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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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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心肌梗死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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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分析其相关性%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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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在病例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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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高最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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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级相关分析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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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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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组病情呈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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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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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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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较全面地反映
>!L8

患者平均血糖水

平&心肌受损程度以及心血管慢性炎性反应状态!可作为早期预防&诊断
>!L8

心血管病变有效的综合性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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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可引起多个系统的慢性并发症#心血管病已成为糖

尿病的主要并发症#常以大血管及微血管病变引起的心脏改变

最明显)糖尿病并发冠心病$

92L

&患者占
''T

#为非糖尿病

患者冠心病发病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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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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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心肌病$

E1A3,7166AG0

E1?+

)K

A7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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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98

&是心肌微血管病变#引起心肌肥大-心内膜

纤维化-血管周围发生局灶性坏死#可能是糖尿病患者易发心

力衰竭及预后不良的主要原因)临床上对于无症状的心血管

病变常不易被发现#本实验选取心肌酶谱+天门冬氨酸氨基转

移酶 $

;(>

&-乳酸脱氢酶$

OL2

&-肌酸激酶$

9M

&-肌酸激酶同

工酶$

9M08Q

&-羟丁酸脱氢酶$

2QL2

&,正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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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糖尿病患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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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检测糖化血红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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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超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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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蛋白$

D*09WX

&#分析三者与
>!L8

患者

心血管病变的相关性#以期为临床及时诊断及预防糖尿病心血

管病变提供参考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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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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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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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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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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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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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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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为病

例组)病例组分为糖尿病组$

L8

组&

&"

例#糖尿病心肌病组

$

L98

组#经心脏彩色超声等方法确诊&

!4

例#糖尿病合并冠

心病组$

L8

合并
92L

组#经冠状动脉造影确诊&

45

例)其中

L8

合并
92L

组又分为
&

个亚组!稳定心绞痛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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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

例-不稳定心绞痛组$

S;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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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心肌梗死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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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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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所有入选患者心肌酶谱均在正常参考值范围内)选取在本院

健康体检者
&$

例#作为健康对照组)病例组均符合世界卫生

组织2缺血性心脏病的命名及诊断标准3及2糖尿病诊断和分型

标准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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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医学与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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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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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离子交换柱层析法测定#使用美国

Q1?0W;L

公司
L1A0(>;>

血红蛋白分析仪#

Q1?0W;L

公司离

子交换柱及试剂)

6>H]

采用微粒子化学发光法测定#使用美

国
Q,6\+AH

公司
;66,**!

免疫分析仪#试剂为
Q,6\+AH

公司

;66C>H]

试剂)

D*09WX

检测采用胶孔增强透射免疫比浊法#

使用日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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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自动生化分析仪#试剂为四川迈克公司试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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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定量数据以
O_E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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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相关性分析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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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级相关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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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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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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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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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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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明显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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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级相关分析提示#

6>H]

与
D*09WX

水平与冠

心病病情严重程度呈正相关#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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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临床上一部分血糖控制不好的
>!L8

患者因持续高血糖

促使血液和组织蛋白的糖化速率加快#导致机体氧化反应加

强#血管内皮损伤#细胞间质增生#引发心血管疾病和机体多种

器官功能障碍+

!0&

,

)

23;"9

可以反映两个月左右血糖平均水平#已成为糖尿

病监测和疗效观察的重要指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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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结果显示#

>!L8

各

组与健康对照组
23;"9

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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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与
L98

组及合并有
92L

的患者相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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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对于有心血管损伤
>!L8

患者的诊断并无

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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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肌钙蛋白一个多肽亚单位#特异性高#敏感性好#

可诊断心肌微小损伤#迄今仍是心肌损伤最特异的标志物+

'

,

)

本研究结果表明#

>!L8

的患者随着病情进展#

6>H]

水平也逐

渐升高)糖尿病心肌病是糖尿病心脏微血管病变导致心肌缺

血缺氧-代谢和营养发生障碍#使心肌功能紊乱#心肌受损+

<

,

)

本实验中
L98

组
6>H]

水平增高#说明已有心肌细胞受损)

D*09WX

是由肝脏分泌的白细胞介素
<

调控下的一种急性

时相反应蛋白#是炎症因子中最敏感的一种+

4

,

)有研究发现早

期冠心病患者处于慢性炎性反应状态#

D*09WX

在冠心病早期

发生-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是一个独立的心血管疾病危

险因素+

=

,

)本实验中
D*09WX

在
L8

合并
92L

组升高更明

显#

L98

组
D*09WX

水平是
L8

组两倍以上#表明炎症因子在

冠心病早期起着关键作用#对于
6>H]

尚处于低水平的
>!L8

患者#联合检测
D*09WX

更有利于发现早期心血管病变)

综上所述#联合检测
23;"9

-

6>H]

-

D*09WX

可以较为全面

地反映
>!L8

患者平均血糖水平#心肌受损程度及心血管慢

性炎症反应状态#可作为早期预防-诊断
>!L8

心血管病变有

效的综合性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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