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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糖尿病

合并脑梗死早期诊断价值$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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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临床已明确诊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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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糖尿病合并脑梗死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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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为脑梗死组!同时选取

单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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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糖尿病患者为对照组!分别检测各组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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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并加以分析$结果
!

脑梗死组的各项指标均明显高于单纯糖尿病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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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

%

2<

"

@

#%

"

7

M"

和
5M$"%<

水平明

显增高!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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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有助于脑梗死急性发作的早期诊断和治疗$此外!有效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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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有助于降低脑梗死的发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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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已经发展成全球性的人类健康杀手#截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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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全球确诊的糖尿病患者已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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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庞大的糖尿病患者群

体给医务工作者带来越来越严峻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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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作为慢性

病#其并发症严重威胁着人类的生命安全#有统计显示#糖尿病

合并脑梗死比非糖尿病脑梗死预后差#致残率高#病死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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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能及早预测脑梗死发生#将有效地降低疾病发生率#减少病

死率,本研究将血栓前体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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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指标进行

联合分析#以期及早预测糖尿病向脑梗死发展的趋势#及早进

行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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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医院与省人民医院糖尿病合并心肌梗死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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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为脑梗死

组#其中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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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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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选取同时期单纯糖尿病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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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人群在年龄-性别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D*/

%,

$D/

!

样本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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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集空腹静脉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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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高效液相色谱法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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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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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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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软件对检测结果进

行分析#结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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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计量资料比较采用方差分析#进一

步两两比较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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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检测结果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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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因素方差分析表明#脑梗死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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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逐渐增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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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作为脑卒中发病的独立危险因素#已被广大临床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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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所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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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脑梗死的临床诊断主要借助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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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脑血管造影和经颅多普勒超声等辅助检查#而这些检查常

依赖于先进的设备和医生高超的诊断技术#还具有时间局限

性#往往要到发病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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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明确诊断#延误了治疗的最佳

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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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纤维蛋白的直接前体#其水平升高提示可能诱发

急性血栓#近年来因其对急性血栓的特异性诊断价值受到广大

学者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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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过去常用于评价肾功能早期损害的特

异性指标#最新的研究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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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参与炎性反应过程-诱发

动脉粥样硬化过程中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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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的指标#人们发现其与动脉粥样硬化以及血栓形成都有着

密切的联系#主要作用机制是通过多条途径干预纤溶过程#抑

制纤溶酶的形成和纤维蛋白溶解#促使血栓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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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急性时相反应蛋白最常见的代表#表达了机体对炎性反应

的刺激#而长期反复的慢性炎性反应又构成了动脉粥样硬化形

成的主要原因#这就增加了脑梗死等心血管疾病发病的危险

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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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通过上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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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指标联合分析#结果显示#脑梗死组

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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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又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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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对脑梗死患者进行分组#结果显示#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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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增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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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逐渐增高,说明

随着糖尿病的进展#血糖持续上升#炎性反应反复刺激#致使动

脉粥样硬化日趋严重#机体的纤溶凝血系统亦受到破坏#抑制

纤溶#促进凝血及血栓的形成#最终导致脑梗死的发生,

综上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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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的监测#可以

预防脑梗死的发生#对脑梗死的早期诊断具有较高的临床价

值#可应用于尚不能用
"=

等影像学等技术诊断的早期脑梗死

患者#同时#有效控制患者血糖水平#及早进行溶栓治疗#将对

提高患者的治愈率#有效控制脑梗死后遗症的发生有着十分重

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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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D%3MTP@86J;MPJ;0:I:K63@

O3656

7N

:,03@A:6:MI:9936QM@IJK

4

:90:;9

7N

:J

N

9:3K"53$

K@

*

`

+

D'

4

:'

4

:3K

4

#

,*?)

#

(,

$

)

%!

)BF$(**D

*

)

+ 何叶#绳宇
D

空巢老年糖尿病患者自我管理水平和生存质

量的相关性研究*

`

+

D

中华护理杂志#

,*?)

#

(F

$

,

%!

?)+$

?)FD

*

(

+

b3II:6<

#

'9A:;63_[

#

Y5@O D̀[9JA@9@K0MJ83:6@93I

N

93$

8@63JKMJP65:03@A:6:M:

N

30:I38

*

`

+

D&@6Q;:

#

,**?

#

(?(

$

+F+/

%!

CF,$CFCD

*

/

+

WJK@90U

#

WJO:;`

#

a@;:%

#

:6@9D23L3K

4

O36503@A:6:M

!

;@63JK@9:

#

M6Q0

7

0:M3

4

K@K0A@M:93K:85@;@86:;3M638MPJ;@K

'QM6;@93@K

N

;JM

N

:863L:8J5J;6M6Q0

7

*

`

+

D-U" <QA938

!:@965

#

,*?,

#

?,

$

?

%!

BB$?**D

*

+

+ 陈霭玲#张振路#廖志红#等
D

糖尿病患者自我管理水平和

生存质量相关性研究*

`

+

D

中国行为医学科学#

,**+

#

?/

$

/

%!

()($()+D

*

C

+

W:I

N

M6:;U

#

U8"@;65

7

=

#

W@L3:MUD<M

7

85J9J

4

38@9@0$

R

QM6I:K66J=

7N

:,03@A:6:M@K0;:9@63JKM53

NS

Q@936

7

*

`

+

D

W3@A:6U:0

#

,*??

#

,F

$

(

%!

(FC$(B,D

*

F

+

&@0:;3I@

4

5@IY

#

&3TK@I3Y

#

'AJ95@MM@K3>

#

:6@9DW:L:9$

J

N

I:K6@K0

N

M

7

85JI:6;38

N

;J

N

:;63:MJP@K:OMJ83@9MQ

N

$

N

J;6M8@9:PJ;M:9P$8@;:3KI3009:$@

4

:0

N

@63:K6MO3656

7N

:

#

03@A:6:M

$

Y($U'W

%*

`

+

D-U"<QA938!:@965

#

,*?,

#

?,

$

C

%!

?*)/$?*)FD

*

B

+

'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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