病的1百货公司2)以美国糖尿病协

会为代表的国际专家委员会提出了以病因为依据的糖尿病的

新的诊断方法#将糖尿病分为
1

型!

$

型糖尿病+

%

型糖尿病+其

他特异型糖尿病及妊娠糖尿病)其中以
%

型糖尿病为主约占

-(2

)不论是哪种类型的糖尿病#也不论是因为遗传易感而发

病#还是因为环境因素病毒感染而发病#归根结底都是基因受

损所致)换言之#糖尿病就是一种基因病)最新资料表明#我

国糖尿患者已超过
("""

万#专家预测#在今后
$"

年糖尿病在

我国的发病率将快速升长#有可能达到
$"2

以上)糖尿病本

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糖尿病的并发症)据初步统计大约

,"2

以上的糖尿病患者至少会出现一种并发症#随着病程的延

长#发生并发症的机会肯定会越来越多)很多人都合并有几种

并发症)糖尿病可以影响患者的全身器官比如脑血管+肝脏+

肾脏+心脏等)由于糖尿病合并肝功能损害的临床症状和体征

不典型及肝功能损害多数为轻微#肝功能并不作为临床医生对

糖尿病患者的常规检测的指标#因此容易引起临床医生漏诊和

误诊)一旦发生严重的肝损害就会影响患者的预后#甚至影响

寿命)尿微量清蛋白$

I9C5

&是反映肾小球疾病和损伤的一个

非常敏感的指标#与糖尿病肾病有着密切的关系#对糖尿病患

者早期发现+诊断和治疗肾损害具有重要价值)本文通过对

%(!

例糖尿病患者肝功能+肾功能+血糖$

ZCB

&+血脂的检测#探

讨糖尿病患者的常规生化检测之临床价值#现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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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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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住院患者#

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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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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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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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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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所有病

例的诊断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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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诊断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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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相关性肝功异常诊断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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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经甲+乙+丙型肝炎血清学标志物检查#排

除病毒性肝炎+酒精性肝炎+胆囊炎+胆囊结石+肝癌+药物等原

因引起的肝功能异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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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相关性肾功异常诊断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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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除其他原因引起的肾功

能异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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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制定的血脂异常划分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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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胆固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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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酰甘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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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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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

!

所有患者都为清晨空腹取静脉血#待血液凝固后及时

分离血清 #用清洁容器留取晨尿中段)于当日内完成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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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定)以上项目检测均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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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9a!1"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上完成#分析参数按试剂盒说明设置)标准因子为试剂盒提供

的标准品进行定标后所得
'

每日用德国
4a)9T

公司的高+

低值两种浓度的质控血清做室内质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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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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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结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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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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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进行统计

学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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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相关性肝功能生化异常的检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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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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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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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肝功生化异

常者检查结果中肝酶谱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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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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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

病相关性肝损患者与糖尿病无相关性肝损患者肝功生化检测

结果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详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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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相关性肾功能生化异常的检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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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

尿病相关性肾损患者与糖尿病无相关性肾损患者生化检测结

果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详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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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相关性肝损患者与无相关性肝损患者血脂检测结

果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详见表
&

)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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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相关性肝损患者与无相关性肝损

!!!

患者血脂检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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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患者的微循环障碍#毛细血管基底膜增厚#可累及

机体各脏器缺血缺氧)肝组织缺血使肝细胞内二氧化碳蓄积+

酸中毒+氧气供应减少+氧气消耗增加#导致
9/:

+

93:

+

,

#Z:

和
9QR

活性增强#

:UV/

和
PUV/

代谢紊乱,

%

-

)糖尿病患者多

伴有脂质代谢紊乱#糖尿病患者中有
%$2

"

,02

伴有脂肪肝)

在引起脂肪肝的所有病因中#糖尿病占第
&

位#仅次于肥胖与

饮酒)高血脂也可损伤肝脏#糖尿病时肝内脂肪酸增多#脂肪

组织的脂解速度加快#肝合成血清载脂蛋白
U

#极低密度脂蛋

白$

+/P/

&增加#清除
+/P/

速度降低#胆固醇水平有所下降#

使脂肪在肝细胞中堆积而形成脂肪肝)而脂肪肝被认为是引

起糖尿病相关性肝损伤的最常见原因,

&

-

)长期与过度的血糖

增高#可致毛细血管通透性增加#血浆蛋白外渗#引起毛细血管

基底膜损害#肾小球硬化和肾组织萎缩)在糖尿病进程中#初

发肾病出现微量清蛋白尿#远早于尿常规的改变和血清尿素

氮+肌酐的升高)如不注意尿微量清蛋白的检测#在微量清蛋

白尿持续一定时期并不断上升之后#其尿常规测定会出现蛋白

阳性)此时#患者肾脏的病理损害是不可逆的,

1

-

)长期服用降

糖药物对肝肾有损害#因为所有的药物都是在肝脏解毒在肾脏

排泄因此药物对肝肾或多或少都有影响)通过对
%(!

例糖尿

病患者的观察#相关性肝功能异常发生率为
%!'(!2

#超过糖

尿患者
$

"

1

%相关性肾功能异常发生率为
&1',,2

#超过糖尿患

者
$

"

&

)可见糖尿病肝肾损伤造成的肝肾功能+血脂异常在临

床上较为常见#应引起足够的重视)对糖尿病患者应常规检查

肝+肾功能,

(

-

)对发生糖尿病肝+肾功能损伤的患者#应采取积

极地治疗措施#在控制血糖的基础上#同时予以综合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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