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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反应蛋白水平与妊娠糖尿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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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

晶!刘永明!周国用"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第三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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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探讨妊娠糖尿病患者血清中基质细胞趋化因子
3!

#

"

FZ_3!

#

$&

N

反应蛋白"

N]̂

$的水平与胰岛

素抵抗的相关性%方法
!

选取孕妇
.%

例!按照有无妊娠糖尿病分为对照组
-%

例和妊娠糖尿病组
-%

例%采用酶联

免疫吸附试验"

S/YF2

$检测孕妇血清
FZ_3!

#

水平!免疫荧光法测定
N]̂

#同时测定空腹血浆胰岛素"

_YRF

$&血糖

"

_La

$&三酰甘油"

4a

$&总胆固醇"

4N

$&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WZ/3N

$&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Z/3N

$&糖化血红

蛋白"

WA2!C

$等#计算胰岛素抵抗指数"

WePS3Y]

$%结果
!

妊娠糖尿病组血清中
FZ_3!

#

&

N]̂

明显高于对照组

"

$

%

%#%,

$&

FZ_3!

#

与
N]̂

呈正相关!

FZ_3!

#

&

N]̂

与
_La

&

_YRF

&

WA2!C

&

WePS3Y]

呈正相关%结论
!

FZ_3!

#

&

N]̂

与妊娠糖尿病胰岛素抵抗密切相关!参与了其发病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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妊娠糖尿病是指妊娠期首次发生和发现的不同程度糖耐

量异常#包括妊娠期已经存在但被漏诊的孕前糖尿病者以及孕

期伴随发生的糖耐量异常者#随着血糖的升高#大于胎龄儿,剖

宫产,新生儿高血糖,新生儿高胰岛素血症等的风险也随之增

加#目前有研究认为基质细胞趋化因子
3!

#

$

FZ_3!

#

&及炎症因

子
N

反应蛋白$

N]̂

&都参与了糖尿病和胰岛素抵抗的发病过

程)因此#本研究拟通过研究妊娠糖尿病患者#测定其血清中

FZ_3!

#

,

N]̂

水平及相关生化指标#探讨
FZ_3!

#

及
N]̂

与妊

娠糖尿病胰岛素抵抗的关系)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择
"%!$

年
!

!

!!

月本院产科行产前检查

的孕妇
.%

例)其中将妊娠糖尿病孕妇
-%

例作为妊娠糖尿病

组#平均$

-!#"(,#1

&岁#平均孕周$

"&#%("#%

&周#体质量指数

$

-!#"(,#1

&

J

D

"

)

"

%正常孕妇
-%

例作为对照组#平均$

"&#&(

-#%

&岁#平均孕周$

"1#$(!#&

&周#体质量指数$

""#-!(-#!"

&

J

D

"

)

"

)纳入标准!$

!

&中华人民共和国汉族公民)$

"

&患者年

龄
",

!

$%

岁怀孕女性)$

-

&患者合作#能与研究者进行有效沟

通)排除标准!$

!

&不符合纳入标准者%$

"

&伴有急慢性感染性

疾病的患者%$

-

&伴有心脑血管疾病,肾功能不全者#近期曾使

用皮质激素者%$

$

&不合作者或者不能根据研究要求进行治疗

者)妊娠糖尿病诊断标准按照
"%!!

年中国妊娠糖尿病诊断行

业标准)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具有可比性)

$#/

!

方法
!

所有研究对象均空腹
!"<

后第
"

天早晨取静脉

血#行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验$

ea44

&和胰岛素释放试验

$

Y]4

&#检测
FZ_3!

#

,

N]̂

,糖化血红蛋白$

WA2!C

&,三酰甘油

$

4a

&,总胆固醇$

4N

&,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WZ/3N

&,低密度

脂蛋白胆固醇$

/Z/3N

&等)按胰岛素抵抗稳态模型$

WeP2

模型&计算胰岛素抵抗指数$

WeP23Y]

&

f

空腹血浆胰岛素

$

&

g

"

)/

&

`

空腹血浆葡萄糖$

))59

"

/

&"

""#,

)

$#'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F̂ FF!1#%

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计

量资料以
O(D

表示#两因素之间进行直线回归和
6̂>:=5+

相

关性分析)以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两组研究对象生化指标比较
!

与对照组相比#妊娠糖尿

病组
FZ_3!

#

,

_YRF

,

_La

,

WA2!C

,

WePS3Y]

,

N]̂

均明显升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1

月第
!"

卷第
!$

期
!

/>AP60N9*+

!

QB9

@

"%!,

!

E59#!"

!

R5#!$

"

基金项目!广东省佛山市卫生局科研项目$

"%!$"'"

&)

!!

作者简介!刘晶#女#本科#主治医师#研究方向为内分泌)



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4a

,

4N

高于对照组#但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妊娠糖尿病组
/Z/3N

升高#

WZ/3N

降低#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见表
!

)

表
!

!

两组研究对象生化指标比较%

O(D

&

组别
&

FZ_3!

#

$

+

D

"

)/

&

N]̂

$

)

D

"

/

&

_La

$

))59

"

/

&

_YRF

$

&

g

"

)/

&

WA2!C

$

[

&

4a

$

))59

"

/

&

4N

$

))59

"

/

&

WZ/3N

$

))59

"

/

&

/Z/3N

$

))59

"

/

&

WePS3Y]

对照组
-% %#&'(%#"& 1#,%(-#.% $#&-(%#"- ,#.&(!#-$ $#!.(%#"& %#'&(%#!, $#!'(%#$1 !#,$(%#!1 "#-!(%#-$ !#""(%#.,

妊娠糖尿病组
-% !#&,(%#1.

