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增加*脾中
.M.

活性升降幅度不明显#分析原因可能为
.M.

在脾中含量较高#而构建动物模型为慢性酒精依赖模型#每天

的饮酒量相对较低#经血液流经到脾的含量就更低#相对于高

含量的
.M.

#酒精的作用就不明显*脑组织中
.M.

活性均升

高比较慢#酒精依赖组$

*&-

&升高有明显差异#戒酒后脑组织

.M.

含量虽有下降趋势#但与酒精依赖组$

*&-

&比较#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

K

%

&$&+

&#提示酒精对脑组织中核苷酸的代谢影

响是一个较长过程#脑内核苷酸合成能力较低#其合成主要依

赖补救合成途径*因此酒精对脑组织的影响更明显而持久*

肌肉中只有
*&-

组
.M.

有升高趋势#可见酒精依赖对肌肉的

作用较缓慢#这与临床上酒精依赖患者晚期出现肌肉乏力)震

颤等症状原因一致*

综上所述#酒精依赖可以使各组织$脑)脾)肝脏)小肠&中

.M.

含量增高#促进嘌呤核苷酸分解代谢#为酒精依赖作用的

生化药理学机制提供新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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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探讨!

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患者血清铁蛋白的临床研究"

高
!

珊"陕西省人民医院内分泌科!西安
!

%"+&&&

$

!!

"摘要#

!

目的
!

探讨血清铁蛋白在
"

型糖尿病及其周围神经病变患者中的变化及临床意义%方法
!

随机选取

该院
"&&*

年
#

月至
"&!"

年
(

月诊断为
"

型糖尿病患者"糖尿病组$及其周围神经病变患者"病变组$!各
#&

例!另

选取
#&

例健康者作为健康对照组!检测
#

组实验对象的血清铁蛋白水平&空腹血糖&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总胆固

醇&三酰甘油水平等指标!并对结果进行分析比较%结果
!

健康对照组空腹血糖&三酰甘油&总胆固醇及低密度脂蛋

白胆固醇水平显著低于糖尿病组和病变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K

$

&$&+

$#糖尿病组的各项检测指标明显低于病变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K

$

&$&+

$#

#

组实验对象的血清铁蛋白水平由高到低依次为病变组&糖尿病组&健康对照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K

$

&$&+

$%结论
!

检测血清铁蛋白水平有助于病情的有效评估!具有临床价值%

"关键词#

!

"

型糖尿病#

!

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

!

血清铁蛋白

!"#

!

$%&'()(

"

*

&+,,-&$)./0(122&/%$2&$3&%11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

"

"&!+

$

!(/"%+)/&"

!!

"

型糖尿病是一种由于患者机体胰岛素分泌缺陷#导致慢

性高血糖的代谢性疾病*随着生活方式的改变#目前我国的糖

尿病患者例数呈不断上升趋势*血清铁蛋白能有效反映机体

的铁贮存状况#有学者研究显示#血清铁蛋白参与
"

型糖尿病

患者的发展过程/

!/#

0

*现检测血清铁蛋白在
"

型糖尿病及其周

围神经病变患者中的水平变化#探讨其对临床治疗糖尿病的意

义*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随机选取本院
"&&*

年
#

月至
"&!"

年
(

月收

治的诊断为
"

型糖尿病患者$患者组&及其周围神经病变患者

$病变组&#各
#&

例#男性
#)

例#女性
"'

例#平均年龄$

+'$)e

+$#

&岁#平均病程$

)$+e"$!

&年*另选取
#&

例健康者作为健

康对照组#男性
!+

例#女性
!+

例#平均年龄$

+%$"e+$!

&岁*

#

组实验对象的年龄)性别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K

%

&$&+

&#具有可比性*

$$/

!

方法
!

所有研究对象检测前
!"9

需禁食禁水#于清晨空

腹状态下抽取
+>Q

静脉血#

!9

后离心取血清进行血清铁蛋

白)空腹血糖)三酰甘油)总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等指

标检测*仪器为东芝
0O./!"&GS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空腹血

糖)三酰甘油)总胆固醇及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检测试剂购自

宁波美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铁蛋白检测试剂由宁波瑞源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提供*

$$'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Z[[!#$&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计量

资料使用
JeB

表示#应用
9

检验进行组间分析#

K

$

&$&+

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

组实验对象各指标检测结果比较
!

