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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探讨镁在糖尿病"

'(

#患者糖代谢中的作用%方法
!

将研究对象分为三组'糖尿病组$肥胖人

群$健康人群%分别测定三组研究对象的腰臀比"

S,R

#$体质量指数"

2(8

#$空腹血糖$血清镁$空腹胰岛素水平以

及胰岛素抵抗指数!并进行两两比较%结果
!

糖尿病组与其他两组相比血清镁水平明显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9"$

#!

2(8

$空腹血糖$胰岛素抵抗指数明显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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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

低血清镁水平可能

影响糖尿病患者糖代谢!提高血清镁水平可以降低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水平!改善糖代谢紊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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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

'(

%是一种非常常见的代谢性疾病#

'(

患者容

易出现糖,蛋白质,脂肪,电解质的代谢紊乱)本研究对糖尿病

人群,肥胖人群,健康人群的血糖,胰岛素,血清镁水平进行了

监测#探讨血清镁水平对糖尿病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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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9$

!

一般资料

$9$9$

!

健康对照组选取
#"$#

年
$

月至
#"$#

年
%

月来广州医

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体检的健康体检者
$##

例#其中男
:%

例,

女
%%

例#平均年龄$

%"T#

%岁#体质量指数*

$

+

$

2(8

%

(

#:

a

O

"

M

#

)

$9$9/

!

肥胖组选取同期来广州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的体检者

:%

例#无糖尿病病史 $均检测空腹及餐后
#D

血糖%及冠心病

$无主述史且心电图无异常%(

2(8

%

#:a

O

"

M

#

(其中男
$0

例,

女
10

例#平均年龄$

:#T1

%岁)

$9$9'

!

糖尿病组选取同期于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就诊

的糖尿病患者
$#>

例#其中男
:#

例,女
>:

例#平均年龄$

%"T

#

%岁)诊断依据
$///

年世界卫生组织$

S,^

%公布的糖尿病

诊断标准*

#

+

)即空腹血糖$

*34

%

%

>9"MM6A

"

;

或口服葡萄糖

耐量试验*

4̂&&

#

#D

血糖$

#D34

%

%

$$9$MM6A

"

;

+#并包括

已确诊糖尿病并进行治疗者#均无严重心,脑,肾脏等并发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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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与试剂

$9/9$

!

仪器
!

空腹血糖,血清镁水平采用
,FCE-DF>%""

全自

动生化分析仪检测#胰岛素采用罗氏
<6IEH?!$$

检测)

$9/9/

!

试剂
!

空腹血糖,血清镁水平采用中生北控生物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试剂#胰岛素采用罗氏胰岛素试剂盒)

$9'

!

方法
!

分别测量研究对象的臀围,腰围,体质量,身高#计

算
2(8

*

2(8[

体质量$

a

O

%"身高$

M

%

#

+#腰臀比$

S,R

%*

S,R

[

腰围$

-M

%"臀围$

-M

%+)采集患者血清#检测空腹血糖

$

*24

#葡萄糖氧化酶法%,血清镁水平$离子选择电极法%,胰岛

素$

*8UH

#化学发光免疫法%)评价胰岛素抵抗$

8R

%采用稳态

模式评估法$

,6M?6HCEHFHM6L?AEHH?HHM?GC

%的胰岛素抵抗指

数$

,^(+78R

%公式计算#即
,^(+78R[*24

$

MM6A

"

;

%

h

*8UH

$

M=

"

;

%"

##9:

*

1

+

)

,^(+78R

值属于非正态分布#按其

自然对数计算)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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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

应用
)3))$>9"

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计

量资料以
DT@

表示#三组人群的差异性比较采用单向方差分

析$

Ĝ?7SE

.

+Û V+

%)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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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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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

果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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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组
S,R

,

2(8

,

8R

,

*8U

,

*24

,镁结果
!

各组人群的

S,R

,

2(8

,

8R

,

*8U

,

*24

,镁的结果见表
$

)由表
$

可知#与

健康对照组和肥胖组相比较#糖尿病组
2(8

,

*24

,

,^(+78R

均明显升高$

!

$

"9"$

%#而血清镁水平则明显降低#差异均有

统计学意义$

!

$

"9"$

%#健康对照组与肥胖组的
S,R

,

2(8

,

*8U

,

8R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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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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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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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广州市医药卫生科技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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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杨静#女#主管检验技师#硕士#主要从事医学免疫研究)



表
$

!

