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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探究血清胱抑素
W

&前清蛋白的水平与老年
"

型糖尿病"

0"MY

$患者早期肾脏疾病的相关性%

方法
!

选取该院
"&!"

年
"

月至
"&!)

年
!

月确诊并收治的
0"MY

患者共
!#&

例!其中
0"MY

伴早期肾脏疾病者共

%&

例!单纯
0"MY

患者
'&

例!将其分为
"

组!通过实验室检查血清胱抑素
W

&前清蛋白的水平分析
"

项指标与

0"MY

患者早期肾脏疾病的相关性%结果
!

0"MY

伴早期肾脏损伤者血清胱抑素
W

水平较单纯
0"MY

患者明显

升高!其前清蛋白水平明显低于单纯
0"MY

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K

$

&$&!

$%结论
!

血清胱抑素
W

&前清蛋

白水平可以有助于监测和判断
0"MY

患者是否发生早期肾脏损伤!对
0"MY

伴肾脏损伤具有重要意义!具有较高

临床价值!值得继续研究和应用%

"关键词#

!

老年
"

型糖尿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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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胱抑素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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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清蛋白#

!

早期肾脏疾病#

!

临床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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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是一种慢性高血糖的代谢紊乱性疾病#具有遗传特

点#同时也受环境因素的影响/

!

0

*主要发病原因是胰岛素分泌

缺陷)胰岛素抵抗或胰岛素功能缺乏/

"

0

*其发病率很高#据统

计#在非传染性疾病范畴内#糖尿病目前仅次于心血管疾病和

肿瘤*血清胱抑素
W

是一种低分子的碱性非糖化蛋白#其浓

度与肾小球率过滤的相关性较好#所以通过检测血清胱抑素
W

的浓度#来检测肾小球率过滤#进而反映肾脏损伤程度/

#

0

*糖

尿病患者的实验室检查中#血清胱抑素
W

和前清蛋白水平异

常#故本研究就针对发生早期肾脏疾病的老年
"

型糖尿病

$

0"MY

&患者的血清胱抑素
W

和前清蛋白水平的变化进行试

验#研究其相关性#现将研究结果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取本院
"&!"

年
"

月至
"&!)

年
!

月收治的

0"MY

患者共
!#&

例#其中因
0"MY

引发早期肾脏疾病者共

%&

例#单纯
0"MY

患者共
'&

例#将患
0"MY

伴早期肾脏疾病

者作为观察组#单纯
0"MY

者作为对照组*观察组共
%&

例#

其中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平均$

'*$*e#$*

&岁*

对照组共
'&

例#其中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平均

$

'($%e#$%

&岁*

$$/

!

入选标准
!

所有患者
#

次随机血糖大于
!!$!>>1=

"

Q

或空腹血糖大于
%$&>>1=

"

Q

#或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
"9

后

血糖大于
!!$&>>1=

"

Q

#所有患者至少需符合上述其中
!

项#

并伴有糖尿病临床症状*

"

组患者进行试验前均进行身体全

面检查#无肿瘤)免疫系统疾病)泌尿系统原发疾病等造成的肾

脏病变%无严重心)肝)肾等脏器的器质性病变#无风湿性疾病)

无高血压)心力衰竭等影响清蛋白水平的疾病*无糖尿病酮症

酸中毒症状%无重度感染*

$$'

!

方法
!

所有患者清晨空腹采血
#>Q

#以
#&&&5

"

><3

离

心处理并分离血清#应用贝克曼
.L"%&&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检

测血清的前清蛋白和血清胱抑素
W

#均采用宁波美康生物科技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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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有限公司的试剂盒#并在当日检测*检测时注意查看所用

试剂是否合格#操作按照规程和试剂盒要求进行*同时还要对

所有患者进行肾功能检查#将所有检查结果记录下来*

$$1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Z[[!#$&

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及统

计学分析#计量资料采用
JeB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9

检验%以

'

]&$&+

为检验水准#

K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组患者的血清胱抑素
W

和前清蛋白水平比较结果显示#

0"MY

伴有早期肾脏损伤者血清胱抑素
W

水平较单纯
0"MY

患者明显升高#其前清蛋白水平明显低于单纯
0"MY

患者#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K

$

&$&!

