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胰岛自身抗体联合生化指标检测在成人隐匿性糖尿病诊

断中的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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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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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

通过对血清谷氨酸脱羧酶抗体"

Z)U

#'胰岛细胞抗体"

PO)

#'血糖'糖化血红蛋白"

%J)"D

#的

联合检测!探讨临床诊断为
.

型糖尿病"

9.UK

#患者中发现成人隐匿性自身免疫性糖尿病"

1)U)

#的意义和诊断价

值$方法
!

测定
,!8

例
9.UK

患者的血清
Z)U

'

PO)

'

O

肽'血糖及
%J)"D

!检测出其中的
1)U)

患者!并与

9.UK

患者的各项指标进行比较分析$结果
!

,!8

例
9.UK

患者中共确诊为
1)U)

患者
.$

例"

$-$!X

#$

1)U)

患者空腹
O

肽及餐后
.>O

肽分别为"

#-,"]#-."

#'"

#-8#]#-..

#

!

*

&

1

!较
9.UK

患者的空腹
O

肽"

"-.,]#-Q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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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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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餐后
.>O

肽"

,-!2].-83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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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5

$

#-#2

#$

1)U)

患者空腹血糖及
%J)"D

分别为"

".-"2].2-#"

#

0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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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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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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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较
9.UK

患者的"

8-!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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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明显

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5

$

#-#2

#$结论
!

各项指标联合胰岛
$

细胞自身抗体检测可提高
1)U)

患者的检出率!

有助于
1)U)

的早期诊断$

"关键词#

!

谷氨酸脱羧酶抗体%

!

胰岛素抗体%

!

糖化血红蛋白%

!

成人隐匿性糖尿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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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是一组以慢性血葡萄糖水平增高为特征的代谢疾

病群#存在不同程度胰岛
$

细胞分泌不足和$或%外周组织对胰

岛素的生物效应降低+临床特征为
.

型糖尿病$

9.UK

%的部

分患者存在胰岛自身免疫损伤#逐渐发展为胰岛
$

细胞功能衰

竭#需要胰岛素治疗以维持生命或控制血糖#从发病机制上此

类患者被分为
"-2

型糖尿病即自身免疫性隐匿性糖尿病$

1)+

U)

%#它的临床经过与特征均与众所周知的
"

型糖尿病或

9.UK

不同)

"

*

+本研究旨在通过对血清谷氨酸脱羧酶抗体

$

Z)U

%,胰岛细胞抗体$

PO)

%,血糖,糖化血红蛋白$

%J)"D

%的

联合测定#以探讨
!

项联合测定在
1)U)

患者诊断与治疗中

的临床意义+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

年
3

月至
.#""

年
Q

月本院内分泌科确

诊社区
9.UK

患者
,!8

例#均符合
"88$

年美国饮食协会

$

)U)

%及
"888

年世界卫生组织
9.UK

的诊断标准#其中男

"Q8

例#女
"3#

例#年龄
"3

#

$8

岁#平均$

2,-.,]"!-32

%岁+排

除其他自身免疫性疾病及内分泌疾病等因素导致的糖尿病

患者+

$-/

!

1)U)

诊断标准
!

参照参考文献)

.

*的诊断标准!

Z)U

和$或%

PO)

阳性并符合糖尿病诊断标准者+

$-'

!

方法
!

所有对象均询问并记录病史#专人测身高和体质

量#计算体质量指数$

&KP

%#并于清晨空腹采集静脉血+

$-'-$

!

一般生化项目标本的采集和方法
!

空腹血糖,三酰甘

油$

9Z

%,总胆固醇$

9O

%,高密度脂蛋白$

%U1

%,

PO)

,空腹
O

肽,餐后
.>O

肽检测+按常规采集患者空腹$或餐后
.>

%静

脉血
,01

#离心取血清检测+

%J)"D

!静脉采血
.01

#用乙二

胺四乙酸二钾抗凝#用全血进行检测+血糖,血脂采用日本东

芝
9&)+".#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进行检测$试剂盒由上海复星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3

月第
8

卷第
".

期
!

15JK?6OAB/

!

R</?.#".

!

':A-8

!

S:-".



长征医学科学有限公司提供%#

%J)"D

采用
&B:+W)UU+"#

糖

化血红蛋白仪及其配套试剂#使用高效液相色谱法检测+

PO)

,

O

肽采用放射免疫法测定$试剂盒由北京科美东雅生物

技术有限公司提供%+

$-'-/

!

检测
Z)U+)J

!

采集患者的空腹静脉血
.01

#并分离

血清#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测定#试剂盒由上海西唐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提供的美国进口分装产品#严格按试剂盒说明书进

行操作+

$-1

!

统计学方法
!

计量资料用
E]>

表示#正态分布计量资料

数据组间比较用
?

检验#率的比较分析采用
"

. 检验+

5

$

#-#2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1)U)

的检出率
!

,!8

例
9.UK

患者中共确诊为
1)+

U)

患者
.$

例$

$-$!X

%+其中
Z)U

阳性检出率为
!-Q$X

$

"$

"

,!8

%#

PO)

阳性检出率为
2-$,X

$

.#

"

,!8

%#

Z)U

和
PO)

均阳性者占总人数的
.-Q$X

$

"#

"

,!8

%+男女间阳性率!

