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　著·

２型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患者血栓前状态标志物检测结果分析

卢庆乐，田玫玲，吴殿水（山东大学附属省立医院检验科，济南　２５００２２）

　　【摘要】　目的　分析２型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患者血栓前状态标志物的检测结果。方法　选择２０１１年３月至

２０１２年５月在山东大学附属省立医院就诊的８４例２型糖尿病（ＤＭ）患者，根据视网膜是否病变分为视网膜病变组

（ＤＲ）４０例和无视网膜病变组（ＮＤＲ）４４例，选择４５例健康体检者作为健康对照组。观察并记录两组患者与对照组

的血浆血栓调节蛋白（ｖＷＦ）、血管性血友病因子（ＴＭ）、纤维蛋白原（ＦＩＢ）及血清超敏Ｃ反应蛋白（ｈｓＣＲＰ）、组织型

纤维溶酶原激活剂（ｔＰＡ）等血栓前状态标志物，并分别进行比较。结果　ＤＭ 组患者的ｖＷＦ、ＴＭ、ＦＩＢ、Ｄ二聚体

（ＤＤ）分别为１４４．８％±４４．２％、（２０．７±５．３）μｇ／Ｌ、（４．１±０．６）ｇ／Ｌ、（７３０．０±１２９．９）μｇ／Ｌ，明显高于健康对照组，

ＤＲ组也明显高于ＮＤＲ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ＤＭ组患者的ｈｓＣＲＰ、ＰＡＩ分别为（４．２±０．５）ｍｇ／Ｌ、

（４８．６±１２．６）μｇ／Ｌ，明显高于健康对照组，而ＤＲ组患者的ｔＰＡ明显低于ＮＤＲ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

结论　检测血栓前状态标志物对２型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患者的病情把握以及血管病变的控制有很大的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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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糖尿病会引起视网膜血管失调，病症的发生率随着患糖尿

病时间增加而提高。血管内皮细胞受损、凝血、纤溶指标等异

常都可使患者处于血栓前状态［１２］。本院检测了８４例２型糖

尿病患者的７项血栓前状态标志物，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２０１１年３月至２０１２年５月于本院就诊的８４

例２型糖尿病（ＤＭ）患者。所有患者均符合１９９９年世界卫生

组织（ＷＨＯ）制定的糖尿病诊断标准。根据所选患者视网膜是

否病变，分为视网膜病变组（ＤＲ）和无视网膜病变组（ＮＤＲ）。

其中ＤＲ组４０例，男１９例，女２１例，年龄３２～６０岁，平均

（３８．７±６．８）岁；ＮＤＲ组４４例，男２０例，女２４例，年龄３２～５７

岁，平均（３７．５±６．７）岁。所选４５例健康对照组均为健康体检

者，血糖正常，均无心、肝肾、高血压等疾病，其中男２２例，女

２３例，年龄３４～６２岁，平均（３８．３±６．５）岁。所有对象年龄、

性别等一般资料对比，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具有

可比性。

１．２　方法　晨起空腹时，取所有２型糖尿病患者静脉血３．５

ｍＬ两份，一份加入含有０．１０９ｍｏｌ／Ｌ的枸橼酸钠抗凝试管

中，迅速摇匀，离心后分离血浆；另一份加入一支干燥试管，离

心后分离血清。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测定血浆血栓调节蛋白

（ｖＷＦ）和血管性血友病因子（ＴＭ），仪器为安图２０１０酶标仪；

采用免疫比浊法测定Ｄ二聚体（ＤＤ），Ｃｌａｕｓｓ凝固法检测纤维

蛋白原（ＦＩＢ），仪器为希森美康ＣＡ７０００自动凝血分析仪；采用

透射免疫比浊法测定ｈｓＣＲＰ，仪器为深圳ＯＭＬＩＰＯ特定蛋白

分析仪。采用发色底物Ｓ２３９０显色法检测ｔＰＡ和ＰＡＩ。

１．３　观察指标　观察并记录所有患者血浆ｖＷＦ、ＴＭ、ＦＩＢ及

血清超敏Ｃ反应蛋白（ｈｓＣＲＰ）、组织型纤维溶酶原激活剂（ｔ

ＰＡ）等血栓前状态标志物，并分别进行比较。

１．４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１３．０进行数据统计，计量资料

比较采用狋检验，以犘＜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各组ｖＷＦ、ＴＭ、ＦＩＢ、ＤＤ的比较　ＤＭ 组患者的ｖＷＦ、