各组
S,R

"

2(8

"

8R

"

*8U

"

*24

"镁结果&

DT@

'

组别
& S,R 2(8

$

a

O

"

M

#

%

8R *8U

$

"

O

"

;

%

*24

$

MM6A

"

;

% 镁$

=

"

;

%

糖尿病组
$#> "90/T"9"$ #!9!"T"9#>

"

19:%T"9!%

"

%%9>"T:>9$" >9/:T"9#$

"

"90!T"9"$

"

肥胖组
:% "90/T"9"$

""

#09$"T"9#/

""

$9/:T"9$>

""

09!!T"9%"

""

:9":T"9$" "900T"9"$

健康对照组
$## "90:T"9"$

#

#19""T"9#$

#

$91!T"9"0

#

%9":T"91> !9/:T"9">

#

"90/T"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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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与肥胖组比较#

"

!

$

"9"$

(与健康对照组比较#

""

!

$

"9"$

(与糖尿病组比较#

#

!

$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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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糖尿病组患者血清镁水平与
S,R

,

8R

,

*8U

,

*24

相关

性分析
!

由表
#

可见#在糖尿病患者中#血清镁水平与
S,R

,

*24

呈明显负相关$

!

$

"9"$

%#与
8R

,

*8U

无明显相关性#提示

糖尿病患者的血清镁水平与血糖关系密切#但血清镁水平对

8R

无明显关系)

表
#

!

糖尿病患者血清镁与
S,R

"

8R

"

*8U

"

*24

相关性分析

因素
4 !

S,R Z"9$%" "9"">

"

8R "9">1 "9:0$

*24 Z"9#$% "9"""

"

*8U "9"11 "9:0$

!!

注!

"

!

$

"9"$

#提示两者的相关关系显著)

'

!

讨
!!

论

糖尿病是目前常见的慢性病之一#遗传因素,环境因素及

饮食结构对糖尿病有重要影响)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糖尿病

的发病率呈逐年上升趋势#根据统计#在中国已经确诊的糖尿

病患者达
/#!"

万#发病率达
/9>_

*

!7:

+

)本研究通过对糖尿病

患者血糖,血清镁等指标的研究#科学地指导糖尿病患者合理

地用药和更健康的生活方式)

本研究表明#血清镁水平在糖尿病患者与肥胖人群,糖尿

病患者与健康人群的对比中均有明显差异#并且血清镁水平与

血糖和
S,R

有明显的负相关性#说明血清镁水平在糖尿病患

者糖代谢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并且
S,R

对镁有明显影

响)提示糖尿病患者可以通过减肥提高体内血清镁水平#从而

达到降低血糖浓度的目的#控制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水平)这一

结果与其他人的研究结果相接近)美国进行了一项研究#选取

!!/>

例年龄
$0

$

1"

岁,无糖尿病的人群为研究对象#随访
#"

年#发现在青年人群中镁摄入量与糖尿病的发生风险呈明显负

相关*

%

+

)

È6

等*

>

+的研究说明在美国白种人中低血清镁水平

是糖尿病发生的一个独立风险因素)

血清镁水平对血糖的调节影响原因可能有以下几方面!一

方面#镁是糖代谢过程中多种酶的辅助因子"激活剂#这类酶如

果没有镁的辅助将导致其不能直接利用高能磷酸键#将导致磷

酸化过程受阻#酶的功能不全#从而直接影响糖代谢*

0

+

)另一

方面#镁能够增加胰岛素的敏感性*

/

+

#镁离子作为第
#

信使活

化胰岛素受体#从而使胰岛素发挥降低血糖的作用)当镁离子

缺乏时#导致胰岛素受体上的酪氨酸激酶活性下降#在受体后

产生
8R

#减少细胞对葡萄糖的利用#从而使机体血糖升高*

$"

+

)

镁可作为糖代谢中多种重要酶的辅助因子#在血糖的稳定,胰

岛素的生物活性以及
#

型糖尿病的发生,发展中起着重要作

用*

$$

+

)糖尿病患者引起低血清镁水平的原因仍有争议#目前

存在两种说法!一是摄入镁减少(二是尿镁丢失增加*

$#

+

)

由上述分析可知#血清镁和糖尿病的发生及发展有密切相

关#对于大规模体检人群尤其是糖尿病及其高危人群应及时检

测其血清镁水平#采取相应措施提高血清镁水平#对预防以及

纠正糖代谢异常,电解质紊乱#保持体内代谢平衡#对预防及治

疗糖尿病及其并发症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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