1)U)

患者男
"3

例#阳性率
!-2QX

(女
""

例#阳性率
,-"2X

+

/-/

!

1)U)

及
9.UK

组的一般资料情况
!

见表
"

+

1)U)

组
&KP

,空腹
O

肽及餐后
.>O

肽较
9.UK

组明显降低#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5

$

#-#2

%+

1)U)

组空腹血糖及
%J)"O

较

9.UK

组明显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5

$

#-#2

%+两组患者

9Z

及
9O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5

%

#-#2

%+

表
"

!

两组一般临床资料情况对比

组别
&KP

$

L

*

"

0

.

%

空腹血糖

$

00:A

"

1

%

空腹
O

肽

$

!

*

"

1

%

餐后
.>O

肽

$

!

*

"

1

%

9Z

$

00:A

"

1

%

9O

$

00:A

"

1

%

%U1

$

00:A

"

1

%

%J)"D

$

X

%

1)U) .#-2],-$ ".-"2].2-#" #-,"]#-." #-8#]#-.. "-.!]#-33 !-22]#-Q8 #-Q,]#-,. "#-".].-$Q

9.UK .!-"].-8 8-!2]",-#$ "-.,]#-Q2 ,-!2].-83 "-3!]"-"2 2-,.]"-#2 #-Q3]#-.$ Q-#!].-82

5

$

#-#2

$

#-#2

$

#-#2

$

#-#2

%

#-#2

%

#-#2

%

#-#2

$

#-#2

'

!

讨
!!

论

1)U)

是近年来在糖尿病患者中被引起注意的一种特殊

类型#在
9.UK

中所占的比例文献报道差异很大
"X

#

,3X

#

多数在
"#X

#

"2X

+目前国内外对其发病机制尚未明了#一

般认为是遗传易感基础上由环境因素触发引起的胰岛细胞自

身免疫性损害所致#患者体内可出现多种胰岛自身抗体#而

Z)U

具有出现早,持续时间长,年龄跨度大,阳性率高,检测方

便等特点#对
1)U)

胰岛
$

细胞功能衰减的预测价值明显优

于其他抗体#是目前公认的诊断
1)U)

最敏感的免疫指标)

,

*

+

国外主要从基因标志,免疫学标志及代谢试验对
1)U)

发病

进行预测#其中免疫学指标极其重要#采用联合检测
Z)U

,胰

岛素自身抗体$

P))

%和
PO)

的方法可预测
$#X

#

82X

的
1)+

U)

)

!

*

+

本研究结果显示#

,!8

例
9.UK

患者中共检出
1)U)

患

者
.$

例$

$-$!X

%#略低于文献报道的
"#X

#

"2X

#可能与本

研究样本例数太少有关#且本组对象均为本院所属社区初发的

9.UK

患者+其中
Z)U

阳性检出率为
!-Q$X

$

"$

"

,!8

%#

PO)

阳性检出率为
2-$,X

$

.#

"

,!8

%#

Z)U

和
PO)

均阳性者占总人

数的
.-Q$X

$

"#

"

,!8

%+

1)U)

患者
&KP

较
9.UK

患者明显

降低#大多数消瘦#或开始为正常体质量#

"

年或
"

年以后发展

为消瘦+且
1)U)

患者空腹血糖,

%J)"D

较
9.UK

患者明显

升高#空腹
O

肽及餐后
.>O

肽较
9.UK

组明显降低#与文献

)

2

*报道相似+

1)U)

组及
9.UK

组血脂水平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本研究结果表明#各项指标联合胰岛
$

细胞自身抗体检

测可提高
1)U)

患者的检出率#有助于
1)U)

的早期诊断+

本研究结果显示#

9.UK

患者共发现
.$

例
1)U)

#其中男

"3

例$

!-2QX

%#女
""

例$

,-"2X

%#男性检出率略高于女性#可

能男性
1)U)

患者胰岛功能衰退是一个重要的危险因素#与

男女患者在性激素,结合蛋白,生活方式,体脂分布及
&KP

等

多方面差别有关#与程欣)

3

*报道一致+

1)U)

存在非胰岛素依赖及胰岛素依赖
.

个临床阶段+

1)U)

的早期可以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不依赖胰岛素治疗#具

有胰岛素抵抗和胰岛素缺乏+对
1)U)

的诊断与治疗重点在

非胰岛素依赖阶段+对初发成年糖尿病患者普查胰岛自身对

早期诊断至关重要)

$

*

+因此#如有条件时#早期行
Z)U

抗体

检测#能在
1)U)

的前期或胰岛功能轻微受损时作出诊断#以

便早期治疗+

1)U)

在自身免疫反应的强度上要弱于经典的

"

型糖尿病患者#另外#它的免疫破坏并非持续性进展#而可能

处于进行与停止两种状态的动态转化中#导致胰岛细胞的免疫

损伤以波动,反复的方式进行#抗体多以短暂,波动,低滴度等

方式存在#因此抗体阴性也不能完全排除
1)U)

诊断#应联合

生化指标作出合理的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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