健康对照组空腹血

糖)三酰甘油)总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显著低于糖

尿病组和病变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K

$

&$&+

&%糖尿病组患

者的各项检测指标明显低于病发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K

$

&$&+

&*见表
!

*

/$/

!

#

组实验对象血清铁蛋白水平检测结果比较
!

#

组实验

对象的血清铁蛋白水平由高到低依次为病变组$

")"$")e

%'$+)

&

%

E

"

Q

)糖尿病组$

!(($#+e+'$(%

&

%

E

"

Q

)健康对照组

$

*%$('e"*$!)

&

%

E

"

Q

#两两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K

$

&$&+

&*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Q8:Y4-W=<3

!

[4

@

74>:45"&!+

!

T1=$!"

!

\1$!(

"

基金项目!陕西省科学技术研究发展计划项目/

"&&'V!"/̀+

$

'

&0*



表
!

!

#

组实验对象各指标检测结果比较%

JeB

+

>>1=

(

Q

&

组别
%

空腹血糖 三酰甘油 总胆固醇
低密度脂蛋

白胆固醇

糖尿病组
#& ($&*e!$!' "$&(e&$#+ )$)&e!$!* #$!#e&$+*

病变组
#& *$(+e"$&! "$(+e&$#' +$!*e!$"! )$"#e&$(+

健康对照组
#& )$(*e&$*) !$#!e&$"" #$(%e&$%* "$"*e&$+!

'

!

讨
!!

论

糖尿病及其周围神经病变患者临床合理用药由于存在胰

岛素代谢异常#对患者的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造成严重影响*

有研究显示#糖尿病的发病原因主要是由于患者自身遗传因素

及环境因素引起#近年来相关研究提示#人体微量元素代谢水

平也会对糖尿病病情的发展造成一定影响/

)/+

0

*

血清铁蛋白是机体铁贮存的主要形式#其合成器官位于肝

脏#主要在骨髓)脾及肝等部位分布*相关研究表明#血清铁蛋

白会参与糖尿病患者病情的发展/

'

0

*本研究数据结果显示#患

者血清铁蛋白水平同空腹血糖)三酰甘油)总胆固醇)低密度脂

蛋白胆固醇等生化指标呈正相关关系$缺乏相关性统计结果&#

其中血清铁蛋白水平最高的病变组患者#空腹血糖水平较其他

"

组明显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K

$

&$&+

&*

有学者研究显示#当患者体内铁元素过多#即血清铁蛋白

水平较高时#会对胰岛素的肝糖原合成作用起抑制效果#同时

引起周围组织内游离脂肪酸水平升高#增加患者胰岛素抵抗作

用#导致胰岛素活性降低#从而加重病情/

%/(

0

*另一方面#胰岛

素水平异常会促进铁元素在肝细胞内的贮存#导致体内血清铁

蛋白的合成作用增强#从而引起血清铁蛋白水平上升*因此#

通过对患者血清铁蛋白水平的检测#有助于对患者病情发展进

行评估/

*/!&

0

*

综上所述#糖尿病患者血清铁蛋白水平存在明显升高现

象#其中周围神经病变患者的升高更明显#通过检测患者血清

铁蛋白水平#有助于评估患者病情#具有十分显著的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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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探讨!

重庆市不同层次医院护理人员健康教育现状研究"

王龙琼!

!陶根惠!

#

!谢莉玲"

!刘欣彤#

"

!$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妇产科!重庆
!

)&&&!'

#

"$

重庆市健康教育所
!

)&&&'&

#

#$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老年科!重庆
!

)&&&!'

$

!!

"摘要#

!

目的
!

探讨重庆市不同层次医院护理人员开展健康教育现状!为医院护理健康教育标准化模式的制

定和实施提供参考依据%方法
!

自行设计问卷调查表!采用自填方式!分层随机抽样方法!抽取
"&

所重庆市不同层

次医院的
##+

例护理人员及护理管理者进行调查%结果
!

不同层次医院护理人员对健康教育相关知识的认知程

度&护理人员获得健康教育知识和能力途径&健康教育能力&实施健康教育的形式及方法&健康教育的管理体系及质

量控制方法等进行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K

$

&$&!

$%结论
!

不同层次医院护理健康教育现状存在差异!应建立

一套适合自己的标准化健康教育模式并实施%

"关键词#

!

护理人员#

!

医院#

!

健康教育#

!

调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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