&*见表
!

*

表
!

!

"

组患者血清胱抑素
W

'前清蛋白水平

!!!

比较%

JeB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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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

&

分组
%

血清胱抑素 前清蛋白

观察组
%& "$)&e&$'* !''$&"e%#$#*

对照组
'& !$#(e&$#&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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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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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据统计#老年人易患的疾病中#

0"MY

的发病率较其他疾

病而言相对较高#

0"MY

现已成为全球老年人面临的重点问

题/

)

0

*

0"MY

会给患者带来轻度的肾脏功能损害#

0"MY

患者

极易发生早期肾脏疾病/

+

0

*同时有研究表明#

0"MY

还会导致

轻度的认知功能损害#这也是当前研究的热点问题/

'

0

*血清胱

抑素
W

是一种半胱氨酸蛋白酶抑制剂#被公认为是糖尿病肾

病的早期诊断的敏感
"

源性标志物之一#所以#对血清胱抑素

W

的监测#对
0"MY

是否存在早期肾脏损伤的判定具有非常

积极的临床作用/

%

0

*前清蛋白在肾脏发生损伤时#其血浓度有

下降的表现*前清蛋白相较于清蛋白#对于肾脏损伤的敏感性

更高#同时#前清蛋白是肝脏损伤的敏感性标志物#因为前清蛋

白是由肝细胞合成的一种小分子蛋白#故前清蛋白的血浓度可

直接考虑患者肝脏功能是否发生异常/

(/*

0

*有研究表明#若糖

尿病患者并发了糖尿病肾病#那么其病死率将是未并发肾病的

糖尿病患者的
#&

倍甚至以上/

!&

0

*糖尿病患者虽然病程相对

较长#不会短时间内危及生命#但是患者在整个患病期间的生

活质量是极其低下的#尤其是糖尿病患者对于饮食)运动的控

制#以及对药物的依从性#这些都可以成为打消患者自信心的

因素/

!!

0

*很显然#糖尿病早期肾损伤的预防和治疗对于患者

的生命及生活质量是极其重要的*

本研究中#观察组患者为
0"MY

并发早期肾脏损伤的患

者#在对其血清检查时发现#其血清胱抑素
W

$

"$)&e&$'*

&

>

E

"

Q

#相对于单纯
0"MY

患者的血清胱抑素
W

水平明显升

高#健康人血清胱抑素
W

的水平为
&$+!

!

!$&*>

E

"

Q

*显然#

单纯
0"MY

患者的血清胱抑素
W

相对于正常水平也是升高

的#可见#血清胱抑素
W

的血浓度与单纯
0"MY

及
0"MY

伴

早期肾脏损伤呈正相关/

!"

0

*在对观察组患者进行血前清蛋白

进行检测时发现#

0"MY

并发早期肾脏损伤者血前清蛋白低至

$

!''$&"e%#$#*

&

>

E

"

Q

#相对于单纯
0"MY

患者前清蛋白水

平$

""#$#)e)*$*%

&

>

E

"

Q

明显偏低#而健康人血前清蛋白的

水平为
"(&

!

#'&>

E

"

Q

#显然#单纯
0"MY

患者的前清蛋白水

平较健康人低#

0"MY

伴早期肾脏损伤者较单纯
0"MY

患者

的前清蛋白水平低#可见#前清蛋白水平与单纯
0"MY

及

0"MY

伴早期肾脏损伤呈负相关/

!#

0

*

综上所述#血清胱抑素
W

水平与
0"MY

早期肾脏损伤呈

正相关#前清蛋白水平与
0"MY

早期肾脏损伤呈负相关*血

清胱抑素
W

)前清蛋白水平可以作为
!

项监测和判断
0"MY

患

者是否发生早期肾脏损伤的指标#对
0"MY

伴肾脏损伤具有

积极意义#能有效降低漏诊率#为临床医师的诊断提供更多的

诊断依据#值得继续研究并应用于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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