"

!1#"%($#!%

"

!%#!"($#!.

"

&#!,($#,-

"

'#-!(!#"$

"

!#,!(%#-$ $#,&(%#1$ !#!&(%#"' -#!,(!#"' -#.1(!#'1

"

!!

注!与对照组比较#

"

$

%

%#%,

)

/#/

!

FZ_3!

#

与
_La

,

_YRF

,

WA2!C

,

WePS3Y]

和血脂的关系

!

妊娠糖尿病组
FZ_3!

#

与
_La

$

:f%#"%

#

$

%

%#%,

&,

_YRF

$

:f%#!&

#

$

%

%#%,

&,

WA2!C

$

:f%#"$

#

$

%

%#%,

&,

WePS3Y]

$

:f%#-,

#

$

%

%#%,

&#呈正相关性#与血脂$

4a

,

4N

&没有明显

相关性)

/#'

!

N]̂

与
_La

,

_YRF

,

WA2!C

,

WePS3Y]

和血脂的关系
!

妊娠糖尿病组
N]̂

与
_La

$

:f%#1,

#

$

%

%#%!

&,

_YRF

$

:f

%#.'

#

$

%

%#%!

&,

WA2!C

$

:f%#1!

#

$

%

%#%!

&,

WePS3Y]

$

:f

%#&'

#

$

%

%#%!

&#呈正相关性#与血脂$

4a

,

4N

&没有明显相

关性)

/#1

!

FZ_3!

#

与
N]̂

的关系
!

妊娠糖尿病组
FZ_3!

#

与
N]̂

呈正相关性$

:f%#'!

#

$

%

%#%!

&)

'

!

讨
!!

论

妊娠糖尿病主要是妊娠期发现的不符合显性糖尿病诊断

标准的高血糖症候群#全球妊娠期糖尿病发病率在
![

!

!$[

#事实上#因为没有严密的筛选标准#在国外导致这种妊娠

糖尿病的诊断延迟了
$

!

"%

周#怀孕患有妊娠糖尿病的孕妇#

在国外一般只有
,%[

妊娠糖尿病的诊断)同时#怀孕是伴随

着生理的胰岛素抵抗#后者本身是碳水化合物代谢紊乱临床上

重要的危险因素*

!

+

)近年对趋化因子,炎症因子的研究发现#

趋化因子参与了白细胞的分化,迁移和激活#对糖尿病及其并

发症的发生和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

+

%沈春芳等*

-

+也发现妊娠糖

尿病患者血清中超敏
N]̂

等炎性因子水平的升高#提示炎性

反应参与并加重胰岛素抵抗)国外对妊娠糖尿病的研究发现#

妊娠糖尿病患者的
N]̂

水平较正常孕妇升高#提示炎性反应

可能也参与妊娠糖尿病的起病*

$3,

+

)

趋化因子与糖尿病的关系是糖尿病研究领域的热点和难

点#其能通过炎性反应参与糖尿病和胰岛素抵抗的发生和发

展#

FZ_3!

#

和其特异性受体
NMN]$

相结合#参与机体的多种

免疫和炎性反应*

.

+

)而本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妊娠糖尿病组

FZ_3!

#

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妊娠糖尿病组
FZ_3!

#

与
N]̂

,

_La

,

_YRF

,

WA2!C

,

WePS3

Y]

#呈正相关#与血脂$

4a

,

4N

&没有明显相关性)提示
FZ_3

!

#

在妊娠糖尿病胰岛素抵抗发生机制中发挥作用#并且通过

炎性反应参与妊娠糖尿病胰岛素抵抗的过程)

N]̂

可以激活补体和加强吞噬细胞而起到调理作用#从

而清除入侵机体的病原微生物和损伤,坏死,凋亡的组织细胞#

在机体的天然免疫过程中发挥重要的保护作用)

N]̂

由肝细

胞所合成#含
,

个多肽链亚单位#非共价地结合为盘形多聚体)

研究证实
N]̂

不仅是急性时相反应的一个极灵敏的指标#也

是糖尿病的独立危险因子)

N]̂

因糖尿病患者体内胰岛素抵

抗,胰岛素分泌减少等导致增高*

13&

+

)

F>CJ=

等*

'

+也发现妊娠

妇女的
N]̂

水平比未妊娠妇女明显升高#提示妊娠早期开始

母体就有炎性反应产生)本研究证实!妊娠糖尿病组
N]̂

水

平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妊娠糖尿

病组
N]̂

与
_La

,

_YRF

,

WA2!C

,

WePS3Y]

呈正相关性#与血

脂$

4a

,

4N

&没有明显相关性)提示
N]̂

在妊娠糖尿病胰岛

素抵抗发生机制中发挥作用)

本研究证实了
FZ_3!

#

,

N]̂

与妊娠糖尿病胰岛素抵抗密

切相关#参与了妊娠糖尿病的发生,发展过程#随着对
FZ_3!

#

,

N]̂

的研究深入#目前已证实
FZ_3!

#

受体阻滞剂可以改善糖

尿病肾病#目前已成为治疗糖尿病的一个新靶点%而高水平的

N]̂

是妊娠糖尿病的高危因素#发生妊娠糖尿病的概率更大#

在妊娠前及妊娠早期检测孕妇
FZ_3!

#

,

N]̂

水平#可以提前发

现妊娠糖尿病#对妊娠糖尿病预防,控制有着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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