ＴＭ、ＦＩＢ、ＤＤ明显高于健康对照组，ＤＲ组也明显高于 ＮＤＲ

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各组ｖＷＦ、ＴＭ、ＦＩＢ、ＤＤ的比较（狓±狊）

组别 狀
ｖＷＦ

（％）

ＴＭ

（μｇ／Ｌ）

ＦＩＢ

（ｇ／Ｌ）

ＤＤ

（μｇ／Ｌ）

ＤＭ组 ８４ １４４．８±４４．２２０．７±５．３ ４．１±０．６ ７３０．０±１２９．９

ＤＲ组 ４０ １６０．９±４５．１２３．６±６．３ ４．３±０．７ ７８１．２±１０５．４

ＮＤＲ组 ４４ １２５．６±３４．４１８．５±５．５ ３．２±０．６ ５９７．３±１１５．６

健康对照组 ４５ １０５．２±２８．８１４．２±４．８ ２．８±０．７ １９１．６±４３．４

２．２　各组 ｈｓＣＲＰ、ｔＰＡ、ＰＡＩ的比较　ＤＭ 组患者的 ｈ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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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ＲＰ、ＰＡＩ明显高于健康对照组，而ＤＲ组患者的ｔＰＡ明显低

于ＮＤＲ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各组ｈｓＣＲＰ、ｔＰＡ、ＰＡＩ的比较（狓±狊）

组别 狀 ｈｓＣＲＰ（ｍｇ／Ｌ） ｔＰＡ（μｇ／Ｌ） ＰＡＩ（μｇ／Ｌ）

ＤＭ组 ８４ ４．２±０．５ ２．８±０．５ ４８．６±１２．６

ＤＲ组 ４０ ４．６±０．６ ２．５±０．４ ５６．８±１３．９

ＮＤＲ组 ４４ ３．５±０．４ ３．６±０．６ ４１．６±１１．７

健康对照组 ４５ １．２±０．５ ４．３±０．８ ３４．３±１０．８

３　讨　　论

血栓前状态也称为血栓前期，是指血液有形成分和无形成

分的生化学和流变学发生某些变化，有内皮细胞受损、血液流

速减慢或血液黏度增高、抗凝蛋白异常、凝血因子异常等病理

改变［３５］。ｖＷＦ、ＴＭ、ＦＩＢ、ｈｓＣＲＰ、ｔＰＡ等指标均作为血栓前

状态的标志物，它们的改变或异常均可使２型糖尿病视网膜病

变患者处于血栓前状态 ［６８］。

本研究结果显示，２型糖尿病患者的ｖＷＦ、ＴＭ、ＦＩＢ、ＤＤ

明显高于健康对照组，２型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患者的ｖＷＦ、

ＴＭ、ＦＩＢ、ＤＤ也明显高于无视网膜病变患者，差异均有统计

学意义（犘＜０．０５）。２型糖尿病患者的ｈｓＣＲＰ、ＰＡＩ明显高于

健康对照组，而２型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患者的ｔＰＡ确明显低

于无视网膜病变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

综上所述，检测血栓前状态标志物对２型糖尿病视网膜病

变患者的病情把握以及血管病变的控制有很大的好处，值得临

床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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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升高，而发生脏器转移时显著升高［１２］。本文对９０例未发生

远端转移患者ＳＣＣＡｇ水平与３３例发生远端转移患者ＳＣＣＡｇ

阳性率进行比较，发现发生转移患者阳性率大于未发生转移患

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说明动态监测ＳＣＣＡｇ水平有助于判断

是否有淋巴结转移及远端转移。因此，本研究提示ＳＣＣＡｇ作

为鼻咽癌的筛查指标敏感度偏低，而对鼻咽癌是否发生远端转

移有一定的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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